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喜剧《人生路不熟》以超过8亿的票

房拿下了国产片的票房冠军。影片贴

近生活，笑点密集，让影院里充满了欢

声笑语。不过也有观众觉得影片虽然

搞笑，但营养不足，让人笑得不够意味

深长，尽管导演在影片的尾声也煽了

情，放了催泪大招，依然有人感慨：“电

影更像是一个加长版小品！”人生路，已

经挺辛苦，与其让自己陷入哭笑不得的

两难，不如抛开烦恼，在影院里、在真实

的生活里纵情欢笑。

这部影片让人笑，因为它太贴近生

活了。故事讲述的是一家四口意外开

启的一段有笑有泪的卡车之旅。乔杉

饰演的周东海是一名卡车司机，他是一

个很传统的家长。范丞丞饰演的是一

个不被看好的准女婿，为了讨准岳父欢

心，用力过猛，一路翻车，第一次见面就

把准岳父冻在了猪肉上，阴差阳错地将

纸尿裤当作见面礼送给了准岳父，还将

准岳父“壁咚”在墙上……再配上马丽

饰演的搞笑准岳母和可盐可甜的女友

张婧仪，在一家四口的“卡车冒险”中，

各种奇葩桥段层出不穷，又不乏搞笑金

句名梗，剧情生活化，角色接地气。

的确，贴近生活是一个好的喜剧

片必备的特质，《人生路不熟》做得不

错，无论是角色设置还是台词设计，让

人觉得故事就好像发生在身边。片

中，乔杉和马丽对毛脚女婿的“区别

对待”表现得淋漓尽致，尽管准岳父

看不惯女婿，但架不住“丈母娘看女婿，

越看越欢喜”。准女婿不抽烟会被准

岳父嫌弃“连烟都不会抽”，决定试着

抽一根后，又被戏谑“小伙子很

善变啊……”这些都体现出导演

易小星作为国内搞笑短视频的

第一代创作者擅长从生活中挖

取笑料的功力。

影片也不只是搞笑，一句

“对的就是对的”贯穿了整部电

影。这个世界上似乎没有非黑

即白的事，也没有非黑即白的

人，但导演也通过这句话把一个

人该有的信仰与坚守展现出

来。影片也在一家人和卡车司

机的团结合作中，最终将“油耗

子”捉住并交给了警方。那一

刻，故事让人泪目，但也就点到

为止，欢笑还是主旋律。

综观整部影片，虽不至于回味无

穷，但也并非一无所得，比如我们了解

到了卡车司机的工作，也走进了智能房

车，还看到了撒谎后道歉、胆怯后勇敢

的真实，更记得了那句“对的就是对

的”……好笑的就是好笑的，人生路迢

迢，是哭是笑要听从自己的内心，我们

喜欢真实的笑容，就像喜欢真实的生

活，别总是笑得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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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人生路不熟》要记住：对的就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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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博物馆“飞入寻常百姓家”

扫一扫请关注

“新民艺评”

