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一档《大风杀》是给予我最大惊喜的一

部，警匪对抗类型被它又玩出了新意思。警

匪是21世纪以来，国内开发程度较深的一个

类型，佳作也出了不少，在这一类型基本处于

一个相对稳定的平台期之际，求新突破可能

比完备圆融更重要，《大风杀》当然不尽完美，

但它的新意与新锐值得注目。

警匪-战争

《大风杀》的新，首先体现于它改换了警

匪的类型程式。21世纪以来，中国内地的警

匪片基本分两个路数，一路是非常商业类型

化的警匪片，受韩国警匪片的类型程式影响

颇深，另一路则是社会写实警匪片，是用警匪

的类型架构，讲述中国现代社会的变迁，个人

际遇在历史大潮中沉浮，警匪为皮，社会写实

为骨，这一类最具中国特色，也最易出佳作。

《大风杀》跟我们熟悉的这两类都不一

样，它又虚又实。设定有点像宁浩的《无人

区》，九十年代初的一个边陲小镇，一群挖宝

的悍匪包围了小镇，切断与外界的所有通讯、

交通，在这样一座人造的孤岛上，3名民警1把

枪，与44名荷枪实弹的悍匪的致命周旋。

设定很“飞”，艺术假定性非常高，整个是

架空了现实去做的故事，基于这种高假定性，

《大风杀》实际上将警匪片的类型程式置换

成小规模战争片。一般内地警匪片中，警察

都带有鲜明显见的体制力量，他不仅是个

人，更是国家公权的体现，他代表了秩序，去

追捕清除无序之徒。但在《大风杀》中，在完

全孤立的一个小镇里，敌众我寡，法纪不彰，

警察所代表的那种体制的力量，彻底被瓦解

了，失效了，匪徒也无需再躲避藏匿，只有最

原始的丛林法则，强者生存，这里发生的根本

就不是一场警匪对抗，而是一场战争，明枪明

炮的战斗。

影片非常着意地强调了这一点，白客扮

演的男主人公设定为刚打完仗的英雄，他所

在的排其他战士都牺牲了，只剩他一个人死

守阵地。对应影片发生的年代，可知这是一

位参加过对越反击战的老兵，这解释了他之

后展现出的高超战斗技能，也让这部警匪片

得以更自然地演变成一部战争片。

片中的群匪虽然没有交代背景，但人物

造像显然脱胎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些犯下

连环大案重案的全国通缉犯，作风剽悍至极，

杀人如游戏，最后甚至去攻打派出所，这是一

个内地警匪片从未有过的情节。由此，《大风

杀》已经全然跳脱出了警匪片的类型框架，而

进入到战争片的类型程式中。派出所在片中

已经失去了警匪片中体制力量的象征意义，

而变成战争片中敌方欲攻克的我方阵地。男

主也直言，派出所就是他的阵地，付出什么代

价，阵地不能丢。

整部影片阵地战、遭遇战、狙击战、伏击、

偷袭，各样战斗模式俱全，枪战中子弹划过夜

空的场景是战争片质感而非警匪片质感的，

在片尾字幕里我还看到了“军事顾问”，可见

影片是非常认真地在把它拍成一部战争化的

警匪片。就连片中死亡的呈现，也是战争片

的死亡，而非警匪片的死亡。怎么来解释个

中差别呢？警匪片里死亡终究是一种低概率

事件，而战争片中，死亡则是高概率事件。以

常见的人物中弹弥留之际的台词为例，“我是

要死了吗？”我以为会听到“不会的，你不会死

的……”，但《大风杀》里的台词是：“是的，你

要死了。别怕，每个人都会死的。”相当反矫

情而硬核的台词。然而，它不仅没有降低死

亡的残酷，反而更凸显了死亡之于人类的绝

对压迫性力量。

《大风杀》的真正结构主线其实是随着故

事的发展，双方战斗力量逐渐减员，最后杀到

敌我双方一对一的对决，罪犯就擒，战争片又

神奇地变回警匪片，收尾。

写意&写实

《大风杀》的另一新是虚实结合做得别具

一格，警匪开战的设定很架空，但是战斗呈现

又很实。警察阵营做得很实，尤其是白客扮

演的主角，退伍转业老兵的质感尤其真实，不

管是脸上粗砺的肤感，还是亲历过战争后那

种接近木讷迟钝的坚忍刚强，跟纪录片里的

