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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版《心理罪》的故事从一起杀人案开始：不久前才做完心脏搭桥手
术的老年男人被发现死在医院的病房内。特写镜头里，手术针穿过皮肉勾
出一条缝合线来——法医乔兰一边专心致志继续切开尸体的胸腔，一边口
述验尸的结果：“死者在深度麻醉中被开胸，所有脏器均被取出……”随着
法医讲述的勘验情况，凶手行凶的画面不断被补充——在幽暗的场景中，
模糊的身影与落入福尔马林的器官跟着“嗖嗖”的急促背景音乐交替呈现，
没有一丝短暂的停顿。断裂式变化的分镜头造成一系列视觉上的冲击力
和心理上的压迫感。

影片的主要人物和故事情节基本沿用了原著《心理
罪之画像》中“血之魅”描绘的相关内容，同时融合其他
几部“心理罪”小说的精彩内容串连成新的故事线索，也
创造了不少新的角色。尽管故事结构本身以及演员展
现的人物气质已经和原著小说有了非常大的不同，但整
体情节依旧紧紧围绕原书作者最擅长表述的“心理扭曲
才是原罪”来展开：总有一些人，他们被心里的魔障笼
罩，“挣不脱过去，怕极了以后，像个幽灵一样，徘徊在无
尽的黑暗里”。就像电影结尾处那些隐匿于孤岛上的吸
血蝙蝠，畏惧阳光，也见不得阳光，终日躲藏于黑暗的深
处，小心翼翼不让别人发现。

影片中天才青年方木，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物。电
影一开场，镜头是随着飞在空中的“章鱼”小飞机一起，
俯拍整个城市车水马龙的状态。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
有意思的细节：小飞机是方木的，他常常借助飞机的探
头看着城市的地面，就好像他自己俯瞰着这座城市一
般。我以为，这一从上而下看的动作更具有掌控的含
义，很符合方木这个角色的特性。剧中的方木是一个很
高傲的人物，他是幻海大学犯罪心理学权威乔教授的得
意门生，他有着不同于一般人的洞察能力。他用心理侧
写的方式帮助邰伟寻找罪犯，只是想深入最黑暗的地方
看透人心。所谓“画人先画己”，然而方木却画不出自
己，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剧情
不止一次借用方木心爱之人陈希的劝告：“方木，你心里
有一面玻璃，只要打碎了你就可以真正看到你自己了，
其实很简单，动一动拳头就可以了。”可惜的是，直到陈
希被杀害，方木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开始接受乔教授
的催眠，正视自己不为人知的一面；才开始领悟邰伟说
的“敬畏生命”的含义，重新振作起来。

而刑警队长邰伟专业能力强大、嫉恶如仇，但性格
暴躁。事实上，邰队长背负着深深的负罪感，他以为父亲的死是自己造成
的，每到夜里往往在父亲被杀的噩梦中惊醒。他把搭档李一曼的死也归咎
于自己，“‘慢半拍’，没能挺过来”——尽管用的是努力克制的平静语调，依
然能从他那双含泪的眼睛里读出悲恸的情感来。其实在长期的压抑下，他
的心理早已有了障碍。电影里，邰伟总爱对方木拳脚相加，而每一次动手
的时候，正是方木看出邰伟内心脆弱不堪一面的时候，邰伟只是不肯承认
内心另一个模样的自己而已。影片高潮部分，邰伟拿着酒去找方木谈心。
喝醉了的邰伟向方木吐出了心声：“我当警察不是为了子承父业，我是为了
我自己。”终于剖露出内心最大的秘密与创伤。

类似推理影片的导演们大多钟情于刻画这种正面人物内心纠结的心
理，这往往也是最能体现主题、拔高全片基调的重要手段。本片最大的看
点除了方木为警方心理画像的过程，另一方面即在不断的本格推理中让我
们感受到每个人物面对心里原罪的纠结，他们遇见隐藏在内心深处的自
己，然后勇敢地面对面，并最终解决问题。