“漫长的”回味，
除了锅包肉、拉丁舞还有啥

◆ 吴翔

漆黑的舞台蓦然化作了一片

蓝色大海，主人公沉入海中，水面

冒出了一串气泡，这大海仿佛在沸

腾；舞台设计犹如一个“破碎的宫

殿”，可分可合的二层空间、钢结构

的阶梯、中央的升降机，都随着转

台的旋转，让各种场景无缝衔接；

在多场戏的高潮部分，实时投影使

演员的细微表情一览无余……音

乐、舞美、灯光、多媒体投影、实时

摄像技术的融合，正在上演的音乐

剧《猎罪图鉴》带来强大的视听冲

击力。

《猎罪图鉴》改编自同名短剧

集，这也是2022年第一部引发热

议的刑侦剧。男主人公沈翊是模

拟画像师，这在以往刑侦题材剧

中较少见，因而被网友赞为“悬疑

神作”。其实，正如剧中人所说

的，这也是一个古老的职业，“从

远古的壁画，到伦勃朗的《夜巡》，

画家一直在历史中承担着存留现

场、还原瞬间的使命。在没有照相

机的年代，画家手中的画笔就是记

录现场的唯一工具”。

电视剧讲述的是沈翊与刑警

队长杜城携手用画笔寻找真相，用

智慧揭开一个个命案背后的谜。

音乐剧限于篇幅，只选取了两个故

事——上半场美容院杀人案和下

半场的校园埋尸案，这些舞台上的

故事，聚焦的是社会议题：容貌焦

虑、性别歧视、校园霸凌……悬疑

命案的表象下，隐藏着被逼至绝境

的无奈，也折射出其背后的社会问

题和复杂人性。此外，从开场到结

尾贯穿一个悬念：让沈翊画像导致

原刑警队长被杀的女人究竟是

谁？由于同名剧集还未播完，因此

音乐剧同样没有结局，让观众继续

期待。

近年来，实时摄像技术在舞台

上采用屡见不鲜，从上海话剧中心

的《深渊》到国家话剧院的《直播开

国大典》。在音乐剧《猎罪图鉴》

中，这一技术运用得更为熟练，多

个点位的实时摄像，用镜头将场景

中一个个关键点捕捉、放大，演员

脸部特写清晰展现，连最为细微的

表情和动作也都一览无余，弥补了

原来因距离太远，后排观众看不清

表演细节的遗憾。

最棒的一个场景，是在灯光和

多媒体的配合下，舞台从后方到前

方出现了一个白色的巨大的“洞”，

似深邃的漩涡，又似通向太空

的云层，沈翊从其中走来，好像

从迷雾中走来，又好像从梦境

中走来，极为震撼。这一刻，已

分不清是真实与幻觉、梦境与

现实。结尾则再次以幕布模拟

了大海，舞台灯光与多媒体的

配合，将整个世界变为“沸腾的

大海”——全剧的一个关键词。

全剧节奏得当，外在与内

心、梦境与现实的对比，处处可

见全剧导演的匠心。演员全情

投入，表演富有张力。如果要

说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有

些情节的设置不太符合逻辑和

常理。如在第二部分，中学生

一般是不会用刀来轻生的，瞿

蓝心把好朋友的头骨拿到美术

教室，也过于离谱。

《猎罪图鉴》也是一次特别

的尝试，正如主创所言，“我们

尝试在音乐、视觉、文字、动作

等方面为人性赋予具象。”

过去，电影被誉为“梦工

厂”，如今，随着技术的进步，我

们也看到了舞台“造梦”的无限

可能。

文学点缀生活的幽微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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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张晓风的读者可能会有这样

