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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陈 鼎文并摄

阿加莎·克 里 斯 蒂 的 作 品 一 直 是 悬 疑 小

说爱好者纪池的心头好。摆在 他 家 书 架 上 的

《无 人 生 还》《东 方 快 车 谋 杀 案》《尼 罗 河 上

的 惨 案》 等 阿 加 莎 经 典 作 品 已 经 不 知 被 他

翻 过 多 少 遍 ， 而 根 据 这 些 小 说 改 编 的 影 视

作 品 他 也 一 部 不 落 地 都 看 过 。 接 受 中 青

报 · 中 青 网 记 者 采 访 时 ， 纪 池 正 坐 在 更 读

书 社 里 等 待 着 一 场 见 面 会 的 开 始 。 对 于 那

些 纪 池 即 将 见 到 的 人 ， 相 比 起 他 们 的 样

貌 ， 他 更 加 熟 悉 他 们 的 声 音 。 他 们 用 声 音

演 绎 了 阿 加 莎 作 品 中 的 经 典 人 物 ， 再 现 了

那 些 动 人心魄的著名情节，让读者用耳朵再

一次读懂阿加莎。

做有声剧就是做“用来听的电影”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吴红涓的履

历 中 ， 可 以 看 到 不 少 耳 熟 能 详 的 电 影 名 字 。

《集 结 号》《无 极》《海 上 钢 琴 师》《入 殓 师》

等，这些电影的导演、译制或其他工作吴红

涓都曾参与过。于她而言，导演 《阿加莎经

典作品集》 有声剧是一次新鲜的尝试。没有

了视觉的加入，该如何让听众最大限度地享

受到作品中的每一个细节、让故事中性格迥

异的人物立于听众眼前，是吴红涓需要认真

思考的问题。她认为，虽然电影与有声剧是

两种不同的创作形式，但从本质上来讲都是

对 文 字 内 容 的 转 化 。 因 此 ， 吴 红 涓 决 定 将

《阿 加 莎 经 典 作 品 集》 有 声 剧 作 为 一 系 列 电

影 进 行 打 造 ，“ 我 们 不 是 将 这 8 本 阿 加 莎 的

书 简 单 地 读 出 来 ， 而 是 做 了 8 部 ‘ 用 来 听 的

电 影 ’。 在 我 们 的 团 队 中 ， 无 论 是 演 职 人

员，还是录音师，全部都是参与过电影制作

的，在角色的处理、节奏的把握和声音的混

录上，希望可以给听众带来一种听觉盛宴般

的感受。”

想 要 将 作 品 中 的 精 髓 与 内 涵 更 好 地 呈 现

出来，少不了对作品、作者等要素的揣摩与

研 究 。 吴 红 涓 在 很 小 的 时 候 就 读 过 阿 加 莎

的 作 品 ， 电 影 学 院 上 学 时 ， 根 据 阿 加 莎 文

学 作 品 改 编 的 电 影 ， 更 是 她 必 须 要 去 研 究

的 一 种 类 型 片 。 在 她 看 来 ， 阿 加 莎 的 作 品

最 吸 引 人 的 不 仅 是 其 中 的 绝 妙 诡 计 和 惊 悚

悬 疑 元 素 ， 而 是 作 品 对 人 性 的 准 确表达和细

致 刻 画 。 这 份 女 性 作 家 独 有 的 细 腻 和 犀 利 ，

同 样也是吴红涓希望在这个有声系列作品中

侧重展现的内容。

吴红涓曾于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的国际部

任导演，参与过数百部译制片的制作工作，对

西方文化、文学和电影都十分熟悉。她认为，

西方文学作为非本土文学，在将其转化为电影

或有声剧时要本着一个重要的原则，那就是

“不要改造，增进理解。”

