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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观察

□ 蒋肖斌

河南卫视又又又又来了！继《元宵奇妙夜》《清明

奇妙游》《端午奇妙游》后，它没有错过任何一个中国

传统佳节，果然，七夕前夜，在一场英仙座的流星雨

后，它带着《七夕奇妙游》如约归来。

为什么说是“归来”？因为还是熟悉的味道，还是

火爆出圈的疗效。当第一个节目《龙门金刚》以龙门

石窟为背景，飞天起舞，乐伎奏乐，金刚大力士“活”

了起来，观众被惊艳，也勾起了两个月前“水下洛神”

惊鸿一瞥的记忆。

当《元宵奇妙夜》的那群唐宫小姐姐叩开了节日

晚会的新大门，河南卫视算是找准了自己独一无二

的文化密码。在这 4 场晚会中，据不完全统计，洛阳

的龙门石窟、应天门，开封的清明上河园，登封的嵩

阳书院，这些穿越历史而来的文化场景，悉数成为节

目背景；洛神、花木兰、兰陵王，历史和传说中的名

人，都是节目主角；琵琶、唢呐、鼓、笛⋯⋯传统民族

乐器的新声，构成了节目的主旋律。

中华传统节日，往往可以上溯至远古时期，先民

创造出绚烂多姿的节日文化，有的却因为沧海桑田

而在当代失去了生存土壤。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

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

都活起来，这恐怕是“奇妙游”系列最根本的出发点。

如今，传统文化是富矿，已经成为共识，而如何把富

矿点石成金，站在这些文化大 IP 的地基之上，还需

要更多当代智慧。

龙门石窟每年游客数百万，但你见过众飞天在卢舍

那大佛前飞舞、不怒自威的金刚们刚从崖壁上走下来的

奇妙景象吗？背景音乐中有梵音、钟声、唢呐、电音无缝

衔接，奉先寺依托学术研究和数字技术在千年后“恢复”