的体验，从起初的爱不释手到某一阶

段的暂时搁置，最后若干年后回过头

看依然奉为圭臬。可以说，阅读张晓

风的散文不仅需要审美鉴赏力，还要

有一定的生活阅历。如果说散文是生

活中的一束光芒的话，张晓风则顽强

地保持着本能的趋光性，其文字的亮

色不仅没有因年龄的增长而衰减，反

而随之进入了丰收的秋季。

《麝过春山草自香》之名出自唐代

诗人许浑的《题崔处士山居》，为全书

奠定了诗意的基调。一方面张晓风把

笔触深入到文化积淀中，信手拈来的

诗味让散文显得庄重。另一方面，她

尤其喜爱古典文学，频频引用唐诗宋

词的润物无声、民间文学的谐趣程式、

史书典籍的意象神韵以及风流才子的

千古佳话，借助中国传统美感经验，为

文学性表达提供丰厚的历史浸润，不

加装饰便自有风姿。余光中说：“张晓

风的全部散文作品，均可看作是一种

诗性思维。”张晓风善于从平淡无奇的

生活中抽离出情境和深层意绪，吸引

读者的不是散文前叙的故事，而是文

字中抽刀断水式的洒脱韵味，更是不

甘庸俗愚蠢的现代情感依托。显然

《麝过春山草自香》将“诗性思维”与大

美境界串联起来，贯穿于文章之中。

《麝过春山草自香》从生活的各个

角落感悟意义，寻找自然世界中微小

的美好，一旦有所感，张晓风即刻化为

无所依傍的自由主体，在散点透视中

展现出若干个亟待捕捉的影像，作者

顺着朦胧的艺术感受，毫无忌讳地将

各种感受讲述出来。这种物我间相互

披露的“艺术仿生”，构成了张晓风散

文的最大特点。同时，张晓风对伍尔

夫格外欣赏，52个篇章，无一不在场面

安排、色彩点缀、心态展现等方面悉心

写思，如伍尔夫对达洛维夫人的描写

一样，将局部锤炼得炉火纯青，某一瞬

间的摘拾就能构成书写的全部。

步入耄耋之年，张晓风的文笔更

加成熟，可谓“庾信文章老更成”，除简

洁明快、干净自然外，也得益于她丰厚

的阅读体验。例如全书开篇的《在D

车厢》，伴随着宁静的思索，散文由读

书的体验升华至哲理，最后缓缓地回

到D车厢里的现实空间。文学阅读的

漫谈与散文文体的特点形成合势，一

息相牵，收放自如。同时，张晓风也乐

于做古语言的考据考证，在生活语境

中解读文字，解读起来行云流水，有时

喃喃自语无拘无束，插语夹叙比比皆

是。知识闲谈时更有反复零乱，兴寄

无端之感，语言如交心谈话，不时地出

现闽南语、现代汉话、俚言俗语，妙趣

横生，在散文的节奏和语言的张力上，

如林语堂、汪曾祺等名家一样的大气

从容。

在《麝过春山草自香》的后记中，

张晓风写道：“我不知道自己能活到几

岁，但只要有一口气在，我还是会把我

自己好好地呈现出来。”无论如何，张

晓风的书写并不寂寞，她与生活中的

蛛丝马迹为伴，与自然万物为友，又以

充满“诗性思维”的幽默方式来记录生

活。正如歌德所言：“诗人的本领正在

于他有足够的智慧，能从惯常的平凡

事物中见出引人入胜的一个侧面。”

《麝过春山草自香》让我们看到生活中

无数个诗意的侧面，也是文学点缀生

活的幽微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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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季节》播完了，“漫长的”回味依然萦绕在观众

的心头。看完一部12集《漫长的季节》，仿佛走过了一段漫

长的人生旅程，穿越春夏秋冬生老病死，在雪花中期待春

天，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在漫长的这一“季”里，让人回味

的有柴米油盐的人间烟火，比如范伟亲自下厨烧的那道酸

甜可口的锅包肉；也有自由不羁的精神追求，比如陈明昊的

拉丁舞、秦昊的中年迪斯科和范伟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

方》。它们都曾藏在那个金黄又凛冽的东北小城里，如今

《漫长的季节》又让它们重焕光彩。

这次范伟凭《漫长的季节》不仅演技获好评，还带火

一道东北菜。在剧中，范伟饰演的王响请龚彪到家里吃

饭，为感谢他把自己送去医院，特意精心准备了两道“硬

菜”，其中一个就是锅包肉。

看着范伟左手端盆，右手撸起袖子往油锅里下肉，随着

肉下锅，油锅里滋滋啦啦地冒着油花，弹幕纷纷打出“隔着

屏幕能感受到锅包肉酸甜脆口的味道”，也有观众说：“从范

伟熟练的操作，以及对火候和面粉的掌控就知道锅包肉是

他的拿手菜，不是做这道菜的老手，恐怕演不出这样的效

果。”从后续儿子王阳拿着王响做的锅包肉去给沈墨吃时，

中途被老板“拦截”了几块，老板放进嘴里时都能听到嘎嘣

脆的声音，这也让范伟的这道锅包肉的色香味俱全了。

除了锅包肉之外，剧中还让东北的“水捞饭”“烤鸡

架”等生活日常饭菜带进了剧里，也带进了观众的心里。

毫无疑问，这种地道美食的呈现，不仅突出了地域特色，

也增加了这部作品的烟火气。看来，要留住观众的心，先

要留住观众的胃。

除了对美食的追求，观众在《漫长的季节》中也看到

了平凡人对文艺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对于很多观众而

言，《漫长的季节》最令人难忘的场景莫过于第11集中，在

KTV里，范伟唱响了那首《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后，“桦

林舞王”马德胜和桦工大迪斯科“有一号”的龚彪，还有

“滥竽充数”的王响各自放飞自我，不羁地舞蹈。没多久，

三人体力不支，老马说自己老了要回家了，彪子问姐夫，

也像在问观众，“你说咱这辈子咋过来的？”