“意思就是我们希望能让中国的听众或者

是观众，通过收听或观看文艺作品，更好地了

解、理解跟我们处在不一样的国度、不一样的

时代，拥有跟我们不一样的肤色和文化传统的

人们的生活状态和他们的所思所想。这也是我

们希望给听众和观众带来的一种体验。如今，

很多人会说要把译制作品生活化，但无论怎样

生活化，都不能把它完全做成我们自己的文学

影视的表达，它们毕竟还是西方的产物。”

用声音为角色“亮相”

在阿加莎塑造的大量文学人物形象中，最

为人所熟知的无疑是那位疾恶如仇、性格粗

放、屡破奇案的大侦探波洛。在 《阿加莎经典

作品集》 有声剧中，这一角色则由话剧演员、

配音演员王肖兵进行诠释。“我很喜欢这个角

色。他有时候表现得比较招人恨，有点可憎，

但同时他确实又是一个很正直的人，他的内心

是暖的，他说他生下来就是来铲除罪恶的，所

以他在破案的时候毫不留情，所有罪犯看到他

之后都觉得非常害怕。”

为 了 让 听 众 充 分 感 受 到 一 个 他 们 “ 看 不

见 ” 的 人 的 魅 力 ， 王 肖 兵 花 了 大 量 的 心 思 。

他首先去读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自传，琢

磨阿加莎创造波洛这一人物的意图以及对他

的评价。他有何缺点？又有何可爱之处？接

着 ， 更 重 要 的 ， 便 是 详 细 、 彻 底 地 精 读 原

著。通过书中对于角色语言、动作、心理等的

描写，掌握人物的整体形象，最后通过声音将

其变得有血有肉。这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

颇有难度。

“书中把人物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来了，所

以要把握好这样一个人物形象，让他的表现更丰

满，就要把整本书看透，抓住书里的细节，在书

中这段戏里他表现出的是怎样的反应和情绪。比

如在他破案过程中，对不同人的问询方式是不一

样的，平时，他是非常温暖的，对孩子说话会轻

声细语，但是在破案的时候他是让人害怕的，如

果把对方当成罪犯，他就是非常严肃的，甚至是

尖酸刻薄的，关键就是要把这些分别表现好。”

王肖兵说。

曾在“98 版”《水浒传》 中饰演林冲一角的

演员周野芒也参与了 《阿加莎经典作品集》 有声

剧的制作，他同样强调熟读原著的重要性。他认

为，通过熟读原著，除了可以达到了解故事梗概

的基本目的外，还可以帮助演员从表演技术和心

理上作准备。“在这个故事里我的语气、语调应

该是怎样的，我应该用什么样的节奏去带动观

众，这些在每一部小说里都是不一样的，虽然都

是悬疑小说，但 （阿加莎·克里斯蒂） 有些小说

是带着一种悲观的情绪，比方说 《无人生还》。

有些是带着一种慷慨激昂的、宣扬正义的情绪，

有些则是浪漫的。”

周野芒除了出演角色，还承担着 《阿加莎经

典作品集》 8 本书所有旁白的录制工作。他说读

旁白不是简单地照本宣科，而是要做到承前启

后。不仅仅要对故事进行一般性的交代，同时还

要帮助听众顺利、快速地进入小说所描写的场景

和 人 物 关 系 中 ， 充 分 感 受 小 说 中 的 所 有 元 素 。

“我在其中是个朗读者。小说的描述非常细腻，

我需要把小说中的内容一字不差地读给观众听，

把这些内容交代清楚对于之后角色的出现会产生

极大的推动作用。”

周 野 芒 说 ， 如 今 很 多 人 都 过 着 快 节 奏 的 生

活，大家很忙碌，也变得有些急躁，很少有人愿

意坐下来安安静静地读一些东西，而有声剧就像

给了人们一个“阅读拐杖”，帮助、鼓励人们多

“ 读 ” 书 。“ 一 个 人 的 思 想 应 该 是 不 断 在 丰 富

的 ， 人 的 成 长 除 了 身 体 上 的 成 长，还应该有思

想和认识上的成长，而这些成长就可以通过阅读

来实现。”

