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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话剧电影”的发展动因及不足
——以“开心麻花”系列电影为例

文/张君秋

摘要：在IP盛行的年代，电影界纷纷对文学作品、话剧、歌曲、网络游戏、综艺节目甚至是一个网络热词

的版权进行开发，进而改编成电影形式。在诸多类型的改编中，话剧改编一直备受关注。尤其是“开心麻花”

推出的《夏洛特烦恼》《驴得水》《羞羞的铁拳》等几部由同名话剧改编的电影引发了人们的热议，话剧改编

电影已成一种趋势。本文试图通过对这几部电影的分析，总结出话剧影视化发展过程中的动因以及形式转换中

应当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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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话剧影视化发展的动因

话剧影视化不是一个新鲜的名词，早在《夏洛特

烦恼》之前，已经出现过许多话剧改编的电影，比如

《华丽上班族》等。但这些电影中，少有口碑佳作，

“开心麻花”系列电影为什么可以收获不错的口碑，

在影视化的发展道路上较为顺利，笔者认为有如下动

因。

（一）“开心麻花”品牌效应

《夏洛特烦恼》是“开心麻花”涉猎影视首秀，

取得口碑与票房的双丰收。作为“开心麻花”创作、

制作、出品的首部电影，以14.5 亿票房成为同时期票

房黑马。在《夏洛特烦恼》尚未淡化出人们的视野之

外时，“开心麻花”努力致力于喜剧品牌的精耕细作

与品牌化运营，及时地推出了话剧改编的电影《驴得

水》，虽票房不佳，但拥有了较高的口碑，这无疑提

高了“开心麻花”品牌的知名度与美誉度，使得观众

潜意识地将“开心麻花”出品的电影与优质电影等

同。《羞羞的铁拳》是“开心麻花”继《夏洛特烦

恼》《驴得水》之后由舞台剧改编的第三部电影。同

时，“开心麻花”的骨干成员沈腾、马丽、艾伦、王

宁等人参演网剧《废柴兄弟》、综艺节目《欢乐喜剧

人》以及其自制综艺《麻花特开心》不断强化其喜剧

人身份，加深了观众对“开心麻花”喜剧品牌的认

知。

当下国产电影缺少如“开心麻花”这样体系化的

喜剧品牌运作，缺少品牌化、系列化的喜剧电影必然

使得喜剧电影难以为继。重建观众对国产喜剧电影的

信任感和期待感是值得人们进一步研究的重要课题。

“开心麻花”在品牌运营过程中，给观众留下了亲

民、敬业、有质量有趣又有社会责任感的良好印象，

获得观众的强烈期待与一致好评。因此，好品牌是获

得观众信任和认可的一种呈现方式[1]。

（二）粉丝支持与口碑营销

在打造喜剧品牌的13年中，粉丝的积累也是“开

心麻花”收获的重要财富之一。“开心麻花”从一

开始就对营销宣传与口碑传播有着更高敏感度。据介

绍，“开心麻花”建立了自己的数据库，还运营品牌

自媒体矩阵，在各地建立分公司后也启动了粉丝群，

由专人进行日常运营及维护。这种方式不仅可以更快

速地将信息直接送达有兴趣观看喜剧的目标客户，同

时可以更有效地激活粉丝变成“自来水”，以口碑营

销助力项目宣传。所以说，“开心麻花”系列电影取

得不错的票房佳绩，和其超级粉丝群体的“拥护”是

分不开的。

“开心麻花”的几部电影都是小成本电影，小成

本电影由于资金的限制，宣发渠道有限，在有限的资

金运作范围内为影片获得更多的关注，口碑传播就显

得尤为重要。“90后”“00后”作为电影消费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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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自主获得电影信息的渠道越来越

