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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村已就绪“双奥之城”准备好了

名导操刀依旧口碑两极《沙丘》没逃过的翻拍魔咒

北京商报2021.10.28

上映、定档紧锣密鼓

10月27日，据媒体报道，传奇影业与华

纳已对外宣布，电影《沙丘》将拍摄续集，并

确定《沙丘2》计划于2023年10月20日在北美

上映。

而此时，《沙丘》第一部电影作品才刚刚

登上大银幕不足一周时间，紧锣密鼓地上映、

定档，转瞬便得到第二部明确拍摄并定档的

消息，令人们应接不暇，同时也产生热议。截

至北京商报记者发稿，微博话题“沙丘2定档”

已实现阅读量超亿次。

值得注意的是，《沙丘2》的确认制作此

前便已传出风声。今年9月，《沙丘》导演丹尼

斯·维伦纽瓦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曾透露有关

续集作品的信息，并称《沙丘2》的准备工作

已经全部完成，“当你拍摄一部上下集的影

片时，你总是会做好所有的准备工作。如果

制片方能开个绿灯的话，那么我可以在2022

年开拍这部影片，因为我已经做好了所有的

准备”。

就影片来说，电影阵容堪称高配。导演维

伦纽瓦曾执导过科幻小说改编的电影《银翼

杀手2049》和《降临》，鲜少失手，常被拿来与

大导演诺兰比较，被誉为“瓦神”。在演员阵容

上，有被中国观众称为“甜茶”的蒂莫西·柴勒

梅德，《海王》的主演杰森·莫玛，《复仇者联

盟》里灭霸的扮演者乔什·布洛林。

而对于此次《沙丘2》的制作细节，丹尼

斯·维伦纽瓦则进一步表示，第一部电影中，

“甜茶”饰演天才少年，与演员赞达亚饰演的

弗里曼人共同踏上冒险之路，而在《沙丘2》

中，两人还将继续出演，同时影片将会有更多

的动作戏份，对话戏则会相对减少。

首部作品口碑两极化

尽管《沙丘2》趁着首部作品上映的热度

迅速确认拍摄计划与档期，但该片是否能

按照预期获得市场反馈仍被打了一个问

号，原因则在于当下上映的《沙丘》正承受

着质疑，首先不可不说的便是口碑两极化的

现实情况。

据豆瓣电影显示，截至北京商报记者发

稿，《沙丘》的评分为7.9分，其中，五星和四星

的评分占比分别为25.5%和47.2%，三星及以

下的评分共计占比约27%。评分虽不低，但观

众的评价却高低不一。

有观众认为，影片将原著小说中的世界

观与剧情均尽可能地进行了还原，同时影片

画面与声效、后期特效、服化道等实现沉浸式

的视听享受，场面宏大且震撼。但与此同时也

有另一部分观众发出截然相反的声音，并称

影片虽然华丽，但却冗长、空洞、节奏缓慢，看

了一会儿就想昏昏欲睡或是玩手机。

不同于漫威式好莱坞爽片，《沙丘》的叙

事方式和呈现的电影质感，是一部反类型的

商业大片，遭受大众口碑争议或是这部电影

的宿命。影片艺术审美上的门槛和故事庞杂

的叙事难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版《沙丘》

在国内很难成为爆款。

或许是受到口碑等方面的影响，《沙丘》

在国内的票房也不温不火。据灯塔专业版

显示，截至10月27日15时，《沙丘》的国内累

计票房为1.67亿元，且映前媒体票房预测为

2亿-2.8亿元，这与《沙丘》在全球市场已获

得超2.2亿美元票房，北美票房超4000万美

元，法国、俄罗斯等地票房超2000万美元相

比，存在着反差。对于《沙丘》在国内的市场

反馈，北京商报记者联系片方，但截至发稿

未得到回应。

改编取舍与平衡决定市场走向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沙丘》口碑两极

化的表现也与受众特点存在一定的联系，观

看过原著小说的观众，往往会对影片给予更

为肯定的评价，而此前并未接触过原著的观

众，则有不少直接表明无法接受影片的设定

与世界观。“这实际也从侧面印证了为什么把

这部作品叫作‘最难改编的科幻片’。”影评人

刘贺如是说。

对于没有看过原著小说的人来说，《沙

丘》的观影门槛和理解难度的确不低。《沙

丘》原著小说一共有六部，讲述的是在距今1

万年后的未来，人类离开地球，开启星际殖

民时代，为了抢夺宇宙中最重要的能源“香

料”，在“厄拉科斯”星球发生战乱。本次上映

的电影，仅展现了第一部的前半部分，少年

保罗·厄崔迪在权力的斗争中，正在慢慢觉

