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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浩月

时间在加速，时间也在变缓。有人困在

时间里，有人则冲出了时间的约束。在行将

告别 2021 之际，回看这一年时间长河的水

面，总会有一些耀眼的“光斑”跃入眼帘。它

们或让凝滞的时间流动得快了一些，或抓

住了一些飞快消逝的美好事物的尾巴。不

忘一些有意思的事，是为了抵抗平庸。而在

有意思的事当中寻找意义，这个过程本身

就是一种收获。

1. 菜市场里书法展

5 月 1 日 ， 艺 术 家 邱 志 杰 的 书 写 计

划 ——“民以食为天”，在北京市朝阳区

三源里菜市场“开展”。近百幅书写了古

诗词、流行语、招牌或菜谱的书法作品，

挂满了菜市场的每个通道与角落。

这一融合书法、行为艺术、市井生活、人

间烟火的日常展示行为，彻底颠覆了公众对

于“书法展”的认知。让书法很大程度上走出

了狭隘、精致、窒息的小圈子，拥有了蓬勃的

活力，也刷新了公众心目中对于书法、艺术

与艺术家的固有认知，让文化从高处落入尘

埃，并落地生根，枝繁叶茂，菜市场里书法展

提供了一个切实有效的路径。

迄今为止，那些书法仍完好无损地保存

于菜市场，摊贩们对此已熟视无睹，但前来打

卡的慕名者看后无不“深受触动”，书法所承载

的一种文化精神，无痕地散落于那些平常无

奇的蔬菜身上，进入了购买者的家庭当中。

2. 作家开讲脱口秀

4 月 23 日“世界读书日”，大先、治辰、

黄平等一些作家、编辑走上脱口秀舞台，旁

边坐着的是李敬泽、梁鸿等嘉宾评委；4 月

25 日，评论人毛尖在《宋方金和他的朋友

们》所作的主题演讲刷屏⋯⋯

作家走到了脱口秀的风口之上。这个

风口很大，但没吹乱他们的衣袂和头发。在

“蹭完”脱口秀的热点之后，他们纷纷回归

本位，没人因此成为一名职业的脱口秀选

手。在讲段子与搞创作之间，幕后工作的习

惯与传统，力量巨大得像个漩涡，再次把他

们卷入沉默当中。

但作家群体拿起脱口秀话筒，仍然具备

标志性的意义，这意味着作家的表达正在被

时代奋力地拖拽出纸张，虽然他们仍然想紧

紧地粘结于印刷品上，但总有无形之手在拉

扯着他们走入陌生之地。他们在讲脱口秀时

的激动与紧张，并没有遮挡被话筒放大的声

音里藏着思想的锋芒。莫言都带货直播了，

别让作家脱口秀的舞台空着，2022的脱口秀

舞台，作家们有必要卷土重来。

3. 水下洛神舞刷屏

6 月 13 日晚，《洛神水赋》（原名《祈》）

作为河南卫视《端午奇妙游》开场节目，赢

得海内外网友喜爱。

《洛神水赋》交织了新鲜感、神秘感、熟

悉感等多样元素，在调动起观众好奇心的

同时，也给予观众满足感和想要进一步探

究的兴趣心——这也是人类共通的情感，

它从来不曾衰竭，并且很容易被激发。

和《唐宫夜宴》一样，《洛神水赋》也是

“以小见大”、“以点带面”，在没有赋予它们

过重的文化责任的前提下，反而起到了很

强的传播与输出效果，美是相通的，美是可

以共情的。

视觉奇观会带来心灵的革命，被眼睛

捕捉到的震撼影像，会激发心灵对美与未

知的扩延想象，在赞叹”奇迹”之余，人们也

会由衷地感谢美。

4. 县长回应曹县走红

因为山东曹县一名主播的土味吆喝，

山 东 菏 泽 曹 县 一 夜 爆 红 ，诞 生 了“ 北 上 广

曹 ”“宁要曹县一张床，不要上海一套房 ”

