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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新闻 文娱

马上评

1月25日在腾讯视频播出大结局的《开

端》，可以说是今年的第一部国产爆款剧。男

女主人公所坐的公交大巴，永远在下午1时

45分爆炸，他们想尽各种办法，却一直被困在

生死循环中不能脱身，直到他们与警方合作

发现真凶，救下一车无辜的乘客，也让犯罪者

得到了救赎。

人能不能回到过去，改变未来的命运？

科学家到目前为止还是多半持有坚决否定的

态度，但人心总是苦不足，贪恋那些不可能的

可能，也因此，以时空循环作设定的影视作

品，总是让人着迷——正如有人写道：“在交

叉小径的花园里，总会有一条道路，让人们在

生命中的每个节点都得到幸福，在那条完全

幸福的道路上，有且仅有一个你在行走。这

是多么让人宽慰啊，在每一次铭心刻骨的选

择里，总有一个你选对了路，在茫茫的恒河沙

数的宇宙里，总有一个你，终生幸福。”

在“时空循环”的影视里，主人公都是主

动想改变命运——寻找到爱情，拯救下世

界。其中有一种可以无限次回到过去的某一

个时间点，重新开始选择命运的细分流派，现

在有了一个新的名字——“无限流”，这个词

来源于2007年的网络小说，但事实上，好莱坞

早在1993年就已拍出了“无限流”开山之作

——爱情喜剧电影《土拨鼠之日》。比尔 ·墨

瑞饰演的男主是一个愤世嫉俗的电视台单身

记者，他接了一个苦差事，和安迪 ·麦克道威

尔饰演的女编辑一起去偏远小城采访一桩无

关紧要的新闻。但是，工作完成后，他却发现

在小镇上，自己每天都在早晨6时醒来，重复

遇到同样的人，做着差不多同样的事。对于

不爱生活的人，每天都是重复的一天；而对于

爱生活的人，可以把重复的一天积累成精彩

的一年。“无限流”让比尔和自己和解，变成了

一个积极生活、享受爱情的人。

“时空循环”就是那颗梦想中的“后悔

药”，如果上天给人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一

定就能寻找到幸福吗？

1995年，中国香港导演刘镇伟也拍出了

有“时空循环”元素的《大话西游》，孙悟空想

救下心目中的真爱白晶晶，用月光宝盒反复

穿越回过去，而最后却发现紫霞仙子才是和

他缘定三生的那一个。但是，此时他已经失

去了能返回过去的月光宝盒。最广为人知的

“时空循环”电影，莫过于《蝴蝶效应》（2004

年），为了让心爱的女子得到幸福，男主一次

次改变自己的选择，但都没得到他想要的结

果，在导演剪辑版中，男主不惜把自己扼杀于

子宫中，以此作为爱的最绝望的代价。

“无限流”更接近于游戏中无限次存档再

读取的体验，让原本肃然的真实人生多了几

分好玩，改变命运似乎多了些玩单机游戏时

试图打出隐藏结局的快感。比如国内曾上映

过的两部美国电影《源代码》（2011年）和《明

日边缘》（2014年）。

在前者中，男主被一次又一次送上即将

爆炸的高铁，每次只有8分钟的时间调查爆炸

的原因，而调查过程中，他发现自己实际上躯

体已死，只剩下脑细胞还活着，这时候他奋然

一跃，跨过了真实和虚拟的边界，那里，反而

比真实世界更美好，因为那里他可以拥有健

全的身体和浪漫的爱情，也许这就是未来的

“元宇宙”？

后者也称“阿汤哥的一万种死法”。最害

怕上战场的男主被上司强迫上前线，第一天

就惨死在战场。没想到这一死让他拥有了启

动无限次时空循环的能力（又称“读档打

法”），女主是全能战士，他们合作翻盘，并肩

战斗中自然而然产生了爱情，嗯，这就是所谓

的游戏通关奖励吧。 本报记者 蒋俭

追完《开端》大结局
回味那些“时空循环”