了色彩，这是《七夕奇妙游》对传统文化的再创造。

七夕，也被称为“中国情人节”，在这一天，女子

洗发、梳妆、染指甲、投针验巧、祭拜织女星、穿针乞

巧⋯⋯等等传统节俗在《给女孩》这首歌中得到展

现。器乐节目《破阵乐》则以花木兰为主角，大漠铁

骑，群山可撼，呈现了女孩的另一面，网友们此时也

在弹幕上开启了边塞军旅诗接龙大赛。

七夕也是一个和宇宙星辰密切相关的节日，古

人说“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今天的中

国人已经真的能驶向星辰大海，探月工程名叫“嫦

娥”，中继卫星名叫“鹊桥”。《七夕奇妙游》在主题曲

《为自己鼓掌》中，为传统节日赋予了航天故事的时

代新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而这，就是历史与当

下呼应的浪漫。

每逢佳节倍思亲，每逢佳节也必有晚会。在 80
后、90 后的童年记忆中，节日晚会就是一场舞台上

的表演，几十年来的进步，也无非是服化道越来越精

致、舞台效果越来越高科技。而“奇妙游”系列，重新

定义了节日晚会的概念。

它将晚会的表演舞台，从室内搬到了广阔天地，不

仅在石窟、书院等外景地，还在天上、水下，甚至是绿幕

前，结合数字技术创造出一个难辨真假的梦幻世界。

晚会的节目构成，不再是一个个节目的缀连，而

有了一个完整的故事。《七夕奇妙游》讲述了在 2035
年，女宇航员唐小天回到唐朝洛阳，结识了医药世家

出身的唐小竹和说书艺人唐小可，并在她们的带领

下度过了一个特别的七夕节。

年轻人观看晚会的方式，不再是端端正正坐在

电视机前，按照顺序耐心地看完整台晚会。他们手

上，握有选择、跳跃、快进、暂停、退出的权力，对节目

内容还有实时评论的参与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弹

幕已经成为一台晚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器乐类节

目中，有人会科普每种乐器的名称和来历；舞蹈类节

目背后的文化内涵，不用节目制作者解释，自然有观

众一一分析。

一个有趣的现象，每当“奇妙游”的节目过半，就

有弹幕提示，“进度条要撑不住了”。六七个节目、半

小时左右的时长，和传统节日晚会相比无疑是偏短

的，每次都让网友意犹未尽。但轻盈的体量，既给观

众留下了期待下一次的念头，也让晚会易于在互联

网传播。几乎每个节目剥离出来，都是一个可独立传

播的精彩短视频，整台晚会也能在地铁通勤路上戴

着耳机欣赏完毕。

据说几趟“奇妙游”下来，节目中出镜的几个河

南旅游地，都吸引了不少溯源而来的年轻游客。他们

的旅行方式，是真的“文旅融合”。

传统节日是先人智慧情趣和文明绵延不绝的综

合载体，多种元素构成了一个丰润的传统节日。我们

过节，有音乐、有舞蹈，有仪式、有游戏，有美食、有华

服，传统节日“活”起来，节日晚会持续打动年轻人的

心，“复活”的将是一个多元的文化氛围。

话说，一个多月后就是中秋节了，观众都准备好

了，“奇妙游”，请继续。

传统节日可以这么玩，“奇妙游”重新定义节日晚会

□ 沈杰群

得知中央督导组要进驻本市，一个为失踪丈夫

上访申诉 14 年之久的女性，决定去拦车。她跪在

马路上手举摄像机，等待督导组的车。然而，先靠

近她的是一辆环卫洒水车。光天化日之下，这个举

报人被杀害了。凶手处理血迹的时候，洒水车还响

着 《祝你平安》 的音乐。

年轻的酒店服务员偶然发现了一个逃脱死罪之

人的秘密，悄悄在厕所门下方录了对方亲口诉说真

相的视频，没想到，这个举止直接为自己和姐姐带

来巨大的悲剧。

这些令人震撼的情节，出现在最近播出的扫黑

题材电视剧 《扫黑风暴》 开头，尺度是不是很大？

恶魔在人间，但也一定有人负重前行，与恶魔

抗争。《扫黑风暴》 豆瓣一开分，即达到 8 分。这

部剧讲述了前刑警李成阳、年轻刑警林浩在督导组

的指导下，和专案组组长何勇共同协作，将黑恶势

力及其背后的“保护伞”成功抓获的故事。导演五

百擅长悬念迭起、心理博弈的叙事特点，《扫黑风

暴》 也不例外，但这次要讲的故事，格外刺激。

“全国扫黑看中江，中江扫黑看绿藤。”曾多次

出现在刑侦影视剧作品中的虚拟地名“绿藤市”，

在 《扫黑风暴》 中再度亮相。

虽然和虚构的“绿藤市”一样，该剧许多细节

和人物塑造都经过了艺术化加工，但细心的观众还

是会从中感到“似曾相识”的气息，在剧情中找到

现实的影子——没错，真实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是 《扫黑风暴》 剧情引人入胜的最重要原因。

2018 年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 《关于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3 年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

