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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名立万》原名《一部电影的诞生》，是

电影导演刘循子墨的处女作，主要讲述了一桩离

奇的迷案（三老案），在陆子野的组织下，一群

有着纠葛过往的落魄电影人聚集到一起准备把三

老案翻拍成电影，希望以此扬名立万，却不知他

们自己身处凶案现场，一步步陷入了一个巨大迷

局，事件的真相远比他们虚构的电影情节更加离

奇。《扬名立万》虽然没有宏大的布局、炫酷的

特效，但是却给电影市场带来了一股新奇和烧脑，

也引发了人们对当下电影市场环境的深刻思考，

令人不由自主地沉浸其中。

一、时尚性：流行元素，抓人眼球

《扬名立万》是刘循子墨与韩寒继《万万没想

到》之后的再度合作，场景简单，没有大场面，没

有大投入，没有大制作，没有名演员，是一部谈不

上规格和体量的影片，但是却通过口碑发酵，排片

一路逆袭，连续蝉联票房冠军。究其原因，刘循子

墨和韩寒找到了《扬名立万》的恰当表达方式，通

过剧本杀、网络段子、经典影片场景的插入，采用

复合类型片的方式展开整部影片，抓住了互联网观

众和年轻观众。

“剧本杀”是近两年迅速兴起的一种线上线

下娱乐方式，这种小众的娱乐方式正在慢慢变成

大众接受的娱乐，在剧本杀游戏模式中每个参与

者都会扮演固定的角色并拿到相应的剧本，通过

对剧本细节的交流，还原杀人过程，推理幕后真

凶。“剧本杀”和电影联动是近两年出现的新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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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个月票房就已经突破了 8 亿，《扬名立万》口碑票房双丰收的背后反映出了“剧本杀电影”的崛起，

本文主要从时尚性，悬疑性，深刻性三个方面分析《扬名立万》的独特叙事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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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扬名立万》正是一部融入了剧本杀元素的

“剧本杀电影”［1］。陆子野聚集一群人通过剧

本会的形式改编凶杀故事，并把凶杀故事翻拍电

影，这个初始目的本身就具有游戏的性质。故事

一开始郑千里率先根据陆子野抛出的三老案件

资料改编出了一则荒诞的短故事，这其实已经形

成了一则剧本杀。齐乐山在了解到了法国医生碎

尸案后，把三老案和碎尸案杂糅在一起编造了一

个全新的故事骗过了所有人，这里又构成了一则

剧本杀。整部影片都是在一场剧本会的情节下展

开的，八位主角根据自己的角色设定，各自推理，

以找出齐乐山杀害三老的原因为终极目标，这又

构成了一局更高端的剧本杀。案中案，戏中戏，

局中局，一则剧本扣着另一则剧本，观众会不自

觉地代入角色，如身临其境一般。赶上“剧本杀”