用耳朵开启阅读之旅

4 月 18 日，位于重庆市垫江县桂溪街道的一户外运动场，市民挑灯夜战正锻炼。重庆 15 分钟健身圈助力市

民强身健体。 视觉中国供图

□ 郑萍萍

新冠肺炎疫情起伏的这两年，我像很多人
一样，减少了一些不必要的出行，尽可能地在
住所周边解决日常所需。所以，在我住的小区
生活 3 年后，我才第一次去了社区医院，逛了

有几百个摊位的菜市场，还发现了一个刚刚竣
工的城市公园。

也许是城市太大，选择太多，我们似乎
很少将对生活的期望寄托在小小的社区里，
相反，我们更愿意体验和享受大城市带来的
丰富性，这也是最初吸引我们留在城市的原
因之一。

但突来的疫情，让“身边”的日常变得重要
起来，社区作为城市的基本单元，作为“服务居
民和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的价值，日渐凸
显。不久前，由 52 个城市共同发布的 《“15 分
钟社区生活圈”行动·上海倡议》强调，社区要
与市民日常生活规律相衔接，实现空间与人的活
动相对接，有效分配公共资源，发挥服务效率，
激发后疫情时代新的低碳生活方式。

“15分钟社区生活圈”简单说，就是以15分
钟步行范围为空间尺度，配置住房、公共服务、
工作以及交通等方面的功能和设施。这个概念
在 2014 年就被提出，2019 年 11 月，自然资源部
正式启动了 《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 的编
制工作。

平均而言，15 分钟的步行距离大约在 1 公
里，这是一个对普通人而言，从物理上和心理上
都“易于抵达”的距离——不需要特意早起去换
乘公交；不需要特意安排一天往返图书馆；不需
要堵在路上只为了去逛个公园。因为“不需要特
意安排”，所以这些设施与功能，可以随时随地
嵌入日常生活。

2017 年，美国公共用地基金会及国家休闲
与公园联合会等组织也曾联合发起过一项“10
分钟公园计划”。该计划倡议，生活在社区中
的每位居民都应该拥有一座步行 10 分钟内可
达的公园。根据当时的数据显示，约有 1/3 的
美国城市居民无法在离家 10 分钟的范围内抵达
一座公园。

“10 分钟”也好，“15 分钟”也好，反映的
是人们相似的诉求。曾经以功能划分的高效运作
的现代城市，渐渐背离人们最初对它的向往，人
们被城市“驱使”着选择生活，有时候人倒成了
城市的附属品。如何跨越资本的诱惑，把享用的
权利交付给每一个人，是当下城市规划者面临的
最大挑战，但这也正是在城市里生活了几千年的
人们所一直在做的努力。

“‘社区生活圈’的提出正是城市规划设计
思路的转变。”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
长李枫认为，“传统的小区是以人口规模，也就
是我们经常说 1000 个人要配多少资源来安排公
共服务设施的，带有一定的计划经济时代的分配

特征。‘社区生活圈’，是以需求为设计导向，既
体现了物质空间的设施圈、环境圈，也体现了感
知空间的邻里圈和社交圈。”

我猜想，不少在大城市生活的人和我一样，
下班后回到住所，常常是大门一关，很少和邻里
发生什么关系。因为缺少交往，所以和邻里产生
摩擦时，会下意识地采取一种防卫的姿态。而在
简·雅各布斯 （Jane Jacobs） 看来，只有较强的
身份认同和相互了解，才能为社区带来安全和秩
序感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有别于传统社区在物理上空间上创造社区
感，现代社区有可能依据数字技术拓展更多的
公共空间，尤其在疫情发生的地区，线上社区
为居民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服务。强烈的社区意
识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居民，也为该地区创造更
大的潜力。

只是，线下的公共空间依旧不可替代。对于
很多现已存在的社区来说，将来面临的最大问题
大概就是缺少可用的公共空间。改建或是腾挪都
难免要经过多方博弈，不过，这也并非全是坏
事。在之前提到的“10 分钟公园计划”的实施
过程中，人们意外地发现，在原有的城市秩序
中辟建新空间时，政府、开发商、规划师、市
民等多方主体旷日持久的谈判与交锋，从某种
意义上，也为彼此的协作提供了一种可能——
不但促进了社区与外部关系的协调，同时推动了
社区内部居民间的熟悉与理解，为下一次的协作
提供了经验。