“宇宙中心曹县”等“曹县梗”。

网 络 造 梗 向 来 是 一 柄 双 刃 剑 ，因 为

“梗”的背后总是隐藏着网民丰富、复杂、细

密的情绪，这种情绪往往由嘲讽、调侃、鄙

视、羡慕、向往等构成，如果无法真实地辨

别“梗”的本质，很有可能将好牌打坏。

山东曹县县长梁惠民对曹县走红的回

应，成功地化解了“曹县梗”所隐藏的内在

风险，她对网络情绪的客观认知与精准判

断，以及一句“欢迎大家来曹县玩”，剔除了

官方回应的僵化与无趣，在让网友发现“曹

县实力”的同时，也对曹县风土人情与美食

等产生了兴趣。这是一场价值无法用金钱

来衡量的地方形象与品牌推广。

5. 背后故事带红《漠河舞厅》

歌手柳爽的《漠河舞厅》发行于去年，但

直到今年 10月，才从短视频网站一路走红至

各个网络平台。最直接的原因是，歌曲主人公

张德全因失去爱人而常去舞厅独舞的故事被

传播后，网友被他的深情所打动。而更深层次

的原因是，1987年5月6日发生于黑龙江省大

兴安岭漠河县原始森林的一场大火，借助这

首歌，再一次浮现于人们的记忆。

柳爽的歌词写得诗意而含蓄，单从歌

词表面，更容易接受它是一首悲伤的情歌，

而 在 张 德 全 以 及 火 灾 的 现 实 元 素 融 入 之

后，《漠河舞厅》打开了它社会化的触角，为

更多听众提供了更多的接受入口。于是，它

从一首偏小众的音乐，变成了一个人人都

能从中获取共鸣的流行歌曲。

像其他网红歌曲一样，《漠河舞厅》在

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包括明星在内的一些模

仿与改编，但歌曲的本质无法和模仿改编

造就的娱乐化相融合，因此《漠河舞厅》的

走红也很快进入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在

沉重的灾难面前，情感可以起到慰藉作用，

但煽情与娱乐化又会把这种慰藉破坏掉。

不管怎样，《漠河舞厅》都是 2021 年最令人

难忘的一首歌。

6. 书店开到慢火车上

4 月 23 日，由济南开往泰安的 7053 次

慢火车上，多了一家书店，“阡陌书店”入驻

此次列车，这是全国首家开在火车上的书

店，可以在缓缓而行的绿皮火车上买书、读

书、聊书，让这列本就很有名的慢火车，吸

引了更多年轻人的注意。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如果能在慢火车

上更好。绿皮火车所承载的公众情感早已

溢出，需要更多的接受体。这几年，在对慢

火车的回忆潮当中，人们表达着对快节奏

生活的抗拒，还有对美好事物逐渐远去的

一种挽留之意。虽然知道无法抵挡，但仿佛

只要内心还有眷恋，就能够证实自己并没

有被时代彻底同化。

实体书店作为同样处在生存挣扎线上

的产业，当它与早已被淘汰的慢火车产生

联系，于是一种“化学反应”便产生了，这种

反应给了人们的内心世界以精准的一击。

登上慢火车，坐在火车书店里翻书喝咖啡，

这种临时的诗意生活，将会是许多人长久

追寻的目标。

7. 平均年龄 74 岁的清华
校友合唱《少年》

2 月 5 日，央视新闻抖音号上传清华大

学上海校友会合唱团在央视网络春晚演唱

的《少年》，一天之内获得点赞 1300 多万，

“酷、帅、硬核、热泪盈眶”，成为网友评价这

条视频使用最多的关键词。

“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平均 74 岁

的清华校友合唱团，用一首歌完美地演绎了

这句流行语。在他们合唱《少年》的视频中，丝

毫看不到暮气，没有任何的呆板，自然没有

拘束，这短短几分钟的视频，仿佛一柄利剑，

刺穿了长期以来借助广场舞、买黄金等行

为，对老年群体进行讽刺调侃的叙事基调，

呈现出老年群体的另外一副面孔。

当然，“清华”这个关键词，对于老年版

《少年》受欢迎有着很大作用，它让人感受

到知识力量之于生存状态的作用，它也能

让人觉察到享受当下的一种乐观精神，像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

这样包含着青春热情的歌词，也驱逐了精

英主义所包含的一些居高临下的成分。更

为关键的是，合唱团与《少年》还为那些对