醒，剧情在这位小王子刚拿起复仇的武器

时，就戛然而止。

公开资料显示，《沙丘》原著是首部同时

获得雨果奖与星云奖的作品，并被不少榜单

评为科幻小说史中的必读经典。刘贺表示，原

著小说的体量远远不是电影两个多小时就能

完整展现的，这也是《沙丘》拍成系列影片的

原因之一。而第一部作品更多的是打造出世

界观的基座并交代前期剧情，在一定程度上

也兼具了序和前情概要的功能，使得部分观

众会认为影片没有内容，而熟悉原著的观众

便不会因此疑惑，更能沉浸下来欣赏影片，因

此，影片给一些并不熟悉的观众带来了所谓

的“门槛”。

事实上，影视化难题一直困扰着《沙丘》。

《沙丘》中文版译者之一顾备曾发表文章表

示，《沙丘》不仅仅是一部科幻小说，其中也蕴

藏着宗教、信仰、政治、经济、哲学、军事、科

技、社会、民族、文化、传统等等议题。同时，它

在生态学、环境学以及生物进化等领域的造

诣，几乎到了学术论文的层次。在《沙丘》第一

部中，将近1/3的篇幅都用来描述宏大的世界

设定，而如此宏大的设定，就让任何电影叙事

变得束手无策。

在业内人士看来，改编的过程也是一个

衡量取舍的过程，每一个选择都会对作品的

市场反馈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没有百分百

的完美，也没法得到所有观众的认可，只有

选择出适合自己的定位，通过平衡与调整以

及高质量的制作来帮助自己达成合理设定

的目标。

北京商报记者郑蕊

第一部电影登上大银幕还不到一周，续作便马不停蹄地定档，被称为“最难

改编的科幻片”《沙丘》的这番“快”操作，令人应接不暇，又令人好奇该部改编作

品是否真的有那么难。不言而喻，汇聚了“甜茶”“灭霸”等演员的《沙丘》虽不缺

少关注度，然而，首部电影的口碑两极化，以及截至10月27日15时，国内累计票

房1.67亿元的数字，不温不火的市场表现似乎证明了改编确实不是一件易事，

同时，这也给电影续作效果如何埋下了一颗带有疑问的种子。

《沙丘》上映情况

（数据来源：灯塔专业版、豆瓣电影，

截至2021年10月27日15时）

国内累计票房

观影总人次 3.99万人

映前媒体票房预测 2亿-2.8亿元

豆瓣电影评分 7.9分

1.67亿元

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

10月27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北

京市副市长张建东介绍，北京冬奥会、冬残奥

会是我国重要历史节点的重大标志性活动，

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冬季综合性体育盛会。

筹办以来，在冬奥会工作领导小组直接指挥

下，全面落实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奥理

念，与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等方面紧密

合作，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冬奥筹办，目前各

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针对场馆和基础设施方面，张建东还表

示，所有12个竞赛场馆全部完工，通过国际冬

季单项体育组织认证，全面具备办赛条件。国

家速滑馆“冰丝带”、国家雪车雪橇中心“雪游

龙”、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等新建场

馆，在满足办赛要求的同时，充分融入了中国

文化元素，已成为令人瞩目的标志性建筑。三

个冬奥村、主媒体中心等非竞赛场馆已经交

付使用，京张高铁、京礼高速等基础设施投入

运营，无障碍设施环境进一步提升，全面满足

冬残奥会的要求。

“赛时场馆化运行模式全面实行。场馆是

赛事运行的基本单元，也是最重要的运行主

体。去年从冬奥组委、属地政府、业主单位等

各方面抽调骨干力量，组建了场馆团队，负责

每个场馆的赛事组织、疫情防控、设施维护、

服务保障等工作。为进一步提升场馆赛时运

行和保障能力，今年10-12月我们计划举办

10项国际测试赛和3场国际训练周，完全按照

冬奥标准进行全要素测试，预计将有2000余

名境外运动员、随队官员等通过全程闭环管

理来华参赛。”张建东介绍道。

“一场一策”“一馆一策”