除此之外，对于一个良好社区的期待，除了
我们“想要什么”，还有我们“不想要什么”，比
如那些经常被投诉的“扰民的 KTV”“遍布狗屎
的街心公园”。如何在现有的秩序上做减法与调
整，对于正在各地进行的城市更新，或许同样是
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

作为“15 分钟社区生活圈”行动的发起
者，上海市在 2035 年的总体规划中提出，建设

“宜居、宜业、宜游、宜学、宜养”的社区生活
圈，努力推动实现幼有善育、学有优教、劳有厚
得、病有良医、老有颐养、住有宜居、弱有众
扶。希望这一设想成为每一位城镇居民都能享有
的生活。

步行十五分钟 你能找到什么样的生活

□ 厉新建 郅 倩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

下，微旅行迅速兴起。这一方面是因为

受疫情影响，远距离旅游受到了一些限

制，对安全、出行便利等方面的考虑，

人们开始将目光从远方转移到了本地。

另一方面是因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以

及消费意识的转变，休闲正逐渐成为人

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微旅行也因其近距

离 、 短 时 间 、 易 决 策 、 深 体 验 、 新 视

角 、 高 频 次 的 特 点 受 到 各 地 政 府 的 重

视。同时，因为能够让人们重新探索和

发现身边的美好以及体验深度化、方式

休闲化、消费品质化而广受市场青睐。

微旅行的兴起为目的地发展提供了

新模式和机遇。为此，一方面要盘活目

的地闲置旅游资源，深入挖掘当地的文

化内涵、人文风俗，活化历史，讲好故

事；另一方面，要注意多样化场景的构

建，通过众多小场景的创新优化来提供

动力。北京和上海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值

得 借 鉴 的 探 索 。2018 年 年 底 ， 北 京 东

城 区 正 式 推 出 “ 故 宫 以 东 ” 微 旅 行 品

牌，持续打造“寻迹”“跃动”“腔调”