老 年 生 活 抱 有 忧 患 意 识 的 中 年 人 与 青 年

人，给出了一种可以借鉴的解决方案。

8. 作家余华化身段子手

9 月 19 日，贾樟柯导演的《一直游到海

水变蓝》全国公映。作为这部纪录片镜头所

对准的人物之一，作家余华在片中贡献了

让不少观众发出笑声的金句。化身段子手

的他，意外地为这部文艺色彩浓厚的纪录

片，贡献了具有商业吸引力的笑点，为影片

的宣传立下汗马功劳。

余华在电影中的段子，其实已在此前

多年的采访或写作中讲过多次，但这些老

段子之所以还能在社交媒体上再次刷屏，

一是说明网络平台与传统媒体已经完全分

化，两端的受众重叠性变得极低；二是说明

在这个脱口秀时代，如果一部作品没法把

受众逗笑，就意味着失去了最大的关注焦

点。《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在公映中后期，将

宣传重点转移到余华身上，这种妥协也是

一种无奈之举。

余华的小说看上去沉重，但生活里的

余华显得很轻盈，他在写作与现实当中，都

找到了脚踏实地的落足点，这其中的智慧，

远比他讲的段子更有探究的价值。

9. 新晋网红张同学

临近年终岁末，家住辽宁营口一村庄

的张同学，在某短视频平台的粉丝突破了

1400 万，他凭借剪辑节奏极快的农村情景

短剧，呈现出真实的东北农村生活，看了容

易让人产生怀旧、感动、唏嘘的情绪。

在铁山靠被平台封杀，李子柒与经纪公

司产生纷争，网红产业被质疑的背景下，张

同学仍然能够脱颖而出，让人看到短视频产

业背后的巨大能量。张同学并不是李子柒的

“替代者”，也并不靠哗众取宠出位，之所以受

欢迎，恐怕还是互联网上庞大的关注农村的

网民，以及四处流动的乡村生活情怀，需要

张同学这样的人来讲述与表达。

随着影响力的剧增，对张同学的批评

声音也开始加大，如同其他一些爆得大名

的网红一样，张同学也被推到了一个略显

危险的境地，这需要他在自我定位与认知

方面、在创作与呈现方面，有敏感的意识与

坦然的定力。互联网需要什么样的网红？这

一问题必然又会在张同学身上进行再一轮

的试验。

10. 不好意思的文峰公司

12 月 10 日，江苏文峰集团在公号上发

表《不好意思，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一文，对

上海文峰美容美发公司总裁陈某（“上海浩

哥”）引发的舆论事件进行公开回应，认真

的回应态度，与“上海浩哥”的荒诞一面，相

映成趣。这也许是 2021 年成本最低的借势

营销广告。

内部员工的“彩虹屁”，企业会议的“传

销风 ”，使得“上海浩哥 ”所主导的企业文

化，遭到了网友大面积嘲讽，虽然后来不乏

有声音认为，这样的嘲讽有些过了，但事实

上的舆论伤害已经形成，对于上海文峰来

说，这会让其品牌吸引力明显下降。

江苏文峰所发布的声明，是为了避免

舆论误伤而发出的，除了标题带有调侃味

道之外，其内文基本上是严肃认真的，并没

有“落井下石”，而且不失时机地推广了旗

下几个其他品牌。

对于舆论的透彻了解，以及对于推广时

机与口吻的良好把握，考验着经营者的判断

力，这次不好意思的“江苏文峰”，就深深地从

一桩负面事件中，好好地得利了一把。

2021十大文化创意事件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距离刘慈欣开始在《科幻世界》连载

《三体》，已经过去了 15 年；距离《三体》

获得雨果奖，也已过去了 6 年；但最近科

幻的大新闻，还是《三体》，它的影视化终

于有了新动静。

作为《三体》的“骨灰级粉丝”，90 后

姑 娘 王 诺 诺 发 现 ，《三 体》已 成 为“ 三 体

学”，可以将生活中的一切现象用《三体》

来解释：职场有“黑暗森林法则”，商战有

“ 降 维 打 击 ”⋯⋯ 王 诺 诺 毕 业 于 剑 桥 大

学，曾在互联网大厂工作，正在创业中，

职业变了，“兼职”一直没变——她是一

名科幻作家。

读《三体》的孩子长大了，在《三体》

之外，中国科幻文学找到自己的生存法

则了吗？

《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让
科幻“一夜爆红”