的流行大潮，《扬名立万》锁定了一众年轻观

众，成功破圈。“时尚冲动制造出《扬名立万》

的形式拼盘，使整部影片蒙上强烈的玩电影的好

奇心。”［2］

对流行电影模式的借鉴，对经典电影台词

和镜头的模仿在拉近电影与观众距离的同时，

也增强了电影的时尚性。只为逗笑观众的纯喜

剧在现在的电影行业已经看不到了，一部电影

同时容纳了多种影视剧类型的复合类型片成了

影视行业的大势所趋。喜剧作为一种电影元素

类型，从最初的简单使用到现在积极融入其他

类型元素，形成了拥有广大市场的复合类型电

影。《唐人街探案》的“喜剧 + 悬疑”模式，《无

名之辈》的“喜剧 + 剧情”模式，《超时空同居》

的“喜剧 + 爱情”模式都取得了良好的票房和

口碑。《扬名立万》正是借鉴了唐探系列的“喜

剧 + 悬疑”模式，并进行了创新和突破，在“喜

剧 + 悬疑”的模式下，又在电影中加入了推理、

犯罪、年代、爱情、谍战等其他类型，我们很

难把《扬名立万》嵌套进现有的任何一种电影

模式中，它创造了一种独有的影片类型。电影

中对于经典电影的模仿和融入也可以说是整部

影片的点睛之笔。台词方面有许多致敬经典的

地方，“我失去的东西一定要拿回来”是周润

发在《英雄本色》中的台词，“对不起，我是

警察”致敬了《无间道》，陈小达透过残破的

大门朝里看的镜头和《闪灵》中基本一模一样。

这些经典电影场景和台词通过影片中角色浮于

表现的演技展现出来完美地融入了电影中，让

《扬名立万》有了一种似曾相识的熟悉感，在

张弛有度的剧情发展中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

二、悬疑性：多重反转，引人入胜

反转是指编剧通过故事情节的反向转化来打

破常规的叙事模式，反转在各种电影类型中都有

广泛的使用，在悬疑类电影中反转更是不可或缺

的元素，出人意料的多重反转是《扬名立万》的

一大看点。

整部电影不止一个高潮也不止一个谜题，电

影中的反转也不止一次。剧本会以陆子野提出迷

案“三老案”作为开端，随着影片的发展剧情的

反转主要有五次。电影中的第一次反转，李家辉

看到齐乐山脚上的脚镣发现了齐乐山的真实身

份。剧本会的主要参与者们在得知陆子野所谓的

电影顾问竟然是警察和凶手时都被吓得惊慌失

措。从第一次反转开始，探究齐乐山杀人的原因

成了电影的主要线索，剧情氛围也从影片开头的

戏剧变成了紧张的悬疑推理剧。众人发现废弃夜

总会竟然是“三老案”的凶杀现场，这是剧情的

第二大反转。出口大门被锁没人能够出去，被吓

得魂飞魄山的众人无奈只得停留在凶杀案现场，

参与到案情的分析调查中。与此同时齐乐山解开

了手铐脚镣，开始了与主角团的隔门对峙，剧情

紧迫感直线上升，在这一部分中推理剧又变成了

动作片。经过众人的一番缜密推理，真相慢慢浮

出了水面。在观众都以为电影快要结束时，剧情

迎来了第三次反转，一群黑衣人突然闯入凶杀案

现场，要销毁关于“三老案”的一切，踩灭火苗。

在第三次反转中，电影从动作片升华为现实问题

［1］葛怡婷：《票房超越〈007〉〈扬名立万〉是剧本

杀电影？》，《第一财经日报》2021 年 11 月 25 日。

［2］安燕：《〈扬名立万〉：现实作为超现实的症状》，

《电影艺术》2022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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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当观众以为主角们扬名立万的理想要就此破