战斗英雄非常贴近。

反之，匪徒阵营则做得很写意很“飞”，匪

群中各头目无论是人物造型还是对白，都是

古龙式的，我个人是觉得装得有点过了，看的

时候有点跳戏。影片视觉上已经非常风格化

了，这种风格之下，匪徒少说话反而更酷，戏

太满，反而有种要溢出来的感觉，过犹不及。

反面人物匪首由辛柏青扮演，显然不是

一个常规选角，应该寄予了导演对这个人物

的别致设计。辛柏青身上自带的理想主义与

知识分子的迷狂，赋予了匪首的癫狂更值得

解读的层次。

匪首表现出的心狠手辣、狡诈多端，这些

都是常规设定，无需多说，值得一提的是他的

几次失意时刻。一次是下属跟他说：“您知不

知道您关在里面是三年，在外面是三十年。

一切都不一样了。”这句台词应该是匪首这个

人物最关键的注脚，也是中国很多社会写实

警匪片共有的主题——“山中方一日，世上已

千年”的时代巨变，和被时代的褶皱挤压变形

的人生。只是社会写实警匪片是实写这个主

题，而《大风杀》是用一个写意化的角色来虚

写这一主题。

还有一次是麾下的小兵对匪首说：“我们

都是临时工。我们就是干一票拿一票的钱。

这一单的工资您先给结一下吧！”那是全场最

大的一个笑点，匪首之前所营造的强大形象

也在观众的笑声中被彻底解构，碎了一地。

他面对讨薪临时工时的一脸茫然，昭告世人

不管他表现得有多强，他实质上只是一个被

时代抛弃的失败者。

是的，时不我与，也是内地警匪片常见的

主题，但一般应用于警察主人公，《大风杀》里

却用在了反面匪首身上，他表现得越强大，这

种反讽与消解就越强烈。

很多时候，警匪片里的警与匪会做成一

种镜像关系，他们虽处于善恶的两端，实质却

像魔镜的正反面，有颇多相似之处，只是做了

不同的道德选择。《大风杀》里正邪双方白客

与辛柏青扮演的角色也具有这种高相似性，

偏执、不妥协、钻牛角尖，一种已不合时宜的

理想主义。

但《大风杀》还有一个跟其他警匪镜像不

同的处理，警匪的境遇也是高度相似的，随着

正邪双方在对战中逐步减员，男主与反派

BOSS最终都从所在的集体中被剥离出来，成

为孤独的一个人，这种孤独一人的境遇对二

人都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创伤。不可一世的大

反派在失去形影不离的贴身保镖之后，精神

瞬间崩溃，颓然委地，束手就擒。白客扮演的

主人公同样带着孤独造成的不可磨灭的精神

创伤，首尾呼应男主人公两次挥别脑海中那

些牺牲的战友。

影片最后一句台词——“你一个人，行

吗？我一个人，应该……行吧！”一个迟疑的

无力的回答。他回答的是谁？我想是那个时

代吧，站在中国从崇尚集体转向个人主义的

时代的节点上，回身向那个大家互称同志的

单纯而热血的年代饱含深情的惜别。

挥别了脑海中的昔日战友，男主去往深

圳。又一个时代的标志符。《大风杀》和很多

社会写实警匪片一样其实是献给那个年代

的，但它是虚写，它仿佛架空了，其实脚手架

还是深深扎在那片已经逝去的时空。对那个

时代越熟悉的观众，在片中会找到越多那个

时代远远投下的照影。

《大风杀》的导演张琪表现很优秀，导演

的手法、氛围都把握到位，自己操刀的剪辑老

本行也很凌厉，幕后的技术人才——艺术指

导、摄影、美术包括音乐都不错，片尾那场长

长的正邪对决，好像只用了一把吉他，让我想

起了《德州巴黎》那段暗夜孤弦，很有味道，血

战到底的残酷被转化为困兽犹斗的虚无。一

部很年轻很锐的影片，哪怕有缺点，也让我眼

前一亮、记忆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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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来，影院年轻观众流失问题日