如果说圈外人眼中的中国科幻目前

约等于“刘慈欣+《三体》”，那么科幻文

学期刊就约等于《科幻世界》。在《科幻世

界》副 总 编 姚 海 军 的 记 忆 中 ，期 刊 曾 在

2000 年创下月发行量 40 万册的纪录。

有必然也有偶然 。毕竟在 20 年前，

期 刊 市 场 整 体 比 较 红 火 ，“40 万 也 不 是

一个多了不起的数字”。1999 年，发生了

一个偶发事件，那一年的高考语文作文

题是《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而在高考前

夕的《科幻世界》第六期上恰好刊发了相

关小说，这让不少家长看到了这本杂志

的“押题”功能，导致翌年订阅量蹿升。

《科幻世界》目前的发行量在十万余

册，距离巅峰的 40 万册有差距。但姚海

军介绍，现在已经不只有这一本期刊，而

是成为一个系列，还有《科幻世界·译文

版》《科幻世界·少年版》《小牛顿》等，从

受众范围来看，覆盖了更广泛的人群。

姚海军说，事实上，科幻文学作为类

型文学，是比较适合大众阅读的。但在中

国，情况稍微复杂一些，科幻还承担着科

普、传播科学的功能——或者说使命，不

仅要让读者读得愉悦，它还要倡导想象

力，鼓励孩子将目光投向未来。

王诺诺小的时候，外公给她买了不

少科幻的书，“也许都不能称之为科幻，

更像是科学童话，带一点科普”。长大一

些后，有了自己的零花钱，她就去书报亭

里买《科幻世界》。看着看着，她有了写的

冲动。

“科幻对我的吸引力，小时候是觉得

有趣好玩，年龄越大，越觉得这是一种很

奢侈的东西。它与生活无关，甚至朋友聚

会的时候都不能说出来炫耀，但就是这

样一个东西，带给我很大的放松。”王诺

诺打了个比方，读科幻和写科幻对她来

说 ，就 像 中 年 男 人 下 班 回 家、不 立 刻 上

楼、坐在车里抽的那根烟，是对于生活和

工作的一个短暂抽离。

《三 体》像 一 个 导 火 索 ，
而“火药”积攒了许久

姚海军主编的“中国科幻基石丛书”

启动于 2003 年，收录了《三体》等作品。

当时，姚海军在丛书的序言中写道，中国

科幻与美国科幻的差距，实际上是市场

化程度的差距。美国科幻从期刊到图书

到影视再到游戏和玩具，已经形成了一

条完整的产业链；而中国的图书出版仍

然处于这样一种局面：读者的阅读需求

不能满足，出版者却感叹于科幻书那区

区几千册的销量。

十几年过去了，《三体》像一个导火

索，而“火药”积攒了许久。姚海军认为，

从创作的角度，“《三体》热”带来一个效

应，“就像一群歌手在唱歌，有一个人把

调门起高了，那大家的起点也都变得高

了起来”；从出版的角度，近些年，科幻文

学的出版量有所增加；更重要的是，创作

和出版，推动了中国科幻的产业化步伐。

在《三体》之前，国内几乎没有科幻

产业的概念。科幻产业不仅是图书杂志，

还是影视、游戏、动漫、展览等周边产品。

也许现在科幻还没有那么火，但姚海军

觉得，这是一个阶段性的问题，科幻的产

业化刚刚起步，“当越来越多的作品被影

视化，小说与其他产品之间有了越来越

多的互动，我们就能看到那一天”。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文 学 院 教 授 杨 庆 祥

说，“可以说刘慈欣凭一己之力，把整个

中 国 的 科 幻 带 到 一 个 非 常 高 的 层

次”——不仅是创作，还有传播，成为现

象级；不仅是刘慈欣和《三体》成为现象

级，还有整个科幻文学，从写作到阅读，

成 为 一 股 风 潮 ，这 其 中 也 包 括《流 浪 地

球》的热映。中国观众以前很少热衷去看

一部科幻小说或者科幻电影，市场上这

样的产品也非常少。

在杨庆祥看来，纵观西方科幻文学

的发展史，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科幻写

作的产业化。一个科幻作家写作的目的，

并不只是一个小说，而是追求 IP 化的产

业链。

欧美科幻的早期繁荣，出现于上世

纪 30 年代的“纸浆时代”。那时候，科幻小

说被认为是一种通俗小说，印在废纸化

浆做的发行量很大的廉价杂志上。所以，

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幻从一开始就有商

品化和产业化的属性，走的是量和市场。

“中国的电影工业还在趋于成熟的

路上，对于《三体》影视化的振奋，不仅是

文学圈的人振奋，这条产业链上每一部

分的人都振奋，它的市场意义要大于文

学意义。”杨庆祥说。

王诺诺发现，现在中国的科幻粉丝

更多是学生、年轻人，偏低龄；而在西方的

科幻展上，会看到不少 40 多岁的资深粉。

“我们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再过 20 年，年

轻人进入中年，也许依然热爱科幻。”

