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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电影的开发，往往基于首作的

成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前作就是

续集的宣传片。”一个成功的系列电

影，在梁君健看来要具有亮点，“首先

是要有鲜明特征、有成长性的人物。比

如《唐人街探案》系列的神探二人组，

比如《叶问》系列中的叶问，人物很饱

满，可以激发出一个又一个故事。第二

是要有鲜明的类型特点，比如爱情、功

夫、动作等，类型要比较稳定，不能来

回切换。”

当首作成功打开市场后，续集作品

不管是在前期寻找投资、后期宣发，还

是正式上映时，无疑都会比单打独斗的

“新面孔”更吸引投资人，更贴近观众，

也更容易在影院端占据排片等竞争优

势，从而撬动更大市场空间。就拿《唐

人街探案》来说，即使前两部相隔三年

之久，从贺岁档跳到春节档的同时，电

影票房同样上涨了 20 多亿。第三部更

是已经拿下超 40 亿的票房。这并不是

个例。《拆弹专家》第一部 2017 年上映，

收获票房 4 亿的同时，也赢得了不俗的

口碑，去年底，原班人马的创作班底打

造的《拆弹专家 2》上映，一举拿下超 13
亿的票房。

对于片方来说，系列电影提供了稳

定的票房保证。潇湘电影集团有限公

司剧本中心主任柏平认为，“系列电影

提供了票房保证。这些系列电影都具

有较好的口碑和市场效益。其中不少

第二部、第三部系列电影的票房大大超

过了第一部，也成为了观众心中的经典

影片和品牌。与此同时，也形成了一种

创作模式。为电影创作提供了一种借

鉴方向，形成了一种电影现象，助力电

影工业化和电影生态建设。”

显然，就市场来看，“观众对于系列

电影认可度较高。尤其是动作、冒险等

重类型、以工业化美学为基础的系列

片，观众能够从中找到熟悉感。”梁君

健说，不仅仅是国内，国外的漫威系

列、“碟中谍”、“007”等等，观众都比较

喜欢。在富海芳看来，观众对系列电影

还是很欢迎的，特别是能做系列的电

影，第一部票房肯定不错，观众的认可

度较高。很多续集虽然不如前作，但凭

借第一部的影响，趁势还是能取得不错

的票房。

众所周知，系列电影在好莱坞已经

非常成熟，第一部的成功，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进而为后续系列电影的开发降

低了风险，所以好莱坞非常乐于打造系

列电影。在柏平看来，“一方面是培植

了一个强大的 IP，另一方面也为后续衍

生品的开发奠定了基础，比如《星球大

战》，而这一点也尤其体现在动画电影

上，比如《冰雪奇缘》、《冰川时代》等。

中国系列电影未来的方向也将如此。”

当然，在电影市场逐渐以品质说话

的今天，观众对系列电影的接受度，关

键还是要看后续系列电影的质量，“质

量决定一切”。柏平说。

饶曙光认为，像《战狼》、《拆弹专

家》、《唐人街探案》系列应该说是比较

成功的，品牌影响力、拓展力都在不断

提升。

比如《唐人街探案 1》出来以后，饶

曙光一直看好，认为可以成为中国电影

难得一见的可以有效拓展的系列电影

品牌。因此，饶曙光在中央电视台做节

目的时候，曾当面对陈思诚导演表达了

这个想法。

但是也有一些系列影片，急于兑现

眼前的红利，实现利益最大化并且“落

袋为安”，结果造成了系列电影的“断

裂”，品牌效益的丧失。

比如《四大名捕》、《澳门风云》等系

列，本来是一个很好的系列电影品牌，

但是由于后面的创意和制作都没有跟

上去，创作和生产也都难以为继。

因此，开创一个系列电影的品牌不

容易，维护和拓展一个系列电影的品牌

就 更 难 ，毕 竟“ 打 江 山 容 易 坐 江 山

难”。饶曙光说。系列电影，开发了两

三部后，很容易陷入“后继无力”的困

境。

从创作的角度来看，柏平认为，续

集的再开发需要保持故事的连续性和

新颖度，既要保证故事和前作有连续

性，同时又要开辟一个新的战场，构架

一个不同的故事，提高续作的新颖度，

才能吸引观众。二是需要保持主创的

连续性和新颖度。很多观众均是基于

导演、主演的因素去观看系列作品，而

往往主创因为档期、片酬等各方面的因

素，不能在续作中出现。同时新出现的

反派是否有新颖度，是否足够吸引观

众，也决定着系列电影的成败。尤其是

续作的口碑，很多系列电影往往拍了两

部就拍不下去，主要是因为第二部口碑

达不到预期，市场效益也不理想，收不

回成本，进而直接影响了续作的开发。

◎打造稳定电影品牌“前作就是续集的宣传片”

