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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剧续作，只能是遗憾？

本版内容摘自新华网

今年元旦档票房又获新高，《一闪一闪亮星星》《年会不能停》等电影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备受关注的续

作《非诚勿扰3》却惨遭票房滑铁卢。这部由冯小刚编剧并执导，葛优、舒淇主演的科幻爱情喜剧电影，不仅

票房低于同期其他电影，甚至没能超过十几年前《非诚勿扰》系列的第一部与第二部。作为曾经创造内陆

贺岁片奇迹的IP，《非诚勿扰》系列1和2的表现可圈可点，然而十多年后，《非诚勿扰3》并未给观众带来更

多的惊喜，其惨淡的票房引发疑问：难道系列电影的终点只能是遗憾？

田可 潘雪铭

“冯氏喜剧”在斩收票房的同时向来伴随争

议，而此次《非诚勿扰3》在票房口碑上的双失利，

似乎证实了这个曾经火爆全国成为一代人记

忆的系列最终沦为了明日黄花。是导演

和演员不努力吗？不。相反，观众能

够看到电影为迎合时代而作出的

改变，比如较为完整的故事、整

体明艳的多巴胺配色、流量

明星的加入……为何观

众却没有想象中那

么买账呢？

整部电

影讲述的是

笑笑与

秦奋两人婚后长期分居，秦奋的好友为缓解他对

妻子的思念，送给他一个与笑笑面貌别无二致的

仿生智能笑笑来陪伴他，梁笑笑回家后，秦奋陷入

选择真假笑笑的两难之地，结局也成为悬念。影

片建立在前两部剧情的基础上，故事的冲突和喜

剧效果集中在“真假笑笑”的身份演绎上，但整体

并未出现令人惊喜的新鲜事物和反转桥段。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观念的变迁，爱情观已不

同往日，纯粹的“爱情电影”和旧式的爱情故事已

经无法戳中观众的需求“痛点”，电影中表现的“两

女争一男”的情景冲突更会被打上“雌竞”的标签，

影片中塑造的秦奋的恋爱观看起来更像从男性视

角对爱情和伴侣无聊又荒诞的幻想。

“人工智能”和未来科技算是当下热门，同样的

设定在《机器人趣话》中冯小刚已经使用过，显然相

较二十多年前给观众带来的震撼，如今再上桌有旧

活重整的意味，而原作中较受欢迎的贫嘴抖机灵的

老直男形象也已经与如今的社会审美脱节。

冯小刚仍然是冯小刚，冯氏喜剧没有变

味，甚至所有人都肯定他的真诚与努力，但

处处透露着“不合时宜”，老式的爱情观、

新意不足的设定和剧情、理想但虚幻的

表达方式、错位的情感共鸣……正如

影片中两位主角依依不舍地与

观众告别，冯小刚制霸贺岁

档 的 喜 剧 时 代 已 经 过

去，《非诚勿扰》系列

曾经的辉煌在悄

无声息中落

下了帷幕。

“续作不如原作”并非只有《非诚勿扰 3》，

2015年上映的电影《唐人街探案》评分7.7，《唐人

街探案2》评分6.6，2021年上映的《唐人街探案3》

评分却只有5.6，且口碑相较前两部急剧下降。“续

集魔咒”也没有仅限于大银幕，2016 年广受好评

的电视剧《欢乐颂》第一部评分7.5，后续作品质量

堪忧，评分分别为5.4、4.8、5.6。类似的情况并不

只在内陆地区出现，知名如好莱坞，也有《007》《速

度与激情》等IP电影翻车。

续集翻车，不外乎因为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原作赋予的光环和压力过大。爆款原

作对续集来说，是优势也是束缚，一方面，续集能

够在原作的剧本故事和主题内核上进行创作，且

保有原作积累的口碑和受众基础；另一方面，原作

的出色导致观众对续集的期待更高，剧本、选角、

演技、主题等各个环节的改编难度和力度掌控压

力也就越大。《欢乐颂3》在原有的两部基础上继

续以都市女性群像为创作题材，但剧中较为套路

化、程序化的情节并不能带给观众更新鲜的刺激，

其人设与剧本更是愈加造作和悬浮，因此质量和

口碑迅速下滑。《还珠格格》《西游记》《家有儿女》

等较为经典的电视剧，因其续集演员角色的大换

水也导致了观看时的“断层感”和“出戏”。剧本起

点高、质量难以保证、原班人马难以凑齐、观众审

美不断变化等一系列因素，都是影视剧续作所面

临的难题。

“为了续集而续集”的想法与日俱增，也是

影视作品续集难拍，但总有人争先恐后要拍的

原因之一。很多电影和电视剧打着“重温”

“青春”“无憾”的名义来蹭热度、消费情

怀，将热门IP拍了又拍，到头来不过是

狗尾续貂和观众一次次的失望。

如《爱情公寓》电影版上映后首

日爆满，但后续无论是上座

率还是评价都持续走

低，主创队伍在创作

灵感缺乏、一味

消 费 甚 至 是当然不是。

高品质影视剧确实

是独一无二无法复刻

的，但仍然有同水平甚至超

越原作的影视作品出现，它们

既可以分别看作两部优秀的作品，

同时也共同成就了一部出色的系列

作品，如国内的《前任》系列、《战狼》系

列，国外的《复仇者联盟》和《哈利·波特》

等系列作品。

《复仇者联盟》系列为观众打造了一

个充满幻想的“漫威宇宙”，电影对每个人

物的设计都立体而饱满，故事情节层层推进，观影

者能够从影片中的细节推敲出与其他作品关联的

蛛丝马迹，它不只是“超级英雄”、爆米花电影，而且

真正做到了情怀和商业价值的双赢。纵观成功的

系列影视剧，我们不难看出上乘续作绕不开的几个

因素：扎实考究的剧本、新鲜的故事与冲突、严密而

近乎完美的逻辑，它们既能够保留原有IP的特色，

又能够与时俱进地赋予作品独特的风味，将品牌价

值发挥到最大。

续集之风由来已久，并且在今后的影视市场中

仍会存在，系列作品也正在题材、形式等各方面作

出积极尝试，在续集数量猛增、情怀消费暴涨、创作

浮躁难出精品的今天，如何将系列作品的质量“续”

下去、生命力“续”下去，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问

题。只有精心打磨剧本、扎实钻研演技，以“真心换

取真心”，才能打破续作“不过三四”的魔咒，真正打

造出具有核心价值和长久生命力的“大IP”。

好
作
品
不
该
有
续
作
？

“翻车”的冯氏喜剧

系列作品之怪象

剥 削 情 怀 的

道 路 上 越 走 越

远。太多续集都掉

入市场的漩涡中，原作

火了，就趁热打铁为续作

造势，为一时的利益用声势

浩大的营销吊足观众胃口，不断

赚取流量和热度。观众求一个结

局，投资方赚取了票房，而影视剧的质

量与口碑似乎便变得不再那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