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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国产剧暑期档，《长风渡》《玉骨遥》《长
相思》《安乐传》《莲花楼》《灼灼风流》《七时吉祥》

《雪鹰领主》等古装剧占据了热度榜半壁江山。在
台网融合、IP开发、内容为王、元素叠加、深度营销
的背景加持下，古装剧维持高热度态势，推动剧集
出圈、出海，引发观众热议与收视高潮。纵观2023
年暑期档国产古装剧，在坚持古装为创作底色的基
础上，充分融入仙侠、奇幻、志怪、悬疑、探案、喜剧、
权谋、爱情等诸多元素，实现了“和而不同”的特色
突围，展现古装剧赛道下垂直品类的创新实践。其
中，古装悬疑探案剧《莲花楼》，凭借优良的故事内
容和精良的制作手段在竞争激烈的剧集中脱颖而
出，豆瓣评分8.1，主题播放量累计100亿，被云和评
为S+级电视剧，成为集口碑与热度并存的精品武侠
剧之一。

武侠剧《莲花楼》改编自藤萍的小说《吉祥纹莲
花楼》，由郭虎、任海涛联袂执导，成毅、曾舜晞、肖
顺尧、陈都灵领衔主演。该剧讲述了名震武林的四
顾门门主李相夷在十年前的东海大战后陷入身死
疑云，化身江湖神医李莲花潇洒度日，后又重新卷
入江湖纷争，展现了一段荡气回肠又波诡云谲的侠
义故事。

融合“武侠+探案”，实现“类型+”创作探

索

古装探案剧作为古装剧的重要分支，曾取得过
相当耀眼的成绩，承载着一代人的共同记忆。从上
世纪90年代的《包青天》系列，到千禧年的港剧《洗
冤录》系列，再到21世纪初《神探狄仁杰》《少年包青
天》《大宋提刑官》《四大名捕》《怪侠一枝梅》系列，
古装探案剧在取得良好口碑的同时，也成为喜闻乐
见的电视剧类型之一。2010年后，古装探案剧进入
创作瓶颈，整体表现不佳，逐渐淡出电视荧屏。近
几年，随着《大宋少年志》《侠探简不知》《长安十二
时辰》《锦衣之下》《御赐小仵作》《显微镜下的大明》

《君子盟》《唐朝诡事录》等古装探案剧取得不俗的
成绩和热度，让这一题材重新回归观众视线。今年
暑期，《莲花楼》的口碑爆棚，让观众再次看到了古
装探案剧的创作潜力和类型创新。

纵观近些年的古装悬疑探案剧，志怪、爱情、女
性和少年家国是较为突出的四个子类型。在这些
子类型中，又集合了喜剧、青春、古风、武侠、公路等
元素，契合了当前时兴的“类型+”趋势，实现了古装
探案剧垂类、分众的变体，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和观

赏性。《莲花楼》的火爆，就是在融合“武侠+探案”之
后，叠加喜剧、悬疑、权谋等元素，以“单元式奇案+
非常规主角设定+江湖庙堂明暗诡谲”的设定实现
口碑逆袭，收获了较高热度和讨论度。

对于主打武侠和悬疑特色的《莲花楼》来讲，以
四顾门、金鸳盟引起的正邪大战为故事背景，在“寻
找单孤刀遗骸”与“南胤复国阴谋”两件线索交织中
串联出金身飞升案、女宅案、一品坟案、采莲庄案等
10个波诡云谲的江湖奇案。在抽丝剥茧的离奇诡
案中流露着侠义江湖的气息，在张弛有度的剧情节
奏中，推动观众沉浸式体验故事剧情。当然，从《莲
花楼》的主题呈现以及类型探索来看，剧情前半段
悬疑色彩浓重，李莲花、方多病与笛飞声组成的“探
案莲盟”在嬉笑怒骂中结下深厚情谊，共同推进剧
情发展；剧情后半段江湖豪情、侠义精神更为显著，
在厘清故事主线的基础上展开了一段荡气回肠的
侠义情。虽然该剧力求武侠和悬疑元素并重，但是
整部作品呈现的勾心斗角和扑朔迷离的案件明显
过多，武侠剧中的少年英气和侠义正气书写较少。
这也说明“类型+”剧集创作虽为趋势，但也更需妥
善处理元素之间的叠加与类型杂糅。

侠义与苍生，丰富的精神内核与文化意

境

正如网友评价的，《莲花楼》“用一段别样的江
湖故事，讲述了一种淡泊却不单薄的侠义情怀、家
国理想。”最可贵的是，《莲花楼》在武侠剧的基础
上，通过千人千面的人物塑造，从“情与爱”的角度
展现人性的善恶，表达每个案件真相背后极强的现
实意义。从名震江湖的四顾门门主李相夷，到悠然

自得的江湖游医李莲花，身份转变的背后依然是坚
守底线、坚持自己、胸怀正义、心系苍生的一代豪
侠。

对于《莲花楼》来说，以男性视角展开对江湖、
人性、家国的审视显得弥足珍贵，尤其是对女性的
尊重以及女性情感世界的关注，让人格外动容。在

《女宅》单元中，被玉楼春拐入深宅的女性们如囚鸟
入笼，失去了选择和自由的权利。这些女性既是凶
手，又是受害者。她们在女宅中彼此团结、相互守
望，以柔弱之躯抵挡恶意，在绝境中努力自救。在