系列电影想要实现可持续创作和生

产，在饶曙光看来，重中之重是培育和拓

展品牌，保持优良的口碑。对于创作者

来说，要“爱惜羽毛”，潜心创作，不要急

功急利。

在创作方面，“最好风格延续统一，

尽量保持阵容，有创新创意，不要想着蹭

热度，赚快钱，浪费 IP。”浙江星光院线总

经理富海芳说。

那么如何保证续集的质量？“首先要

抓住前作观众最关心的情节或者人物。

上一部作品中人物的最终解决会是什

么？下一步又将遇到何种问题？这是观

众关心的话题。也因此，很多系列影片

会在片尾留下彩蛋。”在此基础上，还需

要开辟另一个天地。柏平认为，“系列电

影不能沿用上一部同类型的情节和场

景，必须在故事和场景上开辟另一个天

地，开辟新的更大的困难，设置更大的更

难对付的 BOSS，才能有新奇感，才能获

得观众的认可。”

风格统一，这也是系列电影成功的

法宝之一。“保持统一的基调。在整个影

片的风格上，需与前作保持统一的基

调。”柏平认为，另外系列电影模式的另

一个特点就是，演员和角色往往捆绑在

一起的，当观众熟悉了这个演员，贸然更

换演员是很“危险”的。“有趣的人物不能

丢。前作中一些有趣的人物，无论是主

角还是配角，都不能丢，最好是原班人马

扮演，这些人物是观众最关心的。《速度

与激情 3》因为换了人物和故事，被沦为

整个系列电影中最差的一部。”

系列电影是类型电影的再生产，是

电影品牌的培育和拓展。而从另外一个

角度来看，系列电影可以说是 IP 的另外

一种形式，或者说是一种特殊的 IP。饶

曙光认为，如果过于强调原创而轻视 IP
或者妖魔化 IP 的话，也会影响和抑制系

列电影的发生、发展。

饶曙光认为，原创和 IP 是一枚硬币

的两个方面，不可或缺，完全可以实现一

个良性互动，而不是有我无你有你无

我。我们需要讲点辩证法，树立辩证的

思维，辩证的方法。无论如何。电影产

业的可持续发展，电影规模的不断扩大

绝对也离不开 IP。电影院对电影的需求

量不断在增长，也必须要有更多的系列

电影来满足市场的需求，观众的需求。

市场需求也好，观众需求也罢，都可以说

是“群众利益无小事”。中国电影的产业

的可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系列电影，在

一定程度上也离不开 IP。

《唐人街探案》系列导演陈思诚认

为，从电影本体考虑，好莱坞近年来最卖

座的前十部电影中，大部分是系列电影，

因为系列电影更容易与观众建立长久的

情感互动。从电影之外考虑，特别希望

系列电影能助力中国电影更加产业化。

如果盈利模式永远只靠票房收入来支

撑，电影产业很难发展壮大。“中国电影

需要更多 IP 化基因。如果不具备这类基

因，我们的内容本体跟其他行业很难实

现交互。未来应该有更多电影可以与游

戏、旅游等行业交流融合，将内容生产的

脚步跨入其他产业。这是我们应该努力

的方向。”

其实，好莱坞已有不少成功的例

子。比如《哈利·波特》系列电影拍摄了

8 部电影，成为魔幻系列电影中的经典。

国产系列片中，《战狼》、《拆弹专家》、

《唐人街探案》拍摄了两三部，已渐入佳

境。拿《唐探》系列来说，首作是唐人街

背景下的“侦探+喜剧”故事；续作又碰撞

出了世界名侦探大赛的概念，让故事具

备了空间性和时间性，也就有了建设“唐

探宇宙”的基础。第三部，则跳出了唐人

街的局限，开始了多视角风格呈现。“唐

探宇宙”规模初显。

“电影宇宙”包含多个系列电影，是

一种共享世界观的电影概念。它的重点

已不是故事，而是庞大的世界观。在陈

思诚的构想里，未来的“唐探”主线电影，

可能会接近于“复联”的感觉。此外，乌

尔善的《封神》、郭帆的《流浪地球》以及

“哪吒”、“西游记”等系列，都有建立“电

影宇宙”的潜质，为国产系列电影可持续

发展助力。

无论是从电影产业的规模，还是从

电影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系列电影都是

不可或缺的。饶曙光说，当务之急我们

还是要花大力气来调整深层次的电影观

念，推动电影工业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推

动电影企业规模尤其是电影制片企业规

模的扩大，同时完善电影制片人中心制，

推动系列电影得到更好的拓展和发展。

稳定的电影品牌就代表着这个品牌有一

套稳定的生产创作和消费逻辑。建立稳

定的电影品牌，形成稳定的观众群，以此

来传递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增强中华

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全方

位推进电影强国建设，是当下电影人需

要长期思考且不断努力做的事情。

◎加强品牌培育拓展 国产“电影宇宙”初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