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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电影《西虹市首富》的讽刺意蕴

蓝善敏

陆军步兵学院，江西 南昌 330000

摘要：影片《西虹市首富》票房突破 25.4 亿，受到业界和观众的广泛好评，该作品继承了“开

心麻花”小人物视角下荒诞叙事的范式。同时，在电影营造的狂欢和梦幻的背后,导演对社会问

题和人物欲望的辛辣讽刺和准确揭示也有效的激发了观众的共鸣。影片的讽刺策略广泛运用于情

境设置,人物塑造、语言文本设计等多个层面，促成了对人性、物欲、社会阶层形态的深层次解

读，也表现出饱满的情感张力和丰富的后现代文化内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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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电影《西虹市首富》的叙事和表达中,

导演借助讽刺艺术以反抗的姿态与玩世不恭的

态度来对抗世俗和崇高，构建出一场极具放纵

宣泄感的梦境，让观众在上帝视角观察一场时

代洪流中的小人物被骤然拔高后所引发的荒诞

戏谑的游戏。另一方面，影片通过文化隐喻折

射出社会阶层的百态和时代文化的荒谬性，在

规则限制下物欲和人性的暴露，转向都使得观

众情感得到了宣泄。导演通过讽刺和隐喻艺术

塑造出独特的人物形象和影像风格，呈现出作

品强烈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具有独特的审美价

值。

一．情境的反讽意味与狂欢化

《西虹市首富》通过狂欢化手法的演绎，

营造出一个自由的、释放压抑和欲望的情境,

同时通过这种情境表达出对现实的反讽,在欢

快的情绪节奏中揭示出现实的荒诞性。片中非

理性的成功模式、沦陷于金钱的教育家、谄媚

的大堂经理等形象都源于一种错位，错位产生

出喜剧效果的同时，还表达出导演对荒诞现实

的讽刺意味
[1]
。

此外，影片中多个情境呈现出反讽意味。

反讽(irony)这个词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希腊

文为 eironia,之后“反讽”演变成为一种修辞

手法,它在中西方的古典诗词小说中比较常见。

“反讽”一词可解释为“是说话或写作时一种

带有讽刺意味的语气或写作技巧，单纯从字面

上不能了解其真正要表达的事物，而事实上其

原本的意义正好与字面上所能理解的意涵相

反，通常需要从上下文及语境来了解其用意”

电影构建出一个严格规则下的富人游戏，

以王多鱼的小人物视角切入，描绘出一个荒诞

的社会现状。片中王多鱼对夕阳产业和各种荒

诞创意的投资并没有像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失

败，反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成功，非理性且无

秩序的行为反而获得了理性谨慎所无法获得的

成果，王多鱼懊悔的模样却被旁观者认为是天

才对自己的鞭挞和激励，这些黑色幽默的情境

蕴含着影片对股市现状以及市场投机主义盛行

现状的嘲弄，同时也表达出对功利主义者的反

讽
[2-4]

。

综合片中每个细节来看，电影本身就形成

了一个完整的反讽情境，处于上帝视角的观众

将片中的荒谬和消费情境看懂甚至对王多鱼的

成功产生羡慕向往之情时，这种讽刺艺术也延

伸至屏幕外，被时代文化和现状所裹挟的观众

也变成了影片所要暗讽的对象。电影的反讽艺

术具有多重性和隐蔽性，所针砭处过多虽有过

载和悲观之嫌，但荒诞事件也具有较为严谨的

逻辑结构。王多鱼对夕阳产业的巨量资金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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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了投资者跟进，推动股价上升，唤醒了产