灭时，齐乐山为所有人争取到了生机，实现了对

黑帮的反杀，除齐乐山以外的所有人都成功逃

脱，这是电影中的第四次转折。李家辉等人逃亡

越南，把“三老案”以电影的形式搬上了大荧幕，

在影片现场，一个不该出现的人物出现了，齐乐

山口中死去的夜莺出现了，齐乐山的谎言再次被

推翻，李家辉也因此认识到了故事的真正真相，

剧情的第五次转折电影即便到了结尾也高潮不

断。在报童的叫卖声中出现了影片的最后一次转

折，越南出现了两船相撞事故，主角们疑似全部

遇难，以一张无人认领的照片结束了整部影片，

开放式的结局给观众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观

看《扬名立万》就好像是在坐一趟过山车，层层

反转，抽丝剥茧却又环环相扣，喜剧在《扬名立

万》中只是点缀，悬疑才是影片的深层底色。从

一个疑点入手，寻找证据，得到证据，突然反转

又出现新的疑点，影片中的六次大反转，每一次

反转都令人琢磨不清，形成了一个疑点—解决—

疑点的循环模式，疑点层层推进，情节随之跌宕

起伏，通过建立—打破—建立的方法，让观众的

神经时刻处于紧张兴奋状态，通过一次次真相的

揭露，让观众在紧张的悬疑推理中不断感受到惊

喜感、畅快感。平均 20 分钟不到的一个大反转

模式带来了快节奏的视听体验感，快节奏的剧情

发展适应了年轻人对于刺激感和新鲜感的要求，

最大化地调动了观众的情绪。值得注意的是在

《扬名立万》中的反转不仅是为了娱乐，或者机

械的推动剧情发展，在正片的最后一次反转中，

李家辉发现了夜莺没有死，在触手可及的真相面

前李家辉停住了手，并不是李家辉缺少面对真相

的勇气，而是层层迷雾被剥开之后的释怀，众人

在陆子野的呼唤声中去赶回家的船票，真心比真

相更加弥足珍贵，这一反转闪烁着人性的光辉，

导演通过镜头需要为我们揭示了故事的第三重

真相，也是齐乐山杀人却没有逃走的真正原因，

这个真相即是随着剧情发展不断推演出来的，也

是观众心目中理想的圆满结局，骑士牺牲了自己

的生命救下了公主，公主得到了安宁的生活，这

种被隐藏的真相足以给人震撼心灵的力量，引发

观众的情感共鸣。

三、深刻性：层层隐喻，反讽社会

《扬名立万》中流行元素带来的网感和新鲜

感，密集反转带来的节奏感和吸引力都是这部电

影可圈可点的地方，但《扬名立万》更有余味的

地方，也是更深层次的魅力在于它通过多重隐喻，

对当前影视圈的乱象进行戏谑式的讽刺，表现了

现实社会中小人物的叛逆、反抗和释放。《扬名

立万》的情感表达准确地抓住了时代跳动的脉搏，

触及了时代情绪，引发人们对当下影视行业的重

新审视。

影片的原始动机是拍电影，在每一个人物的

塑造上，在众多的情节表现上都是对于当下电影

市场的一种真实映射。陆子野穷途末路，为了一

炮而红变卖家产买下凶宅，企图用魔改的凶案电

影扬名立万。陆子野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讽刺的

是当下电影市场的部分投资人，利欲熏心，唯名、

唯利是图，为了赚钱甚至突破法律底线，做出违

法乱纪扰乱电影市场的行为。“烂片导演”郑千

里，在他身上反映出一种变异的市场导向，一部

分导演并不是没有自己作为电影人的初心和使

命，但是迫于市场和票房的压力，他们不得不去

迎合市场，迎合观众，用阿谀奉承的态度去导演

一些低端、庸俗的电影，最后导致自己口碑破裂，

名誉扫地。李家辉是影片所有人中唯一一个保持

清醒头脑的人，他代表着电影人的初心，在李家

辉与其他人的相处中也讽刺了现在的一种乱象，

曲意逢迎的人能够左右逢源，但是做自己就却要

受到排挤，电影圈中浮于表面的友谊和交情已经

泛滥成灾。苏梦蝶在电影中表面上处于一个团宠

的位置，但实际上她也处在一个被排挤的位置

上，众人只是看苏梦蝶美丽的皮囊，对于她的演

技却嗤之以鼻，现在的影视行业不也是如此吗，

优越的外貌条件的作用有时超过演技，外表成为

评价女演员的重要标准。除了人物形象的塑造

外，电影中的台词也有很强的讽刺性。比如郑千

里在电影中提出的“拳头 + 枕头”理论，拳头

代表动作打斗戏，紧张刺激，枕头代表爱情戏，

甚至包括一些软色情的擦边球，为了博取眼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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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房，充分刺激观众的肾上腺素，“拳头 + 枕头”

模式在影视剧行业成了一种普遍的现象。“不会

演的，越认真，演得越差”，很多所谓的明星大腕，

凭借着高流量跻身影视圈，明明演技平平却自视

甚高，他们想通过用力的表演证明自己，却只能

展示出自己的浮夸和肤浅。“年纪轻轻红那么快，

都是戏外下功夫”，这里的讽刺十分直白的讽刺

了那些不择手段的年轻人，通过潜规则，走后门

达到一炮而红的目的。不论是这些角色的塑造还

是台词的运用，都是指桑骂槐式地对电影界存在

的不良风气和荒诞现象的进行讽刺，荒诞的黑

色幽默让观众在会心一笑后又陷入深刻的思考。

“影片原名《一部电影的诞生》，后改名为《扬

名立万》”［1］，《扬名立万》饱含着对电影的“深

情”，抛开三老凶杀案件的故事线索，《扬名立

万》其实就是在表现一部电影艰难的诞生过程，

“十个项目九个凉”，电影的拍摄要考虑到审查、

利益、艺术、市场等诸多因素，破除重重阻碍，

权衡各方，最后拍出成片。在一次访谈中采访者

用“吊儿郎当的深情”来形容刘循子墨对于电影

的态度［2］，《扬名立万》是对电影圈的一次审视，

是对电影现实意义的一次反思，它的出现警醒着

每一个电影人和普通观众，娱乐至上的时代正在

破坏电影的初心和使命，艺术大舞台上电影被排

挤到了舞台的边缘。

《扬名立万》是一部把视听观感做到了极

致的影片，流行时尚的影视元素，紧张刺激的

剧情节奏，多重密集的剧情轰炸无一不刺激着

观众的神经末梢，对当下影视圈问题的黑色讽

刺和调侃也引发了大众的群体情绪和共鸣。《扬

名立万》是一部可沉浸、可玩味、可反思的优

秀作品。它以精心打磨的混搭元素，讨喜的喜

剧外壳，刺激的悬疑底色，站得住脚的核心立

意精准地击中了观众，把握住了观众的口味，

实现了票房的滚雪球式逆袭，成了当之无愧的

院线黑马。

［田洪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 

学院］

［1］丁亚平：《将炸裂式的事件史转化为电影叙述史——影片〈扬名立万〉的场景、形式和本体内核》，《当代电影》

2022 年第 1 期。

［2］人物：《〈扬名立万〉导演，一份吊儿郎当的深情》，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8090589115194511&wfr=spi

der&for=pc，访问日期：2021 年 12 月 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