拳出击，有黑扫黑、有恶除恶、有乱治乱。《扫黑

风暴》 内容都取材改编自全国扫黑办提供的真实案

件，主创团队得到各大权威机构支持与指导，经过

长 期 的 查 阅 资 料 与 实 地 走 访 ， 节 选 出 孙 小 果 案、

“操场埋尸”案、湖南文烈宏涉黑案、海南黄鸿发

案等具有代表性的案件，进行取材改编。

剧中让观众恨得牙痒痒的“孙兴”，喝多了酒，站

在镜子前恍惚看到从前的真实面貌，说自己因为杀

人而改变原本的身份。“孙兴”故事改编自轰动全国

的孙小果案。现实中，孙小果被判处死刑后却莫名其

妙“死而复生”——死刑未被核准改为了死缓，并数

次减刑，并利用父母关系以假名“李林宸”在狱外活

动，开公司和娱乐场所，胡作非为。

该剧还涉及到“校园贷”“裸贷”、黄赌毒⋯⋯

这些情节背后很可能是一桩桩现实案件，是新闻报

道中出现过的无数受害者。

《扫黑风暴》 的真实感，既是因为对现实案件

的改编，更是来自于对一线扫黑人员、社会正义人

士的深度刻画。

有观众看后评价，追这部剧感觉好人也太难

了，“很少见到电视剧里这么难击垮的反派”。通过

这部剧，观众也能深切感知到，现实的扫黑除恶从

来不会是速战速决、“开金手指”的大爽文。前行

的每一步，都凝聚着一群人数年的心血。

孙红雷饰演前刑警李成阳，因被人栽赃陷害而退

出警队，但始终不放弃对案件的追查。经历复杂的他，

想凭一己之力查清案件真相，结果苦苦追寻十余年，屡

遭挫败，绝不屈服；年轻刑警林浩，热血无畏，一心为

公，有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也有与罪犯周旋的智

慧。随着剧情推进，林浩和李成阳从原本的误会敌对，

转变为后来的惺惺相惜，向着共同目标一道前行。

《扫黑风暴》 充分展现了一幅“扫黑群像”。剧

中，有督查指导的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有一线扫

黑人员，也有新闻记者黄希为代表的社会正义人士

为推动案件查办作出重要贡献。

将所有恶人与“保护伞”绳之以法，换取一个

清朗坦荡的政治生态，换取和谐安宁的社会环境。

这场战斗从来不是一个人的行动，需要一群人，以

及各方面的努力和支持。

大尺度的 《扫黑风暴》，再次印证了真实的力

量。电视剧的创作，唯有怀揣直面真实的态度，才

能触动人心。

大尺度的《扫黑风暴》，再次印证真实的力量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都市剧 《我在他乡挺好的》 第一集，“北漂”