一个行业是否有潜力，就
看有没有年轻人涌入

在姚海军的观察中，科幻文学在今天，

最大的变化是越来越“多元”，各种类型、各

种主题的作品，都有自己的受众 。“以前，

《三体》这样的硬科幻小说是主流；现在，郝

景芳、陈楸帆、韩松、宝树、江波⋯⋯这些作

家的作品风格各异，但都有自己的拥趸。”

姚海军说，科幻的繁荣就应该是这样的，不

仅数量大，还要多元化。

杨庆祥曾主编作家出版社“青·科幻”

丛书，丛书收录了一批青年科幻作家的代

表作。年轻作者们在《三体》树立的“硬核”

标准之外，探索新的方向。“判断一个行业

是否有潜力，就看有没有年轻人的涌入。现

在 越 来 越 多 的 年 轻 人 加 入 科 幻 写 作 的 群

体，我对科幻的未来是乐观的。”

杨庆祥认为，将科幻文学划分为类型

文学，是比较机械的划分方式，比如，1818
年玛丽·雪莱的小说《弗兰肯斯坦》，被认为

是科幻文学的鼻祖，但同时也是严肃文学。

科幻文学不缺乏文学性，更不是没有受众，

“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园，商学院的、环境学

院的、劳动人事学院的学生，他们都会看科

幻”。

不同于前辈们，王诺诺的第一个科幻

作 品，是 在 互 联 网 上 发 表 的 ，之 后 出 版 过

《地球无应答》等作品。在年轻人云集的互

联网问答社区知乎，“科幻”是一个热门分

类，有 362 万人关注，3.3 万个问题引发过

近 50 万次讨论。王诺诺的认证信息是“科

幻作家”，拥有近 48 万粉丝。用户点击和付

费阅读，都可以为她带来收入，纸质出版不

再是科幻作家的唯一出路。

经济学专业出身的王诺诺，认为科幻

文学要首先满足核心读者的阅读快乐，打

动了核心读者和版权需求方，会让科幻破

圈更容易；等到了整体繁荣的阶段，不考虑

商业的科幻文学也会有安身之处。

“十几年前，我们基本上只有为热爱而

创作的科幻作家，鲜有为版税而创作的科

幻作家，专职写作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但

今天已经有一些年轻人在尝试，科幻产业

的发展给他们带来更多机会。”姚海军高兴

地看到，现在每年都有各种科幻征文比赛，

出版社在找好的科幻作品，影视公司在寻

求科幻类型的剧本⋯⋯科幻作家有了更广

阔的生存空间。

︽
三体

︾
之外

，

中国科幻文学找到生存法则了吗

□ 沈杰群

2021 是现实题材影视剧之年，年末又

冲出一匹黑马。都市轻喜剧《爱很美味》，呈

现三位 30+都市女性事业、生活与爱情里

的一地鸡毛，目前豆瓣评分 8.4。网友评价：

“ 好 久 没 看 到 这 么 丝 滑 的 剧 情 ，真 实 不 悬

浮，又‘drama’到令人上头。”