业活力，包酒店、拉菲特午餐又为股市的疯涨

做了铺垫，一系列小概率事件的发生构成了成

功。

电影的中心设定在于：浮躁时代下的钱生

钱现象。片中王多鱼颓然地摇着红酒，对着记

者和民众大喊：“我费尽心思的去花掉我拥有

的钱，可是钱却像繁殖一样，越用的多还越赚

的多，你们气不气。”台下的人们在不平等的

直观刺激下，宣泄出愤怒和嫉妒，但当王多鱼

公布了散财式的脂肪险后，人们却群起相应，

整个城市因为王多鱼的意志而运转起来，游戏

渗透到了每个人的生活中，这段情境所产生的

戏剧张力和讽刺力度随着狂欢的歌曲达到了高

潮。荒诞可笑的脂肪险表达出对健康生活的追

求，但不可否认，脂肪险对人群激励作用的实

质依然是金钱，这是无法被公益外衣所掩盖的，

该情境依然蕴藏着对于社会价值观的讽刺意

味。王多鱼对城市的意志渗透反映出人性和尊

严在物欲裹挟下或被消解或被异化，当人们的

主体人格被时代价值观所浸染、操纵之后，主

体已经将自身所有的感官重心投射于物欲，成

为“物”的附庸和工具，这种状态下的社会景

观继而出现游戏化、拜物、狂欢化等文化因子，

电影对这种荒诞进行了批判性的揭露和讽刺

[5-6]
。

在影片末尾，婚后的王多鱼夫妇准备将财

产贡献给公益事业，夫妻两人陷入家庭责任和

社会责任的矛盾中，育儿费似乎看不到尽头。

观众们沉浸于这个极具争议的开放式结局所带

来的思考时，影尾音乐响起，歌词是“我想变

成一颗金黄的大树”。这一段讽刺含义实际有

两层，首先是直接指向于当下社会的育儿成本

和生活压力，这个情境对于社会问题进行了辛

辣的揭露，更深层次上，身家百亿的王多鱼虽

经过了人性的考验，但依然没有摆脱金钱的束

缚，财富游戏的考验只是证明了王多鱼拥有道

德良知的“底线”，而并没有形成高于常人的

价值观，王多鱼的精神并未富足。同时，片中

渴望金钱，又试图超脱金钱，最终又受困于金

钱的故事结构也呈现出富有解构主义色彩的开

放性和无终止性，故事情境的荒诞性表明它挣

脱了以往电影主角经历考验后获得彻底圆满的

结构，同时显露出时代洪流中小人物式的自嘲。

二．植根于现实的人物讽刺

电影《西虹市首富》立足当下现实生活，

对消费主义文化影响下的时代观念提出了质疑

和嘲弄。通过对人物的塑造揭露了物质和人性

冲突下暴露的矛盾，引导观众对现代价值观念

的荒诞性产生深刻的认识。电影中作为社会公

知的柳建南代表着知识精英阶层，该人物得到

社会广泛的认可并作为楷模，但其贪婪和虚伪

的面目却在之后物质的考验中暴露无遗。柳建

南这一类人能获得市十佳青年的称号本身就是

对社会认可标准的讽刺。电影对这类群体的批

判并不停留于人物本身，更嘲弄和质疑了称号

背后这背后社会认可标准和价值衡量的观念和

规则，联系到电影末尾曾被媒体取笑为暴发户

的王多鱼因为十个亿的脂肪险而受到“市一大

杰出青年”的褒奖，电影通过两个人物形象的

塑造，凸显出社会评价与人本体的矛盾和错位，

将矛头暗指社会环境的漏洞，构成了电影对当

下社会评判机制和金本位思想的讽刺与无情抨

击
[7]
。

电影不单单停留于对柳建南所代表的社会

精英阶层进行调侃。片中柳建南先是在王多鱼

的金钱下卑躬屈膝，之后被基金会代理人收买

又被背叛了王多鱼，最后又被代表资本力量的

金先生无情抛弃。电影通过这组因果逻辑传达

出一个极具时代性的理念：“教育不应谄媚经

济”，导演暗讽和揭示的是当下学者的尊严及

底线正在物质的冲击下瓦解。影片中刘建南的

演讲主题是“不要做金钱的奴隶”，而他自己

却恰恰成为了金钱的奴隶，这个极具矛盾和讽

刺意味的设定不仅引人发笑，还反映出当下现

实社会中教育的困境，隐喻着拜金主义文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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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转型中的矛盾状态，呈现出笑中有泪的独