女孩胡晶晶经历了人生最绝望的一天。这一天中有

一丝难得的暖意，来自陌生人。

胡晶晶帮闺蜜乔夕辰“出头”吓唬咄咄逼人的

出租屋房东。在派出所，她们接受警察的教育和帮

助。谭警官看了胡晶晶的身份证，发现今天是她的

生日，说了一句“生日快乐”。这个情节戳中很多

观众的泪点。

饰演这位暖心民警的，就是 《我在他乡挺好

的》（以下简称 《他乡》） 导演李漠。他说，自己

是被制片人要求演的。“制片人说你来吧，反正你

长得还像个民警，北京话你也熟，不然还得找别

人”。

“我觉得这个社会还是善良、热心的人多，有

些人不说，可能只是没有合适的契机，或者害怕给

别人添麻烦、害怕受伤害。”面临大城市里种种不

堪和不快，却依然能感知生活里的小温暖，这是

《他乡》“人间真实”却并不丧的原因。

《他 乡》 是 都 市 剧 ， 也 是 女 性 闺 蜜 剧 。 胡 晶

晶、乔夕辰、纪南嘉、许言这 4 个异乡生活的女孩

经历着各自闯荡的冷暖，以及同行路上的悲欢。

李漠一直觉得“姐妹戏”非常难拍，担心自己

作为男性导演，没法完全理解女孩们的真实感受，

不能给出准确的指导。因此，他在拍摄前琢磨了一

些方法。

李漠特别喜欢是枝裕和导演的电影 《海街日

记》。“这部电影讲了 4 个姐妹的故事，我看了一些

他的创作访谈，讲他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让这 4

个女演员帮助他去说出一些话，然后把这些话总结

成剧本，再进行拍摄。”李漠很羡慕这样自然从容

的创作流程，毕竟他们平时只能拿着剧本和演员

聊，现场解决台词问题。

但李漠自己采用的创作方法是，在剧集筹备期

就努力让周雨彤、任素汐、孙千、金靖这 4 个女演

员熟悉起来，安排她们一起吃饭、唱 KTV 等，尽

量走得近一些。“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是需要被拉

近的。她们是朋友了，那戏里的朋友戏就不用演

了，很幸运的是她们真成了朋友”。

4 个姑娘在片场经常会开心地玩成一团。演员

们放松、生活化的氛围，还促成了很多灵光一现的

“即兴创作”。不少台词，演员是照自己习惯的风格

说，还会随性“加词”。

有一场纪南嘉讨债不成功喝醉的戏，她坐在车

上和欧阳说了一句：“你就应该待在喜欢的地方，

你要不待在喜欢的地方，你图啥呢？”李漠说，剧

本原词写得要更文艺一些，但演员直接用口语化表

达给说出来了，李漠觉得更好，因为这才是属于我

们每个人真实生活的语言。

李漠觉得，都市剧的“真实感”，可能不是纪

录片式的真实，但一定是“生活逻辑的真实”。

找准生活逻辑的心思，细腻贯彻于每个精心打

磨的细节。

例如，《他乡》 里的闺蜜们关系亲密，但各自

的租房分散在城市不同角落，这和往昔很多“闺蜜

剧”姐妹必住同一屋檐下的设定截然不同。李漠

说，这就是尊重现实成年人生活逻辑的一个考虑。

“因为是好朋友，所以不希望走得太近，让彼

此失去一层安全的距离感。正因为是好朋友，很珍

惜，所以不希望被鸡毛蒜皮的小事、生活习惯的差

异 消 磨 大 家 的 情 感 。” 他 认 为 ， 在 这 样 一 座 大 城

市，大家工作地点和领域不同，住一起未免显得奢

侈，只要周末相聚就足够了。

亲人和闺蜜挖掘胡晶晶自杀的真相，是贯穿

《他乡》 的线索。这个带有悬念的设定，会让观众

想 起 李 漠 之 前 执 导 的 悬 疑 剧 《女 孩 们 在 那 年 夏

天》。在那部剧中，5 个女孩儿中有一个女孩忽然

离开人间，其他 4 个人一直在追责，追问谁是害她

的人。

但李漠觉得，之前那部作品是留有遗憾的，自

己也吸取了一些教训。“教训是自杀这件事情不应

该去追责，因为你追不到责，而且奔着追责的故事

会是一个非常消极的表达”。

因此，在早期做 《他乡》 的剧本时，主创团队

就明确了一点：寻找胡晶晶离世原因的这条悬疑

线，不是为了追责，而是为了还原她生前的状态、

生活面貌，是为了让大家“释怀”。

同时，李漠想表现的是，其实胡晶晶有那么多

大家并不知道的秘密，我们关心好朋友了吗？

在大都市里，很多看起来好像很熟悉、很亲近

的朋友，因为生活的变化而离得越来越远，对彼此

实 质 的 关 心 变 少 了 。“ 很 多 朋 友 没 有 那 么 常 联 系

了，你打个电话问他 （她） 最近怎么样，对方会说

‘挺好的’——说‘不好’又有什么用呢？所以对

方大概率不太会说。”

《他乡》 描绘了“北漂”青年的群像。北漂之

人，免不了陷入“故乡”和“他乡”这两者的拉

扯、纠缠。

生 于 青 岛 的 李 漠 ， 在 北 京 生 活 了 20 年 左 右 。

他认识的很多北京哥儿们，看似谈吐举止“京味

儿”浓重，但去家里玩才知道，父母可能是外地

人。这一点小观察，也被主创融入到 《他乡》 的创

作中。剧中土生土长的北京男孩沈子畅，母亲口音

却明显是江浙沪一带的。

“北京是一个很博大的城市，来到这个城市漂

泊的人远不止我们这一代，可能上一代、上上一代

就已经来了，他们已经慢慢变成了北京人。”

李漠坦言，直到今日，身处北京也依然会有漂

泊感，毕竟这座城市不是故乡。但在他认知里，北

京早已成了一个“家”。

在内心深处的认知层面，“故乡”与“家”或

许有错位，但并不矛盾。

“对我而言，我就是属于北京的。我去到全世

界任何一个大城市，任何风景优美的地方，我会觉

得 人 家 那 儿 挺 好 的 。 但 是 每 次 从 首 都 国 际 机 场

T2、T3 航站楼下飞机，坐上出租车行驶在机场高

速上的时候，我都觉得，‘终于又回北京了！回家

了！’那个感受很奇妙，北京明明不是你出生的地

方，但又是全世界你感觉最亲切的地方。”

《我在他乡挺好的》导演李漠：陷入故乡和他乡之间

□ 邵瑜莲

电影《柳青》最近在国内
上映，在当下这个商业化时
代，拍摄一部在中国电影界
近乎稀缺的作家传记电影，
需要一种情怀。

对于作家柳青，观众可
能是陌生的，也是好奇的。电
影《柳青》是以作家之名，直
面历史，直面现实，弘扬热爱
土地、热爱人民、热爱艺术、
热爱真理的平凡而伟大的精
神。

电影以柳青创作《创业
史》前后为背景，生动呈现了
农村走合作化道路时期人的
心灵与人的命运，有理想主
义的热情，也有艰难曲折的
思索。对于那段辉煌而苦难
的历史，电影没有夸大，也没
有回避，在温情感人的思索
中始终给予诗意的、理想的、
光明的指向与期待。