于是，观众们在他们的带动下，也开始舞动起来。这两

天，在短视频平台上，掀起了一阵“漫长的季节舞林大赛”热

潮。当然，马德胜的拉丁舞需要一定的专业水准，所以大家

更喜欢挑战的还是龚彪的中年迪斯科。也许，只有见证了

足够多的人生波澜，才能真切体会独舞的快意，仿佛舞曲是

切断世俗纷扰的利剑，把自己归还给自己。

相比起门槛较低的迪斯科，“马队”选择的拉丁舞则更

有一种脱俗的境界。就像他在1998年就表示：“我喜欢钱

德勒”。在那个年代，能知道并喜欢美国小说家雷蒙德 · 钱

德勒，就好似今天的“马队”选择的是拉丁舞而不是广场

舞。会跳拉丁舞的“马队”，就像一位大侠，自由潇洒，心怀

天下，快意恩仇，这不也是如今只能跳着中年迪斯科的人们

曾经梦想的样子。

美术界最近又曝出抄袭

丑闻，抄袭者依然是美院教

师，还被认为是“中国80后

最具代表性的新媒体艺术家

之一”。

抄袭，在美术界确实是

挺有“代表性”的普遍现象，

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学术理

念”。在科学界、文学界等，

你难以想象如此规模和堂而

皇之的抄袭模仿还能名利双

收，甚至有的大佬被揭露了

依然难以撼动。这说到底是

在学术理念上不在乎。

说起来，抄袭也曾经是

艺术发展史上的“功臣”。在

现代印刷技术和传播技术普

及之前，一个具有创造性的名

画家画出了一幅精彩作品，真

迹只能让极少数人看到。如

何让更多人欣赏到？下真迹

一等的高水准临摹作品起到

了普及和传播的作用。所以，

在那个历史阶段，抄袭或模仿

虽然不如原创者荣耀，但也不

丢脸，不承担学术道德的谴

责。它的传播、普及、学习教

育意义功不可没。

我们去卢浮宫看西方古

典主义美术作品，看久了会产生恍惚

感，就像看当今流行的网红脸，都差

不多。工业文明之前的美术史，“相

似性”是主流现象。

由此，我们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为

什么工业文明发达之后的世界美术，

“相异性”成了主流价值取向。因为

我们已经不需要通过手工复制模仿

来传播优秀艺术作品。从此创造性

成为考量艺术家的基本要求，艺术作

品的版权意识普遍提升，艺

术创造力也成为国家创造力

的重要指标。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

展，社会对艺术作品原创性

的衡量标准将会更加严苛。

抄袭更容易通过智能搜索被

发现；抄袭将不仅是针对整

体性的照搬照抄，风格上的

抄袭模仿也会被真正的艺术

家所不齿，因为这些AI都能

干。

但遗憾的是，我们的主

流美术界，从学术、教育机

构，到艺术市场，并没有对

这个划时代的艺术价值观

改变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尊

重。从早前的叶永青，到最

近的徐跋骋，都是美术学院

的教师。在被曝光之前，徐

是艺术新秀，叶则是一线名

家。尤为可叹的是，我国的

艺术名家抄袭的对象还是

欧洲的小名家。一方面可

见我们的名画家变“聪明”