《女宅》案的结尾，观众一边感怀她们的遭遇，一边
又为她们良善的结局倍感欣慰。《皇宫极乐塔》单元
中，面对单孤刀等人的谋逆之举，李莲花、方多病在
层层困难中抽丝剥茧，揭开了能动荡天下的皇室血
缘秘辛。为了更好地稳定江湖与庙堂，李莲花将唯
一可续命的忘川花用来给大熙皇帝解毒，用一己之
身瞒下秘密，救赎了所有人。《莲湖楼》所呈现的侠
义，更多的是以“为国为民，心系天下”为精神内核
的责任担当与家国意识。

此外，《莲花楼》通过大量的传统文化符号呈现
出对意境美学的追求。这种“境生于象外”的虚实
统一在《莲花楼》中有独特的表现，李莲花因怀念师
父，在竹林中舞剑，随剑气飘飞的竹叶呈现出自带
禅意的美，契合了李莲花潇洒不羁、洞彻世事的心
境，也再现了诗词中“一剑飘然，幅巾布裘”的文学
景观。剧集的最后，李莲花断剑飞落悬崖、纵身跃
江，此时江面烟雨茫茫，云随浪涌，加上《一壶莲花
醉》背景音乐的渲染，将李莲花旷达解脱的心境与
周围环境融为一体，正如苏轼《临江仙》中“小舟从
此逝，江海寄余生”的真实写照。此时镜头一转，李
莲花落笔成文，将时过境迁的豁达、守护苍生的希望
与本心无染的情感变化和美学意境呈现出来，在芸
芸众生中体悟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的人生境界。

虽然2023年国产剧暑期档已入尾声，但《莲花
楼》带来的古装探案热潮依然持续，仅待播的古装
探案剧就已超过《大唐狄公案》《天启异闻录》《繁城
之下》《唐朝诡事录之西行》等10部。在“古装+探
案”的基础上，这些剧集充分融合奇幻、悬疑、喜剧、
惊悚、冒险等元素，进行特色化的类型创作，用波诡
云谲的悬案故事吸引观众的目光。但是，仅一味追
求元素叠加与类型创新，很容易让古装探案剧进入
创作的歧路，而应该在立足本土文化的基础上，深
挖剧情、强化人物、厘清逻辑关系，探索更多元的类
型创作与价值命题。 来源：光明网

《莲花楼》：古装武侠剧的类型探索、精神内核与文化想象

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基里安·墨菲、艾米莉·布朗特等主演的
电影《奥本海默》已于8月30日在内地公映，作为今年暑期档的重要作
品，市场给予了很高期待，诺兰本人更是第三次来到中国为该片做宣
传。

《奥本海默》改编自凯·伯德和马丁·舍温所著的《美国普罗米修
斯：奥本海默的胜与悲》，该书曾获2005年普利策传记文学奖。这是诺
兰第一次拍摄人物传记片，也是他首次采用第一人称视角进行剧本创
作。此外，他还使用了彩色画面和黑白画面交叉剪辑的方式，片中奥
本海默自己叙述的部分都是彩色画面，而出现小罗伯特·唐尼饰演的
美国前原子能委员会主席路易斯·斯特劳斯的画面，却是黑白的，这种
处理方式也带着诺兰强烈的个人风格。

一部好的人物传记电影，一般都包含三个要素：一是人物的性格
魅力；二是人物在跟外部世界的冲突中展现出来的韧性和英雄主义；
三是人物命运的复杂性。这三点，《奥本海默》不但都做到了，而且更
有了创造性发挥。

虽然片长三个小时，但这次，诺兰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在“时空”上
做文章，而是采用了常规的“顺叙”方式，将奥本海默的重点生平讲述
了出来。影片可分为三个部分，分别对应着上面提到的人物传记片的
三个要素。

影片前三分之一讲述的是奥本海默在介入原子弹发明前的故事，
主要回顾他的求学之路和早期的性格特点。第二部分讲的是原子弹
的研发过程。但影片最惊艳的部分却是最后三分之一，这也是诺兰将
该片称为“政治惊悚片”的主要原因。

路易斯·斯特劳斯因为跟奥本海默的个人恩怨，策划了专门针对
他的个人听证会，主要罪证就是他和身边人跟“美共”的关系，以及是
否将原子弹的秘密透露给了苏联。在这个部分，奥本海默的内心世界

才陆陆续续展现出来。正如影片一开始在大银幕上打出的，“普罗米
修斯从太阳神阿波罗那里盗取了火种送给人类，给人类带来光明，但
他自己却被绑在高加索山上，每日接受惩罚。”显然，诺兰将奥本海默
比喻成了普罗米修斯，而造成他受惩罚的人，正是像路易斯·斯特劳斯
这样的政治人物。科学和政治之间的较量，是影片贯穿始终的一条副
线。

《奥本海默》依然是一部带着诺兰强烈个人风格的电影，除了演员
阵容强大且整体表演水平在线外，影片在配乐、实景拍摄等环节也都
可圈可点。但要说最大的创新，则是这一次诺兰摒弃了以往那些复杂
的时空叙述技巧，转而将所有的复杂性都放在了人物身上，塑造出了
谜一般的奥本海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是一种“梦魇般的感觉”。
看完电影后，观众似乎读懂了奥本海默，但仔细一琢磨，又完全不理解
这个人，想必这才是诺兰电影的最大魅力所在。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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