特风格
[8]
。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谈到喜剧的特征

时说：“喜剧模仿的是比一般人较差的人物”，

这个“差”指的并非外表或品行，而是指小人

物，他们具有低社会地位者所特有的滑稽感。

他们是我们身边的人物，他们欲望和现实间的

落差产生的焦虑、失落、苦恼，荒诞才能让我

们感受到真实的共情。而这种情绪的表达和所

夹杂的反思便是反讽的目的。电影名称叫做《西

虹市首富》，首先标题中的首富王多鱼，虽然

在不到十五分钟的篇幅就完成了从社会底层边

缘人物到社会上流首富的转换。但其实全片主

角情绪和其自我认知来看，王多鱼从未离开小

人物的框架，相比迷失与物质中的庄强和柳建

南等人，王多鱼的形象是扁平化的，他一直坚

守着人性的底线，单纯简单。王多鱼这个角色

的内在实质与他的华丽包装形成了南辕北辙的

矛盾。比如在训练球队时，王多鱼对庄强的训

斥，王多鱼在决策时无厘头的投资等行径，这

些行为与片名中“首富”一词所蕴含的价值观

念形成戏剧性讽刺，嘲弄了当下社会新兴的暴

发户阶层。影片对于社会高层人物智慧高贵形

象的颠覆也形成了对人们致富幻想的尖锐讽

刺。

三．后现代风格的文本反讽

哈桑曾对后现代文化的艺术特征进行概括

和总结，首先是“解构性”，这是一种颠覆传

统意识结构或秩序的审美特征。而第二个概括

特征是重构趋势，这种趋势表现为狂欢和反讽，

他认为后现代的反讽是一种“中断反讽”，这

类“反讽”具有多重性、散漫性、或然性、荒

诞性，亦可称之为“透视”，这是一种泯灭了

基本原则和范式后的无方向。表明了真理终于

断然躲避心灵，只留给心灵一种富于讽刺意味

的自我意识增殖或过剩。

电影《西虹市首富》中的台词设计就具有

多重性的中断反讽意味，片中被人们视为废物

的庄强在开会时，本子上记录着自己空洞和走

神的呢喃话语，而王多鱼却号召大家要学习庄

强，把自己的话都记下来，这一段对白的讽刺

含义有两层，第一层讽刺指向庄强，他对挑战

一无所知却沉浸于被利用的喜悦中，庄强的踌

躇满志与自身能力的不足也形成了一种错位的

戏剧感，达到讽刺效果；然而细想之下却不难

发现深层次的讽刺：即现实中非专业者领导专

业人群的荒诞现象，会议应记录精华的内容要

点，但庄强的笔记却与此形成了一个悖论：在

决策制定中，站在权力话语中心者的空洞赘言

挤占了富有价值话语的空间。这一段对白打破

了过往生活的基本原则，充满荒诞和无厘头的

意味。呈现“中断反讽”的美学价值。

《西虹市首富》在表面的荒诞和狂欢掩盖

下给观众描绘出现实的悲剧性。王多鱼的眼里，

投资梦想就是最赔钱的事情。因而在投资时，

王多鱼对不切实际的梦想的一掷千金，极富冲

击力的挥霍使观众获得了视觉消费的快感和解

放物欲的情感体验。

当众人质疑王多鱼的决定时，他说：“钱

是王八蛋，我们要尊重梦想”，这句台词的设

计隐喻的是小人物暴富后对自身夙愿的弥补，

王多鱼的初心是想着成为好的守门员，但他荒

诞不经的投资都取得了意外的成功，唯独自己

的足球梦想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庄强的全力以

赴源自于对王多鱼的愧疚和感激，吊诡的是，

这是份情感恰恰需要王多鱼的财富为支撑，也

是财富支撑起了庄强脆弱的尊严。由此可见，

庸俗的物质与清澈梦想不仅不是二元对立的，

反而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资本的推动是梦想

成功孵化的条件。电影的这段台词深刻揭露与

讽刺了现实境况的困境和矛盾，反讽艺术的运

用极富批评性和技巧性，同时戏剧化的表现手

法适可而止，尊重了客观现实，大翔队并没有

俗套地创造奇迹。影片剧情和台词的有机组合

呈现出后现代主义游戏化、无终极意义的美学

特征，这种“无意义”并非要消灭意义，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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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次触发人们思考，去探寻意义之外的情感

本质，其实质在于对异化、矛盾的和解以及对

经典的功利范式的反抗。

孙佳山认为，“开心麻花’系列喜剧电影

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对当代喜剧电影中“笑”的

机制背后的复杂社会心理的持续性深度挖掘，

这是其近年来持续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片中

柳建南的新书名《建南教你种道德之花》与该

人物卑躬屈膝且毫无道德底线的姿态形成强烈

的反讽意味，而画面外沉浸在消费快感中的观

众被剧情操控着，情节的层层递进映射出深刻

的社会现实，尴尬情境中的荒诞话语流露出对

社会心理异化的尖锐讽刺。

结语

电影《西虹市首富》用充满讽刺趣味的电

影语言表达出对传统价值和意识的质疑，以及

对人性和物质话题的反思，其运用讽刺艺术疏

导观者在生活中受到规则束缚而压抑在内心深

处的冲动，通过营造电影梦境的狂欢来引导观

众意识，揭示并讽刺了社会潜在认知的异化，

同时这种自嘲态度下的讽刺蕴藏着对现实生活

深刻地洞悉和体悟。影片结尾处对人性底线的

守护和捐款的抉择，不仅使得整个电影梦境的

人文情感落地，也凸显出表达他对当下社会和

人生的认识与思考。

此外，更深层次的则是讽刺意味折射出的

后现代主义美学色彩，开放式结局和多义的文

本寓意表达了电影对范式的反抗和对中心话语

的疏离。在渐显疲态的国产喜剧电影中，讽刺

所呈现出的一种戏谑文化，消解了事物的绝对

化，颠覆了权威，在解构与重构的追寻过程中，

挖掘人性本身，实现精神与现实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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