了，从模仿国外大名家转变

为模仿小名家甚至三流小

画家，不容易被发现；另一

方面也可见美术界创造力

现状之可悲。

说 实 话 ，叶 永 青 还 有 点“ 小

冤”——那被指认的抄袭作品其实

只是他一小部分作品风格。他好歹

还有一些作品风格是属于自己探索

的。

如果我们对艺术原创不能给予

足够的尊重，对抄袭不能给予应有的

抵制，艺术创造力低下的状况是难以

得到可观改变的。

评
音
乐
剧
《

猎
罪
图
鉴
》

◆ 祁泽宇

评张晓风散文集《麝过春山草自香》

■《麝过春山草自香》（张晓风），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年：
2023-4）

“你为什么喜欢逛博物馆？”这个问题千百个

人可以有千百个答案，博物馆的存在连接了时空

交错中的古今，为现代社会的人们提供了另一种

栖居的可能。博物馆里层出不穷、覆盖到生活各

个方面、可以带走的文创产品一定也是一个答

案。文创蛋糕咖啡、主题午餐、丝巾耳环、书本冰

箱贴……丰富多样的与博物馆相关的文化创意

产品一次次“出圈”，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借由这

一载体“飞入寻常百姓家”，博物馆的影响力和魅

力早已溢出了物理意义上的围墙。美食+文创的

博物馆消费让参观者实现了从“指尖的享受”到

“精神的满足”，回想中国历史上有多少名场面，

都是在推杯换盏间完成的。“用起来感觉精致，在

认真地生活”，“体验感”与“审美力”，是博物馆文

创的关键点。

上海博物馆近期的现象级大展“从波提切利

到梵高——英国国家美术馆珍藏展”文创类的销

售额达到了创历史纪录的2500万元。上博文创

以“世界的美术史”为主题，围绕梵高的《长草地

和蝴蝶》、高更的《窗前果盆和啤酒杯》等作品，

推出了大师、大艺术家和印象派三大系列200余

款文创产品，还有以“画家的三原色”为题的主

题午餐，红黄蓝三色酱料可DIY加入鸡肉卷中。

“英国国家美术馆珍藏展”展厅里，令许多人一

见倾心、难以忘怀的《红衣男孩》“化身”为甜品

“小爵士”，草莓粉点缀的双层泡芙佩戴奶油“蕾

丝衣领”，宛如红衣男孩倚靠石座。委拉斯盖兹

的《费尔南多总主教肖像》威严神秘，而以此为

灵感的甜品“主教之冠”整体外形酷似画作中正

襟危坐的主教本人，幽默地“挪用”主教帽型以

巧克力制作，点明其身份。微苦的巧克力加上

橙味奶冻的口感，让人把艺术的“滋味”深深印

在心中，带进家门，回味良久。

近年来以“非常出片”之名走红各种社交网

络的浦东美术馆，其文创在五一期间销售额超16

万元，成交率7.90%，客单价108元，销售产品件数

超过3500件。其中，“引力剧场理想视角长柄伞”

特别有意味，当代艺术家徐冰的巨型装置作品

《引力剧场》如一个文字组成的虫洞模型贯穿五

层楼高的展厅空间，而这把伞除了伞面的文字都

是徐冰参与设计的英文方块字之外，伞内撑起的

还是一个站在展厅里的观众无法实现的隐藏视

角。把“佶屈聱牙”的当代艺术化作生活实用品

随身携带，在细雨的日子里行走，体味到的是艺

术的点滴沁入生活。

咖啡馆星星点点遍布城市，而在博物馆里的

咖啡馆，喝的就是“历史感”。在上海市历史博物

馆新开的“海派咖啡馆”——Mapoly（满坡栗）里喝

一杯栗博拿铁、栗博摩卡、栗博澳白（“栗博”谐音

“历博”）、定制款钟楼拉花等，凝望一会儿老上海

的咖啡广告、漫画、照片、街景图片……追溯咖啡

与上海城市生活的渊源，既丰富了咖啡的口感，

也让博物馆的迷人之处随着咖啡的香气触动人

们的兴奋细胞。

现代人前往博物馆已经不追求一个既定的

结果，而是希望表达自己，与博物馆形成某种形

式的对话，而文创产品恰好能把二者联系起

来。“物”是一个实体的同时，又是凝聚着人类记

忆的一个符号。颇具巧思的文创产品通过设计

上的语言表达出这种记忆，当文创产品被人们

理解、接纳、追捧时，就转变为一种公共记忆的

表达。让历史文物“活起来”，让文化“说话”，让

历史“说话”，其实就是在探索一种更好的表达

方式。

文物的价值，不仅体现为历史的厚重、艺术

的造诣，还凝结着文物创造、流传的经历，以及修

复的过程、内涵的阐释，这些都是博物馆带给我

们的一种向前的“力量”。对博物馆里保存的传

统文化结晶最好的致敬方式，不就是让它们再度

全方位融入我们的生活吗？

■ 上博文创产品吸引市民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