益凸显。与此同时，短视频领域却呈现出

截然不同的发展态势。根据《中国网络视

听发展研究报告（2024）》，2023年短视频人

均单日使用时长为 151 分钟，而至 2024

年，这一数据又增长至156分钟，同比增长

3.1%。面对如此现象，许多产业分析将影

院观影群体规模缩小、观影人次下滑，简

单归因于流媒体与短视频的冲击。在当

下多元化娱乐消费环境中，这种观点虽然

反映出网络媒介时代多平台的竞争现实，

但究其本质，容易将问题简化为“在视频

平台高度发达的今天，为何还要走进影院

观影”，陷入一种蕴含二元对立的思维逻

辑。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片面的聚焦，忽

视了电影消费的个性化趋势，暴露其以偏

概全的局限性。

事实上，在当下数据、算法对视觉文化

进行重新定义的时代，无论是科学研究、知

识生产，还是文化与商业消费活动，都已被

纳入到基于视觉的、数据与算法的生成技

术框架之中。由此也导致“算法决定论”已

潜移默化地渗透至社会运作的各个领域，

而数据、算法所具有的双刃效应却往往被

忽视。基于数据、算法的推荐系统，通过对

用户观看的数字痕迹（如观看历史、停留时

间、评分反馈，甚至是眼球移动数据等）的

收集与捕捉，构建出一幅幅复杂的，基于审

美与消费偏好的用户“肖像”。但是，这种

立足于注意力经济时代的肖像描绘，却是

以用户缺席在场的形式得以体现的。换言

之，数据、算法虽然在数字痕迹层面，借助

归纳法能够得出一些规律性的经验，但是，

这种依赖“未来必然符合过去”的假设，对

于不断变化的、更具多元化的消费环境而

言，并不能真正触及消费决策行为的动机

（如情感、文化与价值认同等）层面，进行深

入分析。因此，虽然数据、算法提供了一定

的“精准度”，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替代

了人作为真实主体的审美与价值取向，甚

至消解了消费行为的多元可能性。正是基

于此，我们不得不追问：这种“肖像”究竟是

需求的反映，还是权力与资本共谋，甚或是

借助数据、算法的新型规训？

而就电影消费本身而言，伴随着当代

科技革命、技术革新，以及文化多元化与消

费心态、消费习惯的变化，观众对内容生产

与消费场域的需求日益细分，个性化观影

体验已逐渐成为主流。但是，在数据、算

法主导话语的消费环境中，电影消费的个

性化，也逐渐呈现出愈加悖论化的一种发

展趋势。一方面，电影的内容生产，在类

型与风格等层面的公式化倾向，不断消解

着观众的观影期待与审美想象力；另一方

面，标准化的观影体验，从档期排片的商

业逻辑到 IMAX 影院的声光效果，正在将

电影消费纳入精密的时间经济学体系。

这两方面的同质化倾向，看似与个性化趋

势相矛盾，实际上却构成了数据、算法时

代电影消费的一体两面，也即是算法既在

消解差异，同时又在制造差异。

正是基于此，从差异性的角度而言，个

性化消费所代表的实际上是消费主体的一

种自我认同，在当代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中，

这种认同更趋向于价值取向与美学品质的

认同，毕竟，一个人的价值取向与美学品

质，往往直接体现为他/她所欣赏的对象。

据调查显示，截至 2024 年 12 月，微短剧用

户中初中及以下学历的用户占37.9%（艺恩

数据发布：《2025 短剧用户内容消费洞

察》）。如果说短视频与微短剧的主要受众

群体，是社会中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阶

层群体，那电影的观众群体则应定位于受

教育程度中等以上的社会阶层。当然，这

种定位并不排斥低层次教育背景的观众需

