
《泰囧》 情理之中 意料之外

《泰囧》的成功首先应归功于它的编剧、导
演、主演和出品人徐峥，准确地说，应该归功于徐
峥的“精明”。

2010年，徐峥和王宝强联合主演了《人在囧
途》，这部成本仅 800万元、票房高达 4000万元
的喜剧片，在当年就是一匹绝对的黑马。正是从
那时开始，徐峥敏感地看到中低成本电影的性价
比。他坚信，这种性价比将远远高出贺岁档的所
有大片。同时他还感到，在古装大片、魔幻传奇
越拍越多、越拍越滥的时候，观众和市场对喜剧
片积攒了一种近乎饥渴的需求。不过，正当他积
攒起满腔热情准备拍《人在囧途2》时，由于与投
资人在理念上的偏差，使他不得不退出了《人在
囧途2》。

徐峥并不气馁，此后他不仅把剧本故事和创
作班底搬到了泰国，还拿着本子找到了头脑和眼
光同样精明的光线传媒总裁王长田。当他把《泰
囧》的故事刚给这位总裁讲了一遍，不出半个小
时，这位王总裁便眼前一亮地立马拍板，决定投
资了。精明的徐峥这一次变得更精明了，为了保
证自己在创作上的话语权，他自掏腰包同样参与
了投资。在担纲编剧、主演、导演的同时，又成了
一名出品人。

战略大局确定之后，剩下的就是战术实施
了。此后，徐峥学习借鉴好莱坞喜剧创作的经
验，不仅严格把握剧情的发展节奏，甚至计算到
几分钟抛出一个包袱、在一个情节线索中穿插进
几个高潮和几个低谷才能抓住观众和吸引观
众。换言之，观众发不发笑、买不买账早就在其
严格的计算中了。在剧中扮演“王宝”的王宝强
说，“徐峥不仅精明，有时甚至达到了精细的程
度。比如，他每天都是把画着各种标识的分镜头
剧本交给我，每一句对白甚至都用不同的颜色标
示出来”。

今天，“精明”的徐峥以《泰囧》创造了一个票
房奇迹。不过，成功后的徐峥表现出来的不仅是
得意和欢欣：“成绩太好了，意味着往后的压力就
更大了。”如此居安思危，应该说还是一个“精明”。

看得出，徐峥的“精明”表现在投资策略上，
是一种审时度势；表现在电影创作上，是一种精
益求精。而我们今天的电影市场，乃至整个文化
市场的发展与繁荣，不恰恰需要这样的“精明”吗？

精明精细

成就《泰囧》奇迹
□ 小 东

《泰囧》火了，火得一塌糊涂。就在前几天
《泰囧》屡创新高之时，我也没能抵挡住诱惑，挈
妇将雏去影院看了一场。说乐也真乐了，但真
的没觉得这部片子有什么特别突出之处。对于
这部片子收获的超高票房，更是百思不得其解
——至于吗？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影攻略，我是属于那
种不大爱随大流的，可能是在成长的过程中被
一部部“学校包场”、“重点推荐”的影片给伤着
了，我现在多少有点逆反——只要是国内热映
的新片，火的时候我基本不看，我宁愿等那股风
过去之后，有人肯静下来写点更接近客观的影
评，然后我再安下心来去吃“回头草”。比如黄
渤主演的《疯狂的石头》、徐峥的《人在囧途》，包
括王宝强主演的电视剧《士兵突击》，我都是按
照这个路子看上来的，而且看了之后还挺喜欢、
挺开心。现在按照我个人的想法，《泰囧》就是
一部比较中规中矩的中小成本喜剧片，它的整
体架构、包袱的密度及力度，均不如《疯狂的石
头》、《人在囧途》。说得尖酸一点，基本上也就
跟 2009 年恶评如潮的《三枪拍案惊奇》是一个
路子。这样的片子居然大火特火，只能说是“世
无英雄，遂使《泰囧》成名”。

当然，徐峥是个聪明人，他知道贺岁档里的
国人需要些什么、喜欢些什么。又是一年要过
去了，对不少人来说，这个年尾因为“2012．12．21”
这个所谓“世界末日”节点的存在而显得更加特
别。经过了连续多年的培育之后，现在的国人
也又习惯了自己掏钱进影院，这个时候谁都想
让自己的影票钱能够换来多一点的欢迎和笑
声，大过节的，没人想找“轴”啊。不过话说回
来，《泰囧》虽然能给人带来笑声，却真的有点挺