9岁男孩周小淳妙语连珠，让千年甲骨

文“活”了起来；10岁的施则行因为和昆虫交

朋友，撰写出版了《虫虫圆梦记》；11岁的王

烁然写下50多首原创歌曲，用音符传递热

爱；女孩也不甘示弱，9岁的古金灵已经领悟

古典舞之美，视频收获百万粉丝；滑雪姑娘张

阳光子传承下妈妈的冰雪梦想，正在努力宣

讲北京冬奥会；江南女孩顾芸溪巧手制作桥

梁模型，解读家乡桥文化……去年12月18日

至今，大型青少年文化励志类节目《中国少年

说》第二季于央视少儿频道和央视频同步首

播，已经有来自全国各地的15位优秀少年以

演讲的形式，将Z世代丰富多彩的生活呈现

给观众，分享不一般的成长故事，展现中国少

年群体的崭新风貌。

更多元 更丰富
2020年岁末，《中国少年说》第一季播

毕，收获了众多家庭的关注。当时，节目从

全国各地邀请了30位优秀的少年儿童走进

演播室，他们或是超级汉字迷，考了书法等

级八级；或是文物迷，对文物故事和背后的

历史信手拈来；或是人工智能小达人，受邀

参加百度AI开发者大会；或是挺身而出的

勇敢男孩，自告奋勇下井救人；或是京剧小

达人，已是京剧梅派第四代传人……他们的

讲述，他们所分享的亲身亲历和感受，让人

看到了新一代中国少年的学识、见识、情怀

和担当。

经过一年准备，《中国少年说》第二季重

磅回归，选题更加多元，内容更加丰富。这一

季，30位入选的少年演讲人，有北斗卫星的

发烧友，有甲骨文的忠实粉丝，有演绎古典舞

的小网红，有北京冬奥会的宣讲员，还有地球

科学奥林匹克竞赛的选手……他们代表着青

少年健康向上的生活状态，因热爱而专注，凭

努力而发光。一曲自编说唱，一段即兴舞蹈，

一个礼仪动作，一具桥梁模型，或者一个小发

明展示，都可以触发一个令人思考的话题。

央视少儿频道制片人张卫东这样阐释节目的

初心：“义务教育‘双减’政策大背景下，更加

多彩的生活应该被关注，更多年轻的声音应

该被聆听。”

更平视 更真实
相比上一季节目所带来的榜样的力量，

第二季《中国少年说》视角更加平易。比如，

第一期节目第一个登场亮相的少年施则行，

10岁的男孩把家里的阳台当作昆虫王国，把

蝈蝈、蜘蛛、蝎子、蜥蜴、螳螂当作朋友，每天

饲养、观察、记录，立志成为昆虫专家；比如，

16岁的“北斗发烧友”赵亦心，通过介绍北斗

卫星导航系统和参与研发无人巡检机器人，

分享给观众的是北斗技术在生活中的应用；

又如，来自上海黄浦区的说唱男孩侯添乐，因

为上学放学经常路过兴业路，所以在去年“七

一”到来之前寻访红色印迹，激扬时代新声，

创作“另类”主旋律。

上周六更新的第五期节目中，来了一个

14岁的小画家张玥阳。他用20多天时间，在

最普通的卫生纸上画下了水浒108将。“一次

偶然的机会，我不小心把墨汁洒在了卫生纸

上，感觉像一幅画，我尝试着画一些画，发现

越画越好，然后我就决心要把水浒108将全

都画下来。”张玥阳说，“起初我画得很慢，每

个人物的一个细节我都需要半个小时来完

成，有时一画就是十来个小时。”后来，他又用

自己的纸和笔，用两个多月时间临摹了《清明

上河图》，“我临摹的宣纸长138厘米，宽67厘

米，我一共画了11张宣纸，画坏了好几支毛

笔。”少年的画笔其实稚嫩，少年的演讲难免

紧张，张玥阳的故事真实而又充满力量，他说

画画的过程其实也是学习的过程，自己在临

摹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首席记者 孙佳音

《中国少年说》第二季正在热播

关于“中国”与“少年”，

我们跃然脑海的，或许是这

样一句话：“少年兴，则国

兴；少年强，则国强。”那么，

新时代的中国少年兴不

兴？强不强？

从诗词歌赋到北斗卫

星，从舞蹈唱歌到人工智能，

从太极八卦到国潮文创，《中

国少年说》正为我们展现当

代中国的少年榜样。他们有

着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生活

状态和故事，但他们也是最普

通的中国少年。可以说，节目

里“侃侃而谈”的，是每一个孩

子身边的哥哥姐姐或弟弟妹

妹，是通过努力点亮自身一

个个闪光点的小朋友。

他们是榜样，但却是从

真实生活中来的，触手可及

的，是不那么遥远的榜样。这让榜样更有力

量，让节目更有温度，引发共鸣。中国文化管

理协会演艺工作委员会副会长邹一鸣说，《中

国少年说》是一档可以作为思政课教材的优

秀节目：“立德树人，不能一味把空洞的概念、

枯燥的文字‘喂’到孩子嘴里，而要以有趣的

内容、活泼的形式吸引孩子主动来‘吃’。”

《中国少年说》恰恰是这样做的。如果说

多年前的思政课还是以“老师讲、同学听”为

主，那么今天的思政课可以引入更多像《中国

少年说》这样的优秀内容，形成“节目播、老师

讲、同学议”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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