求。尤其是对于一些蕴含一定社会话题性

的电影作品而言，中等教育背景以上观众

的观影体验，对于低层次教育背景观众的

导赏性与引领性，并能够产生一定的辐射

与拓展效应。或许有人认为，这种导赏性

与引领性并非是个性化消费，但是，真正的

个性化消费，实际上是建立在一定审美品

质基础上的，一种不被规定的消费自由与

品味偏好，而非一种标新立异的自我彰

显。也正因为如此，对于年轻观众群体而

言，所谓个性化消费，或许并不在于消费什

么，而在于那种能否保持一种不被消费所

定义的自由。这也即意味着，年轻观众群

体希望主导自身欲望的解释权，而不是被

消费所定义。并且，对于电影而言，真正促

使观众进入影院的，并非是银幕上的“动

作”，而是观众内心的“动作”。只有当银幕

的动作与观众内心动作相契合之时，所谓

个性化消费才会产生真正的意义。

那么，什么是观众的内心动作？从社

会学的角度而言，作为一种观影活动中未

能言说的心理倾向，观众的内心动作既蕴

含微观层面的不可通约性的，极具个人化

的认知与情感，更在宏观层面蕴含在社会

互动基础上的一种可通约性的社会心态。

也即是社会学家涂尔干所谓“集体意识”在

现代社会的变体，表现为对利益、道德、价

值的普遍态度。它既蕴含共享的价值取向

与情感规则，同时又持续不断地反作用于

个体，塑造观众观影体验时的意义生产。

正是基于此，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观众内

心动作的辩证关系，既在不可通约的差异

性层面，不断抵抗数据、算法的规训，又在

可通约的共识性层面，容易被主流话语，或

者是共享的价值取向与情感规则所收编。

从个性化消费的内容生产而言，若仅

仅依赖于数据、算法，实际上难以触及观众

的深层需求，无法建立起电影与观众之间

有效的沟通渠道。因此，如何在基于共享

的“可通约”与个性化的“不可通约”之间，

确立起内容生产的观众与社会定位，既要

避免过度依赖数据、算法的“个性化陷阱”，

同时也要拒绝用数据化的“集体情绪”替代

真实社会心态，防止制造基于误同的虚假

共识。这恰恰是创作者需要面对和思考的

问题。毕竟，任何艺术作品始终需要面对

和解决的是与时代、与观众之间的关系问

题。正是基于此，在尊重不可被数据化的

观众深层精神需求的基础上，通过保留“意

外”的审美空间，重构观众与内容的“偶遇

美学”，也即是在非预设的、不被规定情境

下的一种与电影的“邂逅”。本质上，“偶

遇”是对抗标准化工业体系与同质化内容

生产的一种蕴含诗意化的观影体验行为，

这种行为既是对艺术接受过程中“不确定

性”价值的守护，更是一种唤起内心动作的

个性化需求。

需要指出的是，“偶遇美学”不仅仅发

生在银幕与观众之间，更可延展至观影空

间之中，也即是通过与差异化空间的互动，

让观众获得意外审美体验的实现。近十多

年来，中国院线的基础建设投入了巨大财

力，九万多块银幕数量已跃升至全球第

一。但是，规模化扩张与标准化建设也导

致了观影空间陷入同质化的窠臼。无论是

空间风格，还是功能区分几乎都千篇一律，

地域文化符号在影院空间中彻底缺席。尽

管当前影视与文旅融合已成趋势，但影院

作为关键场景反被排除在融合范畴之外。

无论到任何城市或地区，影院空间的同质

化，并不具有任何地域性特征，难以感受到

当地“文化邂逅”对观影体验所应具有的增

值效应，因而，基于观影空间的所谓“偶遇”

与“邂逅”也就难以发生。

事实上，当下电影的个性化消费并非

只是单一的观影消费，而是一种基于独特

的文化空间、非线性时间与多元化视听内

容等等，所构建起的一种综合性消费模式，

更或者表现为一种主题性消费。综合性消

费需要在多维度层面，能够为观众营造在

观影与观影之外，获得更多体验的空间场

域。而主题性消费，则是要集中于某一主

题，创造一种蕴含社会共享或“集体意识”