“轴”的意思，最“轴”的就是黄渤演的那个角色，
从头“轴”到尾，我都挺替黄渤憋屈得慌。

世无英雄

遂使《泰囧》成名
□ 李志刚

超过 3600万的观影人数新纪录，加上潮水般的各
方评论，足以让《泰囧》成为一部现象级的电影。诸多
评论者认为，《泰囧》的成功在于创作者讨巧地选择了
喜剧这一电影类型，满足了观众欢乐贺岁的要求。可
笔者认为，《泰囧》不仅锻炼了观众的笑肌，还体现了今
年国产电影中少见的对现实的观察和思考。

合格的类型片必须满足观众的期待，这也不是什
么新鲜玩意儿。早在莎士比亚时代，观众就能通过戏

剧题目，在心理上确定是要哭还是要笑。如果说仅凭
这一点就吸引了数以千万计的观众，那也太简单了。

喜剧能让观众娱乐。但娱乐不仅意味着搞笑，给
观众简单逃避现实的空间；还意味着通过包含讽刺的
故事传递某种观念。在《泰囧》中，徐朗盲目追求“人生
金卡”，为名利欲望所驱使，几近迷失自我。但经历了
一系列的挫折之后，徐朗渐渐意识到，他孜孜以求的当
代价值——成功、财富、名誉⋯⋯让他扭曲了自己，反
倒是生活平淡的王宝更加幸福。最终，他放弃了曾经

渴求的东西，重回妻子和孩子的怀抱，也让自己从名利
的驱使中解放出来，找回了自我。

这样一个带有救赎意味的故事，不仅能让观众为
剧中人的狼狈捧腹大笑，也让观众看到了自己生活的
影子。从更抽象的角度来说，这部电影的故事内核与
当代人面临的普遍问题息息相关：到底应该追寻什
么，到底应该走向何方。这个问题没有答案，至少没
有统一的答案。但电影人每一次认真的讲述和思索，

都能帮助观众重新感受自己的内心，重新审视现代人
的生活方式与观念，衡量名利与真情的价值。有了这
样的对当下现实的思索，喜剧才不致流于空洞乏味的

“恶搞”。
不过，传递价值并不意味着说教，否则会引来观众

的抵触情绪。在这个价值多元的时代，观众更期待自
己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被理解、尊重和接纳。《泰囧》的
另一个成功之处，就在于其表达上的平衡。3 个普通
青年各自展示了其价值观的相对合理之处，正确也好，

错误也罢，都未遭受凌厉地批判。《泰囧》的这种处理方
式，让更多不同立场的观众更容易找到认同此片的
方式。

成功的喜剧必须博得观众的笑声。然而，笑料或
者其他商业元素的叠加并不能代表喜剧的一切。要
在进口片的夹击中脱颖而出，更多地了解观众的情
感，更多地关注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恐怕是本土化喜
剧的惟一出路。

《泰囧》的火热至少说明，在电影人言必称 3D、特
效、明星和名导的时代，观众对这类关注普通人生活的
喜剧电影依然有着很高的接受度。固然很难总结出一
个可以照搬的制作模式，但《泰囧》中蕴含的某些元素，
比如真诚地关注现代人的生活、讽刺司空见惯现象、平
衡表达多元价值观，仍可为后来的制作者所借鉴。如
果电影人或者投资人依然认为观众仅仅图个乐呵，跟

《泰囧》的风随便糊弄几下就能赢得票房，恐怕最终将
不得不面临被市场抛弃的囧境。

在 2012 年至 2013 年的这个贺岁档，《泰囧》变成
了一个奇迹。它所创造的票房纪录，喻示着中国电影
观众和市场的重大变化。这似乎是 1997 年《甲方乙
方》开创中国本土贺岁片概念之后的一个重要发展。

这部电影的轰动效应显示了中国电影的自我创新
能力。在 《1942》 和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巨大的
名家效应之中，这部电影异军突起，显然体现了它自
身的独特性。有人说这是由于档期合适，当然也有一
定道理，但这个档期还有不少重量级的电影，《泰
囧》 的票房奇迹还是有其自身的特点。在 2011 年的

《失恋 33 天》 之后，《泰囧》 再创中等以下成本电影
的票房新高，绝非偶然，不能简单地以外部因素一言
以蔽之。

这部电影是 《人在囧途》 的第二部，故事的基本
形态是上一部的延续，徐峥和王宝强的角色也基本延
续了上一部。那是一部温情的喜剧，讲的是春节回家
所遇到的种种奇遇。这一次又有两个不同。一是增添
了异国情调的背景。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泰国一直
是中国人的旅游目的地，国内有泰国旅游经历和泰国
想象者极多，可以说泰国游是中国人国际旅游经历中
最大众化的一部分。故事的背景安排在泰国，对于许
多人来说既陌生又熟悉，既有异国风情，又有一定的
了解，适合当下的大众。伴随着中国的经济成长，旅
行已经成为普通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电影选择的跨
国背景也是这种现状的投射。不过，泰国作为这部电
影的背景，并没有构成电影的关键要素，仅仅是一个
中国故事的后景。二是在剧情方面加入了为了利益的
大争斗，增添了悬疑和惊险的部分，增强了故事的传
奇性。同时，这部喜剧并不以王朔式的语言自来水般

