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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路狂花錢》本月17日，以16.1%的排片率領先位居
第二的《九龍城寨之圍城》。與此同時，影片也登陸澳大
利亞、新西蘭、美國、加拿大等院線，並即將於5月23日
在香港和馬來西亞上映，7月 10 日也走進柬埔寨的影

院……
「看着海外版的影片海報感觸挺深。」影片要在海外上映後，一次

坐高鐵出差途中，烏日娜腦海裏突然蹦出一個問題：全球觀眾都能喜
歡的電影，那是需要什麼樣的素質才可以？
「我能做到嗎？」「我要怎麼寫這個故事？」自然沒有清晰的答案
出來。但當時在火車上的她突然想起
來《人類簡史》裏的一段描述。大意
就是，人類為什麼會出現新的思維和
溝通方式，這所謂的認知變革，或許
是因為某次偶然的基因突變，讓人類
得以有新語言去征服世界。
這本書帶給她的啟迪，令她突然覺
得，還是不要想太多。「我能不能講
一個讓全球多地區人民都喜歡的故
事，或許也有賴某種基因的偶然突
變。」烏日娜笑說，前提還是要學會
先講好一個故事。事情最終還要回到
簡單的解題思路。電影的創作亦是。

「水瓶座」的導演烏日娜則從自己的星
座裏看到了個人的一些柔軟：會很在意身
邊的朋友。「張莉來找我拍電影時，我一
開始也很忐忑，怎麼做才能做得不一樣，
把它變成一個很完整的商業電影。」
作為開心麻花影業的一位「打工人」，
烏日娜是話劇演員，是表演老師，也做過
影視劇的編劇，上過綜藝。在接拍《末路
狂花錢》之前，她也轉型做過短劇、廣告
導演。
夢未歇過。「製片人張莉找來時，她覺
得我拍電影的時機到了。影片裏4個男性
的友情，在一個女性導演的視角裏，或許
會更有驚喜的質感。」對於喜劇商業電影
的創作，烏日娜認為，喜劇本身就是商
業。
「我們在開心麻花演喜劇話劇，它其實
也屬於商業話劇。一直就有這樣一個面向
觀眾的商業土壤。」話劇演員都有很強的
職業認知：觀眾是衣食父母，我們的職責
就是要給他們帶來快樂。
烏日娜清楚記得，影片總共拍攝了46天

和1天外景。電影裏的一些場景故事，是
有一些天時在。在外勘景時，烏日娜走入
了一個居民區，看到了一個有關公像的廣
場。

「腦海裏馬上就有了這個場景戲。」拍
攝過程中，類似這樣的細節可以創造出某
種「提升氣質」的場景故事，而這種突發
性需要協調大量的特定準備工作，包括超
預算的現實問題。
「我是一個很容易變通、願意為別人考
慮的人，但那天我就一直堅持一定要在這
拍。」烏日娜堅持認為，這個關公場景的
故事，可以為影片氣質定調。最後在一眾
的現實難題勸退中，製片人張莉頂出來：
「讓導演拍。 」

控制製作預算用5%應對突發
類似這樣的增量工作並沒有擾亂張莉的
陣腳，張莉說，經手的影片會有
一個5%的「不可預見」的預算籌
備，這是只有實戰才能收穫的經
驗。好在《末路狂花錢》整體都
在一個可控預算內完成了製作。
影片獲得成功的初體驗，是釋
放、是時常想要「哭一會」的感
動。烏日娜告訴記者，票房成功
確實會打開一個比較大的門，邀
約接洽不斷在來，這是一種褒獎
也是一種動力。
開心麻花影業有一句slogan：做

喜劇我們是認真的。烏日娜能成功駕馭這
部中等投資成本的商業喜劇片，她認為這
和自己在開心麻花的劇場實戰分不開。
「我們有個比較即興的土壤。」進入這

家公司11年，烏日娜理解的土壤，其實就
是一種濃郁的集體創作氛圍。
「我們每天排練在一起，大家都有一種

『抖包袱』（即創作段子逗樂聽眾，製造
喜劇效果能牢牢抓住聽眾）的KPI在身
上。如果說，今天我跟誰正經說一句話，
對方會覺得你沒『包袱』就會很失落。」
主動或者被動中，烏日娜發現她們確實練
就了一種服務精神：今天我必須得讓你開
心一下。

導演烏日娜︰我必須得讓你開心一下 影片出海
還是要先講好一個故事

▲導演與工作人員在片場溝通。 受訪者供圖
▶《末路狂花錢》加
拿大版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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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世紀以來，電影蓬勃發展，成為一種藝術和商業的複雜混合物。它激發着全世界觀眾的想像力，而且對人們的行為、文化、政

治和經濟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要贏得觀眾的心，對於電影尤其是商業電影來說，拚盡全力只是一種基本態度。怎麼拿下好的票房，

商業電影的博弈之路本身就是一部跌宕起伏的大片。反觀中國商業電影不斷發展的20年間，從早期的突飛猛進到「黑馬頻

出」的資本熱潮，再到近兩年大片靜默，中小成本影片的不斷冒泡。身處全球第二經濟體的市場中，中

國電影的商業之路，或許也因為它的不確定性，才令一眾做「夢」之士堅持不懈。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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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個想法變成一部院線商業電影，《末路狂花錢》只花了不到
兩年時間。從起初不被看好的票房，到上線首日即拿下「預