《爱很美味》以三个女主角宅家抗疫为

全剧开场。这个设置很“贴脸”当下，又很巧

妙——我们都懂，疫情不仅仅让人每天更

关心吃什么，更忧心稳定的生活轨迹是否

因此改道？故事张力与潜在冲突由此形成。

真实琐碎的生活内核外，被裹上一层

喜剧的“甜奶油”。导演陈正道形容创作这

部剧如同烤马卡龙。“烤马卡龙的分寸要很

小心，不能弄破碎。而做完的感觉要有一点

梦幻，有一点甜”。

现 实 题 材 影 视 剧 往 往 逃 不 开 生 活 中

“残酷的真相”，极易“致郁”。那么既真又甜

的“马卡龙式”轻喜剧是怎样的？

《爱很美味》里现实层面的“苦”，我们

都不陌生。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为了婚姻放

弃工作的大美女方欣努力直播贴补家用，

却偶然因一次疫情流调发现丈夫劈腿。回

归职场后，方欣被当成“花瓶”受尽同事的

嘲讽与排挤，还遭遇了职场性骚扰。刘净经

历了疫情冲击下的“裁员潮”，同时面临父

母的“强势”催婚。从小优秀到大、事业有成

的夏梦，也不得不纠结一个关系问题：女强

男弱的局面下，女性该不该为照顾男性面

子示弱？

然而，《爱很美味》并没有放大现实问

题带来的悲观和沮丧，而是一边植入现实

中的鸡毛蒜皮，一边用幽默的氛围调味。方

欣与出轨的丈夫在民政局办离婚手续时产

生争执，这时保安冲出来大声疾呼：“吵架

可以，保持安全距离。”

在都市打拼的苦楚谁不懂？但《爱很美

味》偏偏想用喜剧让观众咧嘴笑一下。

夏梦为了圆谎扮成服务生装穷，刘净

被夹在两个追求者的“真心话大冒险”中间

左右为难，方欣在处理琐事之余努力躲避

客户骚扰。多线并行的矛盾与冲突以一种

戏 剧 化 的 形 式 呈 现 出 来 ，在 BGM 鼓 点 节

奏的衬托下，颇有《致命女人》的味道。

《爱 很 美 味》仿 佛“ 预 判 了 观 众 的 预

判”。清晰知道观众对一些人设、情节和讨

论也许心存不满，于是把这份“预判”巧妙

融入剧情中，诙谐又辛辣。

比如，在视频公司任副总的夏梦，直接

diss 某 些 国 产 剧 拖 沓、注 水、老 套 的 毛 病 。

“现在观众的耐心度是很低的，百分之三十

五 的 观 众 在 第 一 集 第 七 分 钟 就 弃 剧 了 。”

“为什么女一永远是傻白甜，而女二永远是

妖艳贱货。”夏梦一直反感电视剧疯狂撒糖

撒狗粮，当她自己遇到甜甜的恋爱时，立马

对甜宠剧无限包容。

剧中，三个姑娘骤然掐架了，观众正酝

酿愤怒情绪，预备吐槽“小时代式扯头花”

之际——没想到她们仨迅速冷静下来，老

老实实地反省自己的问题在哪儿。

欢脱、犀利的戏剧性故事凌驾于日常

之上，《爱很美味》像以旁观者视角打量我

们身处的社会，比照着现实困境，编织一个

带有“自嘲与反击感”的梦境。

世上任何好看的故事，从来教不了人

稳赢的“解题步骤”，但能在引你一笑一哭

的缝隙里，呼吸一大口新鲜空气，确认自己

没那么轻易被击垮。就算周遭环境不太友

好，只要你不妥协认输，又有谁能抑制你的

恣意生长？

三个女主角会遭遇分手、离婚这些灰

暗时刻，也会抓住一见钟情的桃花运，拥抱

新的恋情；她们会经历裁员失业，也会在朋

友的帮助下遵循内心声音成就自我。面临

职场歧视，她们不卑不亢微笑着主动争取

“让我试试嘛”；遭遇骚扰者，能毫不畏惧地

甩出录音。

《爱很美味》温柔而有力地输出一些“日

常哲学”。“十岁就想十岁的事，到了 20 岁再

操心 20岁的事。如果都像你一样想那么多的

话，只会一辈子活在后悔里。”“如果我们身上

的缺点，都代表着内心的某种黑暗，那么当

你从一个人的缺点中看到优点时，你就会像

在黑暗中看到一道光，然后不由自主地朝着

光亮的方向走去。”

“马卡龙”式的轻喜剧，打开了现实题

材的另一种可能性。

看 完《爱 很 美 味》一 段 酣 畅 淋 漓 的 演

绎，你的体验或许是吃辣后喝下一杯可乐，

又痛又爽。又或许是在冬日暖阳里品一口

热红酒，滋味温暖、香醇，此时你开始憧憬，

下一个春天是不是已经在路上了呢？

《爱很美味》：

“马卡龙”式轻喜剧如何揭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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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都市轻喜剧，温柔
而有力地输出了一些“日常
哲学”。

《爱很美味》剧照

距离刘慈欣在 《科幻世界》 开始连载 《三体》，已经过
去了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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