地奔涌来制造快感，而是能够从故事本身发掘喜剧
性，故事的严密和可信给了这部电影一个坚实的基
础。王宝强的表演松弛自如，徐峥和黄渤较好的驾驭
喜剧表演的能力，都为电影增色不少。

这部电影最为重要的特点，是敏锐地抓住了当下
中产阶层的“高帅富”——作为中产后备军的“80
后”、“90 后”的精神状态，凸显了当下中国的焦虑
和困扰，展现出普通人日常生活中对于“幸福感”的
渴望。

这里的徐峥是“高帅富”的代表，被力争上游的
欲望煎熬着，被成功的诱惑吸引着，失掉了自我，家
庭面临着危机，因此充满了苦恼和矛盾。他的泰国之
旅充满着钩心斗角和利益追逐，已经完全失掉了对生
活中其他事物的兴趣，家庭也面临着危机。王宝强则
是一个卖葱花饼的“屌丝”，随着近年来体力劳动的
收入增加而开始富裕起来，也怀着梦想出国旅游。这
两个人形成鲜明的对照：徐峥见多识广，体现国际接
轨的气派，当然看不起王宝强，同时他的脆弱和焦虑
也暴露得格外清晰。成功人士的自得掩不住失掉了正
常情感和生活感觉的痛切，王宝强则在憨直和笨拙中
表现出温情和敦厚。这两个人其实是“一体两面”地
表现了中国社会当下的复杂心理和文化困扰。对于中
产阶层和它的后备军来说，力争上游，渴望成功是其
存在的基础。但由于这些年他们在奋斗中失掉了许
多，对于这种简单的价值观也开始出现厌倦。王宝强
作为“屌丝”的淳朴一面受到嘲笑，一面也受到羡
慕。他的“现世安稳”的生活观，对于患病的母亲的
关爱，对于生活的单纯梦想，都显示出他强大的一
面。佛教所形成的超越性的氛围，更是给了这部喜剧

增加了一点深度。在幽默中有感伤，在滑稽中有温
情，在典型的好莱坞喜剧的表达方式之下传达了当下
中国中等收入者的复杂微妙的心理和文化状况，也是
这部电影的独特之处所在。

《泰囧》 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徐峥放弃了对利益
的追逐，回归了家庭，黄渤也得到了他的期望。结尾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为王宝强偶像的范冰冰最后的
出现。电影中，王宝强梦想成真，可以说是“中国
梦”的某种通俗的诠释。好人好报，付出就有回报，
善良和努力会收获的观念，通过大众偶像的出现得到
了展示。这是意味深长的一笔，也说明我们的“中国
梦”会有灿烂的结果。

我们还记得 2004年冯小刚的“贺岁片”《天下无
贼》 中的情节。也是由王宝强扮演的“傻根”，怀揣
挣来的钱回家，不相信天下有贼，最后连贼也被感动
了。刘德华演的王薄在搏斗之后把钱从车厢上方传下
给正在做梦的傻根，这一情节似乎是个隐喻：中国人
吃过太多的苦，经历了太多的艰难，谁也不忍心让这
个简单的人梦想落空。

到了 8 年之后的《泰囧》，还是王宝强，依然做着普
通人的梦，却没有了当年的隐喻性，而是安排了一个具
体的和自己偶像真实的“相遇”，显得具体而世俗。这
个安排反映出这样的变化：“中国梦”在今天已经比 8
年前更加具体可感，更加具有现实性的一面。我以为
这是《泰囧》里的别出心裁之处，也是在温情、滑稽和感
动之后的惊艳，是这部电影的不可替代之处，也代言了
今天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电影观众的梦想所在。

《泰囧》 值得我们记住，它构成了这个新年时刻
的中国的某种独特底色。

梦想与底色
□ 张颐武

成功的喜剧不应只搞笑
□ 张 忱

成功的喜剧不应只搞笑
□ 张 忱

2012 年，全国电影总票房定格在 170.73 亿元，最令人不能忽视的影片当属年末上映的《人再囧途之泰囧》（以下简称《泰囧》）。以 3600
多万的观影人次超过《变形金刚 3》和《阿凡达》，以近 12 亿元的票房收入创造了国产影片的新纪录，《泰囧》引发了前所未有的观影热潮。
一部投资 3000 万元的中小成本电影，何以在众多大片包围中一骑绝尘？是“黑马”运气太好？是喜剧讨巧？还是没有品位的“三俗”？市
场的超常热捧并非盲目，也绝非意气用事。《泰囧》不仅造就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更开启了一个话题、一个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