新片点击：《心理罪》

著名侦探小说家雷米，本职是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的教师，
因精通犯罪心理学和刑侦学，创作了“心理罪”系列小说。雷米
的佳作一直以经典文本的姿态矗立在无数推理迷们的心中。
笔者也是其中之一，所以明明知道好的小说不一定能被改编拍
摄成同等质量的电影，可还是会怀着满腔热情去看一下影片。

和原著相比，影片《心理罪》无论是两个男主人公的个性脾
气，还是剧情设计上的曲折内容，乃至反派作案的心理动因，都
已不复旧貌。二度创作如果能够严格遵循逻辑严密的原则，让
侦探严丝合缝地进行推理，最后成为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观
众也会认可。但电影《心理罪》却没能达到上述要求，反而令一
部本来应该非常烧脑的片子沦为了无需观众思考、只要安心跟
着主人公方木给出的结论看下去即可的电影。

电影根据“心理罪”系列小说第一部《血之魅》改编而来，讲
述心理犯罪学天才方木和刑警队长邰伟联手通过“心理画像”
的侦破手段破解连环饮血案，挖出变态杀人凶手的过程。影片
从一个叫周荣光的运动员在失踪五天后被发现的尸体展开，经
法医鉴定，死者的大量血液已不在体内，反而在死者身上意外
检测出一种奇异的造血因子。方木推断：凶手很可能是采取残
忍的手段进行杀戮后，吸食了被害人的血液。而按照罪犯这种
对于鲜血赤裸裸的执念来判断，那么他很可能还会继续作案。
果然，不久之后，“人血牛奶”案件发生……于是方木再次给罪
犯进行“心理侧写”。所谓的“心理测写”本是一种心理剖析方
法，在刑侦学上，指根据犯罪现场所遗留的蛛丝马迹，结合作案
手法、时间、地点、受害人的类型、数量等一系列因素，从而推断
犯人性格特点、生活环境、职业可能、成长背景的侦破方法。这
个方法在英剧《神探夏洛特》中有不少呈现，在英美等国的破案
实践中也屡见成效。可惜当“心理测写”被呈现在我国的大银
幕上后，观众看到的推理太过武断，现象和结论间的因果联系
十分牵强。最主要，作为侦探片的欣赏者，我们本来能将自己
代入到剧中的“探案者”身份里去，享受那种抽丝剥茧、和罪犯
斗智斗勇的快感；然而，《心理罪》忽视了观众的心理感受。

和很多推理影片一样，《心理罪》采用“双男主”结构。廖凡
饰演资深刑警邰伟，几场打斗戏夺目耀眼，特别是邰伟和反派
在船底夺枪那段，动作潇洒流畅，没有花拳绣腿，没有故弄玄
虚，全是稳、准、狠的扎实功夫，值得称道。廖凡的文戏也很用
心，眼角眉梢的微表情里别有深意，真不亏是在柏林国际电影
节上得过最佳男主角奖的演员。相形之下，饰演方木的李易峰
虽能跟上廖凡的表演节奏，却无法顺利接下对手的“戏”。这令
方木和邰伟的对手戏部分略显怪异，仿佛两人总是自说自话，
彼此情感和内心的呼应很是欠缺。影片在人物设定上也有软
肋：方木和邰伟是合作伙伴，可两人在剧中的前三分之一时间
里几乎见面就掐，一言不合便剑拔弩张。直到方木的女友死
去，邰伟略起了恻隐之心，两人才终于握手言和，开始同仇敌
忾。两位女演员的表现也不太理想。万茜饰演的乔兰总是说
着专业术语，然后进行解剖。演方木女友的陈希只要一和李易
峰同框，就能莫名其妙地将《心理罪》从推理悬疑片转化为校园
青春片。总之，女演员们美则美矣，可脸上乏“戏”。此外，影片
还有个特点：节奏紧凑，高能桥段密集。这本来该算是一优点，
可惜凡事过犹不及。说白了，悬念做不到错落有致、张弛有度，
实际上就是没有节奏感。

□点击人 无 端

在“悬疑”的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点击人 郁妍捷

捉住隐匿于孤岛上的吸血蝙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