虽然各项工作准备就绪，但不断变化的

疫情无疑是举办北京冬奥会所要面临的最大

挑战，所以疫情防控工作就成为了重中之重。

张建东在会上还表示，为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与国际奥委会、世界卫生组织等成

立国际疫情防控工作组，与国家卫健委、北

京市、河北省等组建国内疫情防控专班和

专家组。坚持把参会各方健康安全放在首

位，充分发挥国际国内两个机制的作用，制

定了冬奥会疫情防控总体指导意见、总体

工作方案和“一场一策”“一馆一策”的防

疫措施。

北京商报记者还了解到，近日，国际奥委

会、国际残奥委会和北京冬奥组委三方共同

发布了第一版《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

会防疫手册》（以下简称《防疫手册》）。《防疫

手册》中指出，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参赛运

动员疫苗接种“应接尽接”，即鼓励和提倡所

有运动员接种疫苗。接种疫苗的运动员、少数

通过医学豁免的运动员和随队官员可在入境

后直接进入闭环。其他人员执行“二选一”政

策，即来华前14天完成全程疫苗接种者，入境

后直接进入闭环管理；未接种或未完成全程

接种的，入境后进行21天集中隔离观察。值得

一提的是，第二版《防疫手册》计划于今年底

发布。

“我们将严格执行相关处罚规定。一些细

节也正在和国际奥委会进行沟通，不遵守防

疫手册规定的，可能会面临着警告、临时或永

久撤销注册资格、临时或永久取消参赛资格、

逐出比赛、取消相关资格等比较严重的后

果。”张建东说道。

全面落实遗产战略计划

冬奥会赛后的场馆如何利用，也是大家

所关心的问题。对此，张建东还介绍到，将全

面落实遗产战略计划。“每个场馆都制定了

赛后利用方案，依托首都体育学院成立北京

国际奥林匹克学院，北京冬季奥林匹克公园

落户首钢，延庆奥林匹克园区、张家口崇礼奥

林匹克公园赛后命名已获批准。以冬奥筹办

为契机，大力推进冰雪场地设施建设，积极推

动冰雪运动进校园、进社区，‘三亿人参与冰

雪运动’的目标正在逐步成为现实。”张建东

表示。

此前，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

委会副秘书长徐志军就在北京奥运城市发展

论坛上表示：“遗产工作是冬奥筹办的重要内

容，冬奥会建设初期就起着带动各区域发展、

城市复苏的作用，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

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冬奥会的赛后

场馆利用和奥运精神的传承也一度引发了

大众的关注，对此，北京冬奥会组委会制定

了北京冬奥会遗产战略计划，从7个方面35

个领域着手，谋求奥林匹克运动和城市发展

实现共赢。”

作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三大

赛区之一的延庆赛区，其赛后场馆利用备受

大家的关注。据了解，延庆高山滑雪中心在赛

后，将3公里平缓雪道向大众开放，高山滑雪

的场地可以向高级别的滑雪爱好者开放或用

于赛事投入使用。不仅如此，延庆区在建设发

展冰雪体育运动的同时也相应增加了冰雪运

动的就业机会，目前，延庆区正在加速建设冬

奥小镇，带动其冰雪旅游项目的发展。

在资深旅游专家王兴斌看来，等冬奥会

结束以后，场地的利用和管理也将是新的考

验。因为疫情的变化带来了很多新的情况，所

以在疫情变化之后，冬奥场馆如何利用也应

该考虑周全。同时对体育比赛、卫生条件、社

会生态环境的管理来讲，冬奥既是新的考场

也是新的机遇。

“冬奥会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赛事之一，

因此在世界疫情依旧严峻的形势下，我们国

家将如期举办此次冬奥会，确实是一件很了

不起的事情。这不仅是对我们国家处理疫情

变化的考验，更是对我们国家的社会管理能

力、应对国际事件的一个很好的考验与展示。

因此，此次北京冬奥会的举行已经超出了一

般意义上的运动会。”王兴斌还谈道。

北京商报记者关子辰吴其芸

随着北京冬奥会进入了最关键的100天，各项准备工作也陆续就绪。10

月27日，北京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长张建东在发布会上介绍，

明年1月27日冬奥村将正式开村，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2月2日将开

展火炬传递，拉开北京冬奥会的序幕。同时，北京商报记者还了解到，在疫情

防控常态化的大背景下，北京冬奥会还将实行“一场一策”“一馆一策”的防疫

措施。此外，遗产工作也是冬奥筹办的重要内容，每个场馆都制定了赛后利用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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