“ 骑 迹 ” 4 大 系 列 和 “ 我 家 住 在 紫 禁

城”“漫步中轴线”等 22 个主题。今年

12 月 初 ， 北 京 市 文 化 和 旅 游 局 发 布 评

选出的 50 条北京优秀微旅行线路，对

提供优秀线路的设计者授予“北京市优

秀 微 旅 行 达 人 ” 称 号 。 上 海 则 在 2014
年 推 出 “ 漫 步 ·苏河岸”“风云·上海

滩”“寻宝·老城厢”等 6条有主题、有

特色的“微游上海”城市微旅行路线；

今年 9 月，上海文旅局又指导春秋集团

等开通了首条有专属 LOGO 的“建筑

可阅读”专线巴士。

抓住微旅行的风口，也是旅游企业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得以恢复性发

展 的 突 破 口 。 为 此 ， 首 先 要 构 建 有 品

质、有趣味、有深度、有创新的微旅行

产品供给体系，让人们能够在有限的时

间内获得最优的体验。如中旅旅行相继

研发了房车剧本杀等微旅行主题产品，

以及“故宫里的小怪兽”等深度文化体

验类产品，受到旅游者的一致认同与喜

爱。其次要注重相关配套设施与服务的

供给，加大与其他新兴业态的协同，通

过整合露营、剧本杀、摄影、美食、音

乐等元素，丰富微旅行的体验。最后，

要注重构建微旅行的品牌，减少游客微

旅行产品搜索成本、保障微旅行体验品质，助力企业扩大影响

力 、 提 高 利 润 率 。 北 京 的 “ 故 宫 以 东 ”、 上 海 的 “ 建 筑 可 阅

读”、同程旅行的“48 小时”、马蜂窝的“周末请上车”等品

牌都已展现出其蓬勃的市场活力。

尽 管 微 旅 行 在 不 少 地 方 的 探 索 性 发 展 取 得 了 不 错 的 成

绩，但仍存在良莠不齐、配套不足、交通不畅等问题。为了

促进微旅行提质扩容、高质量发展，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

面进一步优化推动。

一、多方协同，形成内容生产与集成联动机制。

有内容没流量，深巷好酒卖不出去；有流量没内容徒有其

表，难以提供深度体验。既有流量又有内容才是微旅行持续发

展的保障。为此，需要目的地政府推动、主管部门塑造公共品

牌、相关企业嫁接资源和产品分发、当地居民积极参与、旅游

者价值共创，通过多方协同，共同发力，打造一个内容生产与

集成共享的平台，让微旅行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体验深

化、主客共享等方面获得多赢共生。

二、追根溯源，构建多样化精致化的微场景。

旅游消费需要有场景思维，微旅行的深化发展更需要消费

场景的有效构建。一方面，应盘活区域内现有闲置的休闲旅游

资源，深入挖掘资源本身的内涵，发掘其场景价值，激发休

闲消费潜力。如成都市通过“两拆一增”和城乡环境综合整

治提升城市环境品质，利用人工彩绘将成都的街道、边角打

造 成 可 感 知 、 可 欣 赏 、 可 参 与 的 公 园 景 观 ， 让 这 些 “ 微 场

景”散布街区的每个角落，整体提升微旅行的环境。另一方

面 ， 在 有 条 件 进 行 创 意 开 发 和 建 设 的 地 方 ， 结 合 当 地 人 文、

历史、风俗等打造新的精致场景。这种场景的营造不在于面

积和投资，而在于用心和创意。在这个过程中，行业主管部

门要优化服务与监管能力，事前有引导，事中有规范，鼓励

市场主体共同营造主题化、沉浸式的微旅行体验场景，推动

微旅行经营科学有序发展。

三、双管齐下，打造特色鲜明的微旅行品牌。

对于旅游者而言，如何从众多微旅行产品中找到可信赖的

优质选项是个问题；对于企业而言，如何从众多竞争者中脱颖

而出，获得旅游者的“芳心”是经营的重点。为此，首先，企

业应深入分析市场需求，熟悉旅游休闲消费偏好，探索供求适

配机制，形成系列主题，构建品牌形象。其次，重新调整资

源 观 念 ， 整 合 一 切 可 资 利 用 的 资 源 ， 横 向 拓 展 业 态 交 叉 领

域，纵向延伸消费服务链条，创新形成有文化、有特色、有

趣味、有品质的内容。最后，趁势发展，精准定位，找准痛

点 ， 发 挥 优 势 ， 叫 响 品 牌 。 携 程 、 美 团 、 同 程 等 各 大 OTA
充 分 发 挥 自 身 平 台 优 势 ， 推 出 微 旅 行 套 餐 ， 也 是 切 入 市 场、

树立形象、推动发展的好做法。从城市角度看，或根据“点

—轴”理论，以城市的各个区域的核心吸引物为中心，挖掘与

区域形象相符的微旅行产品、场景，打造出统一的微旅行品

牌；或者以分散性、差异化、强体验的微旅行产品共生为导

向，串点成线，连线成网，打造出多元系列微旅行品牌。

总之，在微旅行发展过程中，要注意把握“存量利用、微

量更新；主题设置、业态配置；深入挖掘、深度体验；品牌引

领、品质保障；营销发声、创新发展”的基本原则，积极回应

人们美好生活新期待，满足人们优质生活新需求，推动微旅行

乃至整个旅游目的地高质量发展。

镜 观

10 月 3 日，上海徐汇区举行的以“花开蒲汇塘”为主题的城市空间艺术季

吸引了不少市民带着孩子前来打卡。 视觉中国供图

发现身边的美好

微旅行大有可为

12 月 25 日，《阿加莎经典作品集》有声剧主创见面会在北京更读书社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