多。传统的电影宣传规模已不能代表电影质量，观众

自主选择影片的意愿和需求日益增长，观众对影片的

期待更多来源于自己主动获取的相关信息。口碑传播

虽然是一种自发性行为，但是如果电影宣传方主动采

取口碑营销，可以对电影宣传产生更好的效果。“开

心麻花”团队就是采取这样的方式对三部电影进行宣

传，通过粉丝的口碑效应，充分发挥人际传播的作

用，正如网上所说的“自来水”式传播。

（三）喜剧类型的选择

“开心麻花”喜剧性的品牌定位吸引了消费者的

关注。“开心麻花”推出的三部电影最大的共同点就

是喜剧类型的选择。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

活压力越来越大，观众对电影的娱乐性需求也随之增

加。“90后”“00后”观影习惯的养成，带动了新观

众群体年轻态的审美趣味，他们更倾向于接受与自己

有亲近感的国产电影，社交性、娱乐化的观影需求代

替了艺术审美的需求，接地气的喜剧片成为其首选。

“开心麻花”出品的这三部主打喜剧风格的电影，满

足了观众娱乐化的观影需求。

（四）原创编导、演出班底的延续

“开心麻花”系列电影不以明星做噱头，想以实

力为自己发声。从观众接受的角度而言，这样接地气

的做法可以拉近电影与观众之间的距离，观众感到亲

切，对电影的接受度也会更高。“开心麻花”这种原

创编导和演出班底的延续，不仅可以使电影在内容展

现上汲取话剧版的精华，而且对于故事的理解会比旁

观人有着更为清晰的定位[2]。

“开心麻花”这三部电影虽然沿用了话剧版本的

原班人马，不能带来“票房保

证”的人气，但这些话剧演员

丰富的舞台表演经验以及扎实

的演技依然可以打动观众。

在这三部电影中，《夏洛特烦

恼》里的夏洛、《驴得水》里

的张一曼以及《羞羞的铁拳》

中的马小和艾迪生都给人们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使得演

员完成了话剧演员向电影演员

角色转化的过程。

（五）草根叙事模式的

运用

《羞羞的铁拳》沿用了

《夏洛特烦恼》的草根叙事模

式，这也是近几年国产中小成

本电影探索出来的较有市场保障的叙事模式。通过特

定的情境设置，如《夏洛特烦恼》中的“南柯一梦”

以及《羞羞的铁拳》中的“身体互换”，草根们实现

了自我认知与社会认同，个体的英雄梦想得以实现。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周星驰无厘头喜剧游戏式的解构，

到“开心麻花”的《夏洛特烦恼》《羞羞的铁拳》，

关注小人物始终是中国喜剧电影的立足点。草根人群

的梦想、无奈以及现实的挣扎中“想象性”获得面对

人生的方法，往往是中国喜剧电影基本套路，这套叙

事模式也符合当下主流观影群体的独特审美心理。

（六）话剧舞台经验的不断累积

目前，“90后”“00 后”观众追求紧张的节奏、

线性的叙事、有游戏感的视听以及快餐式的网络热

点。“开心麻花”系列电影对笑点的设计和布置有着

精准的把握，密集式的笑料，狂欢化的语言风格，肆

意的戏谑、拼贴与年轻一代的观影需求相契合，这与

三部同名舞台剧作品在舞台上的不断打磨有着密切的

联系。也正是基于“开心麻花”系列同名话剧有着超

高的人气，积累了不俗的口碑，为三部同名电影的推

出创造了良好契机。

话剧是电影最好的试验田，通过一场一场的演

出，将剧本磨得越来越符合观众需求，同时打出了口

碑，提供了稳定的现金流，也就为拍摄大电影打下了

基础。正是有了舞台剧演出的“底气”，“开心麻

花”才可以在电影项目推出节奏上不给自己设定任何

目标和压力，借力电影打响“开心麻花”品牌[3]。

二、话剧影视化发展中的不足

喜剧电影有着天然的小成本优势，往往能以小博

大，出现票房黑马，但是在它商业胜利的背后，也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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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出喜剧电影的诸多问题。总体来说，“开心麻花”