估」成績。隨後便開啟了屬於它的乘勝追擊之旅。截至發稿前的燈
塔專業版數據顯示，影片上映18天後，其總票房超越時刻正在到
來，坐穩了五一檔最大贏家的寶座。 一部中等成本投資的商業影片
要「冒泡」，在製片人張莉和導演烏日娜看來，背後匯聚的天時地
利人和都需要步步為營的精準策略。

堅持電影是拍給普羅大眾看
《末路狂花錢》是由烏日娜執導並擔任編劇，由賈冰、譚卓、小

瀋陽、于洋、董寶石領銜主演，英達總監製的喜劇電影。歡笑和遺
憾，快樂與落寞，同場競技，笑着的人收穫鮮花掌聲不斷，也是她
們應得的高光。作為今年五一檔唯一的喜劇片，《末路狂花錢》上
映半個月後，成為全國排片量第一的影片，業內人士分析，該片的
總票房超越時刻即將到來，坐穩五一檔最大贏家。
回看內地五一檔（5月1日至5月5日），專業數據顯示，內地電
影票房共有15億元（人民幣，下同）落袋。其中，國產動作大片
《維和防暴隊》、國產喜劇片《末路狂花錢》、港產犯罪片《九龍
城寨之圍城》包攬票房前三。幾家歡喜也有幾家愁。五一檔期間，
黯然退檔的影片也公開告示：因各種複雜情況提前退檔，擇期江湖
再會。
記者查閱獲悉，媒體預估《末路狂花錢》票房只有八千萬元，但目
前一些專業數據平台對《末路狂花錢》票房的預測高達7.5億元。當
票房達到7億時，按照37.82%的比例，片方將分得高達2.8億元的收
入。這是令所有人出乎意料的結果，包括導演烏日娜和製片人張莉。
「上映首日，我一直拿着手機刷票房、刷觀眾評論。手機發熱，

還充了好幾次電，最後看得我眼睛都快『瞎』了。」這是新人導演
烏日娜忐忑的一天。 夜晚八千多萬的票房喜
報傳來時，烏日娜鬆了一口氣。上
緊了兩年的發條，她的情

緒終於在此刻得到了一定的紓緩。
在上映前的媒體觀影預測會上，大家對這部影片的票房預估是在

八千萬到一億多元。開局首日能拿到「預估」的成績，製片人張莉
只覺得欣慰。「這個拍給普通觀眾看的電影獲得了很多群體的正向
反饋，也令我們開始相信一直堅持的創作方向是對的。」

與數據平台合作宣發搶佔票房
「電影是做出來的。」張莉透露，如果合作方不滿意，不如意，

都意味着此前的工作白搭。如何啟動補救措施，也考驗着一個成熟
製片人的應對能力。
更有感觸的還是在宣發、營銷環節。貓眼、淘票票、抖音這類數

據平台的崛起，為很多影片提供了宣發營銷的核心打法策略。
如今看來，和貓眼合作是《末路狂花錢》最大的成功，正是貓眼

在檔期選擇上做出了正確判斷，並精準找到了宣發路徑。
「最開始的啟宣和點映都是從東北三省開始的，首先佔領了這個

區域的票房，然後再從北向南來一路擴散口碑。」張莉說，貓眼確
實制定了非常有效的宣發策略。
今年的春節檔、五一檔，接連有一些電影宣布撤檔，其中更有直

接承認在宣發做了錯誤決策而決定離場。這種遺憾，外人很難去想
像其間的糾結。
2015年，張莉入職開心麻花影業，從電影《夏洛特煩惱》的宣發
開始，她搭上了公司喜劇商業化道路的快車，《驢得水》《羞羞的

鐵拳》《李茶的姑媽》平均一
年半一部的電影節奏，令她
完成了從導演助理到製片
人的職業進階之路。 首
次擔綱製片人的電影，
《獨行月球 》榮登

2022 年 中 國
內 地 票 房
TOP2。
見證過小成本
影片的「黑馬之
勢」，也參與保持了
至今為止評分最高的喜劇電影的口碑之作。商業電影，對張莉來
說，與其說是職業，不如說是一種生活方式。
電影是一個龐大的產業鏈條，細看會發現影片的出品方以及聯合
出品公司，包括4家主要出品以及近21家聯合出品。《末路狂花
錢》作為一部商業喜劇片，它背後是電影三種商業模式裏，最主流
的製片廠模式在主導。
「我前期只需要協助製片公司做投資，工作的重點更多是主創、
演員的敲選，搭建劇組。」影片拍攝完成後的壓力更不小。張莉
說，首次內部放映給合作方、宣發方的老闆看片時，這通常是最為
「膽戰心驚」的環節。
製片人張莉、導演烏日娜背後的開心麻花成立於2003年，憑藉着
話劇在商業上的不斷積累和創造，於2016年1月登陸新三板，創造
了一個半月定增價增幅44倍的紀錄。而第一部喜劇商業電影《夏洛
特煩惱》能夠開啟他們高歌猛進的影視之旅，首先也得益於開心麻
花積累的強大觀眾粉絲群。
手握28部原創話劇IP，基於開心麻花粉絲陣容的發酵和精準營銷

的宣發方案，這些原創作品中已經有14部被改編成電影，有拿下檔
期票房冠軍的，也有至今保持高位口碑評分的商業喜劇。
話劇也好，電影也好，都是直接面向觀眾，所有創作過程怎麼樣

去引領觀眾的審美和滿足觀眾的需求，每次都要有一點新鮮感，也
在不斷努力。「不過，在短視頻的衝擊下，
現在做喜劇電影已經越來越難了。」張莉
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