“我们不能只说我们所
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事实
上我们一直在探索一条适合
自己的道路。”电影以影像回
答了谁是柳青、为什么是柳
青的问题。

柳青是以《创业史》而著
名的人民作家，也是扎根农
村 14 年的“书记”。他有着丰
富广博的文学知识、革命经
验、世界眼光，在时代的召唤
中，在对人民的热爱中，放弃
了北京的工作和优越生活，和
家乡的农民生活在一起，穿着
农民的衣服，剃着农民的光
头，咀嚼着农民的话，理解着
农民的心。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
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
深沉。”金黄的稻田、碧绿的原野、父老乡亲的面
容、暴风雨中的泥泞，和柳青饱含泪水的目光深情
交融，叠化成一种感人的社会风景。

电影讲述了一个作家过去的故事，也讲述了
一种并未成为过去的精神。柳青的精神是个人的，
也是时代的。电影所塑造的柳青是一个作家，也是
一种精神，一种热爱人民、奉献人民的良知与风骨。

以百姓心为心，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无论
在任何时期，都不为名利所诱惑，都不为风浪所裹
挟。“凡是百姓的事情都得管”，这是柳青的心声。

电影中有这样一段场景与对话，当梁生宝的
原型、农业社主任王家斌接到亩产三万斤的任务
时，他扔掉了黑旗，说这怎么可能？柳青说：“你们
干得好着呢！你俩记住，以后能办到的事尽量办，
办不到的事就不办咧！”王家斌因为皇甫村产量没
有达标而被批评时，他很委屈：“你总是说要实事
求是，我们实事求是老受批评，人家不实事求是倒
受表扬，我想不通！”柳青耐心地劝说：“家斌，你说
我们实事求是为啥嘛？”王家斌哽咽道：“不就是为
大伙吃饱饭嘛。”柳青安慰他说：“我们做工作只要
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可以了，又不是为了表扬，更
不是为了升官发财。”

柳青了解农民，体贴农民，人民至上对他来说
不是一个口号，一个政策，而是一种实际，一种必
然。即使个人无法左右时代，他也始终没有放弃以
个人之力挽救时代的迷失。在大炼钢铁的暴风雨
中和乡亲们抢收玉米，在遍地的泥泞中推车艰难
前行，是曲折的隐喻，也是前进的表征。

在艰难的时代，良知必须以风骨来坚守。作
为坚定的革命信仰者，面对席卷而来的社会浪
潮，柳青是清醒而谨慎的，小心维护着实事求是
的原则与作风，他长期深入生活、扎根农村，对
创作呕心沥血。

对于质疑，柳青的回答是：“什么是正业？
身为一个作家，对老百姓的疾苦视而不见，整天
待在屋里闷头瞎编？那才是不务正业。我的创作
就是要把老百姓的真实生活写下来，这就是我的
正业。”

柳青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代价。被造反
派关进牛棚，遭受审查，妻离子散，柳青忍受着时
代、个人的病痛与委屈，对原则问题小心翼翼，始
终不渝。在电影中，柳青慢慢躺下，低声说了一段
话：“我要是认了我就不是柳青了。我不能！我不能
拿我33年的党龄开玩笑。”

对于柳青及其时代的光荣与苦难，电影的
美学风格是温情的现实主义与温和的理想主
义。它超越了伤痕文学的倾诉，在虚化与留白
处理中留下了想象与思想的空间。在个人与时
代、现实与理想、悲剧与诗性的交融中，有唯美
的建构，有温情的思考，有动人的眼泪，有光明
的指向。

历史需要铭记，精神需要传承，致敬柳青，
感谢《柳青》。

电影

︽
柳青

︾
：扎根大地

，仰望星空

以作家之名，直面历史，直面现实。

节日晚会持续打动年轻人的
心，“复活”的将是一个多元的文
化氛围。一个多月后就是中秋节
了，观众都准备好了，“奇妙游”，
请继续。

《扫黑风暴》充分展现了一幅
“扫黑群像”。

剧 列

都市剧的“真实感”，可能不是
纪录片式的真实，但一定是“生活逻
辑的真实”。

导演李漠 （中） 和演员在片场。

人 物

《扫黑风暴》 剧照

影

评

《七夕奇妙游》之舞蹈《龙门金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