系列电影的创编与拍摄都不错，演员的演出也很到

位，但是话剧创作毕竟和电影有所区别，话剧影视化

发展中尚存在一些不足，具体如下。

（一）戏剧化印记过重

这个问题在电影《驴得水》中有很多体现。首

先，影片中的台词舞台腔太浓、太密。电影版本中的

很多台词完全是源自话剧版《驴得水》的台词，不可

避免具有浓郁的舞台腔。话剧由于舞台时空的限制，

故事情节必须尽量集中，许多内容只能依靠对话交

代、说明、补叙出来，加上舞台和观众之间有一段距

离，演员细腻的面部表情和细微的动作观众看不清

楚，必须更多地依靠人物的语言。但在银幕上，时间

和空间被不同的镜头分割开，影片多以视像为主对白

为辅。一定意义上说，电影中用到的对白越少越好。

另外，在场景设置上，电影《驴得水》在拍摄方

面遵循了戏剧的“三一律”，时间、地点、动作的统

一，大部分情节的发生发展在三民小学的教室里，在

封闭的空间内进行剧情和人物的刻画，几乎照搬了话

剧版的舞台。在叙事上，其时空处理的总体结构上基

本沿用了舞台的处理方式，因此这部电影的戏剧化印

记很深[4]。

（二）视觉效果和演员表演的转换不流畅

巴赞在《电影是什么？》中提到：“舞台调度中

用动作和道具表达的含义在高明的电影语言中可以运

用镜头的调动进行表述。”镜头的调动可以通过以下

四个方面来实现：一是调整距离，调整景别的大小，

特写、近景、中景、全景、远景不断变化；二是调整

角度，仰拍、俯拍、主观镜头，视角不断切换；三是

加强运动，推、拉、摇、移、跟综合运用；四是选择

长度，通过长镜头和短镜头改变影片节奏。总之，只

有在改编过程中充分发挥它能够调节距离、角度、运

动方向、长度节奏的特性，才能使所表现的内容达到

“电影化”的要求。电影《夏洛特烦恼》用“南柯一

梦”构造了丰富的戏剧情境。在电影改编过程中，导

演在时空的延展上下足了功夫，在时间上故事巧妙地

融合了怀旧元素，给了虚拟梦境以现实挂靠，浓厚的

时代感博得了观众的普遍认同。在空间的选择上，添

加了操场、天台、广播站、办公室等场景，充分拓展

了学校的空间。影片对镜头语言的运用较为成熟，用

全景镜头展示学校开大会使得宏大场面，用特写镜头

突出人物情感。影片的一个长镜头也堪称经典，在夏

洛哼唱的《那些花儿》的歌声中，用一个长镜头把

五六个不同的家连在一起，展现出最能表达人物性格

的不同生活状态；但影片《驴得水》的电影化过程

中，大部分场景是中景镜头加平视视角，形式上更像

一部舞台纪录片。其对电影元素的运用是机械的，没

有展现镜头语言的叙事魅力，反而丢失了强烈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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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和戏剧冲突，弱化了人物与人物、人物与环境之

间的对抗；在《羞羞的铁拳》中，因为过度重视制造

笑料，影片忽视对人物性格与情感的刻画。在影片结

尾，重新换回身体的艾迪生与马小之间爱情的产生特

别突兀，影片缺乏必要的镜头语言对二人爱情产生与

发展做出情感铺垫。

此外，影片中演员的表演、对白出现了“用力

过猛”的状态。戏剧舞台演员需要用夸张的动作和强

有力的对白来吸引观众的注意，而电影是以影像呈现

在观众面前，用影像还原真实生活的状态。所以在影

片中，演员的表演略显夸张，动作幅度较大，都会让

观众瞬间脱离影片，仿佛在看一场话剧。话剧演员不

是流量明星，在“开心麻花”几部同名话剧电影中，

沈腾、马丽、艾伦等功勋演员成为电影的票房保证，

这侧面体现了团队新人魅力不足的问题。“开心麻

花”需要培养自己的新人，让观众对于团队中的其他

成员有所了解。新人演员也需要找准自己的定位，体

现自己的特色。从“开心麻花”后期《李茶的姑妈》

和《温暖的抱抱》两部电影的结果来看，不再依靠功

勋演员，完全交给团队新人会在市场中遇到较大的阻

碍，新人演员在表演中的台词转换及表情控制上更容

易出现“程式化、话剧腔”的问题。所以对于“开心

麻花”之后的影视作品来说，如何加速推动新人入

场，使团队新人适应影视化表演成为关键所在。

（三）主题的薄弱

黑格尔指出：“幽默不是随意的拼凑出让人费解

的组合，故意把不伦不类的东西离奇地组合到一起。

真正的幽默必须有丰富而又丰富的奇趣。它无拘无束

自由自在地不着痕迹地信步漫游，又能在无足轻重、

零零散散的表面发现深刻的内部联系。”当前，国产

喜剧电影呈现出了喜剧意识欠缺的病症，造成国产喜

剧电影“质量”上的创伤。这里的“质量”指的是影

片虽然具有高额的票房收入，但是并不具有高水平的

电影感以及思想内核。另外，在“观赏性”“思想

性”“艺术性”的中国电影评价标准下，很难见到发

人深省的电影和让人眼前一亮的故事。21世纪以来，

中国喜剧电影呈现出小品化倾向。互联网、新媒体的

普及，碎片化阅读，加速了这种小品化风格的盛行。

诚然，“开心麻花”喜剧的成功证明了小品化风格的

现实合理性与有效性，也可以认为它是国产电影票房

成功的重要因素。但是，如果过度依赖这种桥段化、

碎片化的创作方式，低水平的山寨“笑料”，利用网

络热点语言，甚至不惜以损害影片的整体叙事结构、

人物形象塑造为代价换取“笑果”，最终必将伤害喜

剧电影本身，这种小品化的喜剧创作方式会使电影的

戏剧矛盾冲突薄弱，人物形象扁平。

喜剧作为一种独立的电影类型，又可以与他类型

的电影相糅合，形成“喜剧+”的电影模式。多元化的

喜剧不仅能够满足观众多样化的观影需求，也有利于

高级喜剧样式的产生。有内涵、有温度、有深度的喜

剧可以让观众在观影之后重新感悟生活，反思现实，

在电影化的叙事中体会到丰富的社会意蕴与审美意

蕴，观众在喜悦的同时，也有感动的瞬间与回味的空

间。

三、结语

客观地讲，话剧的传播范围有限，而通过影视化

可以更好地传播和推广话剧，进而推动电影事业的发

展。如果有大量优秀原创话剧介入，对电影来说是好

事。一来可以丰富叙事和类型，二来如果电影圈内的

创作者因此获得灵感或感受到危机，可以催发他们做

出更优秀的作品。

虽然“开心麻花”系列电影在话剧影视化发展上

尚有不足，但为话剧的电影化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

训。认真梳理和总结其在改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掌

握两种艺术形式在改编中的难点，对于话剧的发展和

电影改编的发展都是十分有益的。虽然话剧改编电影

还难以达到“规模化生产”的地步，但这会使电影和

戏剧之间的关联更加紧密，电影让话剧的内容更加生

活化，话剧也为电影提供了二次创作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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