的文化消费主题。以中国科技馆为例，以

科学普及为核心的科技馆，一以贯之的主

题当然是“科技”，因此，科技馆中放映的影

片几乎都是“科学电影”。虽然科技馆的球

幕、巨幕、4D银幕等票房收益，并未纳入到

国家电影局的年度票房统计之中，但是，确

定的主题类型、时长不等的影片，以及青少

年观众群体的受众定位、30元一张的票价，

使得2024年度的观影人次已超过百万，甚

至到节假日，科技馆的网上预定仍然非常

紧俏。虽然前来科技馆的青少年用户并非

是以电影消费为主要活动，但只要进入科

技馆的访客，几乎都会进入到影院之中，观

赏科学电影。也即是说，科技主题与科学

电影在这样一种蕴含“科技”主题的空间场

域中，相辅相成，构成了未来科技体验的重

要组成部分。

较之当下电影市场观影人次的下滑，

中国科技馆影院带来我们的启示在于：从

以往单纯的内容需求，转向“观影+”的综合

体验。首先，基于消费模式的转型，当下电

影市场的个性化消费，已不再是一种观影

体验的单一消费活动，而是一种综合性的，

甚或是蕴含不同主题性的一种消费体验活

动。固然，对于电影市场而言，优秀的内容

生产仍然是第一要素，但是，综合性的体验

和消费，甚或是主题性的场馆消费活动，恰

恰是聚合观众与消费群体的重要趋势。并

且，如果电影的内容生产与空间主题相契

合，更是能够培养潜在用户，构成有效消费

的驱动力。比如可以设想针对青少年的中

国式 POP Mart 空间主题，结合动画、科幻

与玄幻等不同类型的电影放映等等，能否

在个性化体验层面，有效驱动青少年观众

的观影消费需求。

其次，基于“技术化观看”的体验模

式。中国科技馆中的球幕、巨幕等，提供了

一种传统影院中难以体验的视听体验，大

多观众的观影动机，实际上也蕴含着这样

一种基于技术化观看的超视觉体验。并

且，科技馆中科学电影的内容涵盖太空或

深海探险、科学考察、科学解密、科学幻想，

以及科学普及等相关主题，表现形式更多

是以实拍、数字技术、动画等相结合的方

式，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既蕴含传奇性、

娱乐性，更蕴含科学观念的教寓性。不仅

适合青少年观众，在科学观念与对未来科

技生活想象层面，同样也适合更多年龄代

际的观众。

再者，从时间成本理论的角度而言，相

对于传统商业影院 90-120 分钟的标准化

片长（这一惯例源于上世纪20年代基于制

片 厂 放 映 成 本 核 算 确 立 的 标 准 ，涉 及

35MM胶片的单卷胶片时长与讲述完整故

事的三幕剧结构等相关问题），科学电影通

常控制在20-40分钟。这一时长更契合当

代观众的时间价值意识，既能满足即时消

费需求，又适应碎片化时间管理的趋势。

而在当下数字技术时代，如何在单体影院

与综合性消费体验场馆中，建立起以传统

标准时长为主体，同时兼容各种短时长的

电影生产与放映机制，或许是应对当下短

视频、微短剧冲击，以及碎片化时间管理需

求的一种可行性的策略。

事实上，就电影消费本身而言，如果每

一部电影都能找到它的观众与观众群体，

而每个观众、每个观众群体都能找到属于

他们自己的电影和故事世界，这当然是一

种较为理想的传播与接受状态。但是，无

论是对于产业发展，还是规模效应阈值而

言，这种状态显然是过于小众化了，难以构

成产业的整体发展形态。比如根据中国

电影家协会《2023电影产业白皮书》，国产

影片需达到2.8亿元票房（覆盖约800万观

影人次）才能触发规模经济临界点。并

且，基于当下多元化的消费体验模式，这

种状态的发生，并非单一地聚焦于内容生

产层面，据相关数据显示，当代观众选择

动机中，纯粹内容消费仅占37%，其余63%

来自社交打卡、IP 衍生消费等“影院+”要

素（艺恩咨询数据）。这也即意味着，电影

的经济与商业价值，已然从之前单一内容

消费转向空间体验溢价。也即是影院所

提供的超越影片内容本身的物理/社交体

验的价值。正是基于此，当代电影的个性

化消费，实际上是基于“观影+”的一种综合

体验。消费模式也逐渐从“产品消费”向

“场景消费”发生转向。因此，如何在理想

传播与产业规模约束，以及在观众消费动

机转型与产业适应策略之间，寻找到属于

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一种有效路径，或许

正是我们当下在电影强国建设中，需要面

对和思考的重要问题。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副所

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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