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镜头滑过蓝天白云、沉寂的绿树和睡觉的小

猪，一只拿着红缨枪的鸟从大树后跑出来，它着急

忙慌地甩手打了一下猪鼻子，随着一声“让你巡山

你在这里睡大觉”，《中国奇谭》的第一个故事《小妖

怪的夏天》正式拉开序幕。

新年伊始在B站播出的《中国奇谭》掀起了一

股热潮，《中国奇谭》是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主导

的动画短片集，由八个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立

故事组成。首先播出的是改编自《西游记》的《小妖

怪的夏天》和改编自《鹅笼书生》的《鹅鹅鹅》。

《小妖怪的夏天》以两只小妖的视角展开，大王

通知他们五天后唐僧师徒四人要经过此地，必须要

抓住唐僧吃唐僧肉。在准备抓唐僧的四天里，这两

只小妖备受折磨，职场霸凌尽显。终于到了唐僧师

徒四人经过大王洞的日子，小猪妖撒尿路过了他们

的必经之路，被狼大人发现后只能狂奔而逃。就在

他要被狼大人抓到时，眼前闪现出一道金光——唐

僧师徒四人出现了！小猪妖大喊：“别过来，这里有

危险！”却被孙悟空一棒子打晕了。

剧情进行到这里，孙悟空的行为在意料之外、

情理之中，他们师徒四人降妖除魔是再正常不过的

事情。但最后再次反转，孙悟空说：“除了那只小猪

妖，俺倒是放了他一条生路。”原来孙悟空将计就

计，利用小猪妖引出众多妖怪，将他们一网打尽。

最后这次反转真正立住了孙悟空的人设，他武力值

超高，有千里眼、顺风耳和慈悲心肠。

《小妖怪的夏天》在尊重《西游记》原著人设的

同时加入了诸多年轻人正在经历的生活，比如打工

人在职场中的沉浮、回家总是被家人唠叨。该片借

助《西游记》创作出了全新的故事，是非常成功的IP

改编作品。

《鹅鹅鹅》承袭了《鹅笼书生》的故事内容，该片

为默片，全程用文字旁白，以第二人称视角讲述故

事，其风格与志怪小说保持一致，水墨画风诡异但

透着一丝诙谐。剧中将人物脸谱化，除了货郎是

人，其他都是动物。比如狐狸书生，狐狸书生的心

上人兔子女，兔子女的心上人野猪男。而野猪男的

心上人是鹅女。默剧中的脸谱化表达可以最直观

地立住人设，人物一出场，就能猜出其性格。

IP改编成动画的优势在于形式上可创新的空

间很大，《鹅鹅鹅》的风格和形式创新就非常成功。

更值得一提的是主创团队完全尊重原著，仅仅删掉

了《鹅笼书生》中只在结尾出现的张散一角，将结尾

改成了货郎对鹅女动心，鹅女遗失的耳环幻化成飞

翔的天鹅，结局充满了怅然若失的意味。

现下电影院、电视台和各大视频网站都充斥着

IP改编电影、电视剧，但好的改编作品寥寥无几，大

部分都被观众指责“魔改”。这些作品并不全是因为

内容不好被观众骂烂，而是因为不贴合原著，让改编

作品变得像原创作品，主创团队总是有太多自己想

要表达的东西，却丢失了原著中最基本的表达。

《中国奇谭》之所以好评不断，是因为它最大限

度地贴合了原著人物、原著故事，让观众感到既熟

悉又新鲜。尊重原著才是完成IP改编的第一步。

尊重原著是成功的第一步

在人间烟火中凸显历史的鲜活灵动

◆ 刘 坤

◆ 龚金平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扫一扫请关注
“新民艺评”

电视剧《破晓东方》全景式描绘中国共产党接管
巩固政权、管理一座特大城市的画卷中，既有宏大叙
事的恢宏壮阔，又有纤毫入微的细腻笔触。谱写从
“战上海”到“建上海”的奋斗史诗，《破晓东方》的题
材无疑填补了空白，它努力在人间烟火中凸显历史
的鲜活灵动，同时又烛照历史沧桑中的正义与曲
折。剧集不仅还原了解放军在正面战场和隐蔽战线
与敌人展开的殊死搏斗，对于经济、金融领域的明暗

较量，更是处理得一波三折，并以此为辐射点，引领
观众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了解中国共产党
的治国思路，从而为当下的政治路线接续历史的传
统，为今天的国家战略找到历史的根基。因此，《破
晓东方》不仅可让观众从一个独特的视角重温历史，
更可让把握历史发展规律的草蛇灰线，并更深刻认
识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赢，中国共产党是怎么赢
的。

人民至上
《破晓东方》中，中国共产党接手上海时，

面对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陈毅虽在

战场上指挥过千军万马，但突然转到经济和

民生领域，相当于来到了一个全新“战场”，有

诸多不熟悉，不习惯之处，甚至有在瓷器店里

打老鼠的束手束脚。对此，《破晓东方》需要

以富有艺术感染力的方式，展示共产党在战

争中学习战争的成长过程。剧集从“为了人

民，依靠人民，教育人民”三 个层面，对中国

共产党“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作了富有层

次感的艺术表达，展示了共产党为人民谋幸

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以及依靠群

众，发动群众的工作方法。

剧集中，毛泽东不仅在1949年的新年献

词中指出，“共产党人要对人民负责，对国家

和民族负责”，还在向黄炎培解释何为“民主”

时说：“人民当家作主，保障最广大人民的根

本利益，就是民主。”剧集通过大量感人至深

的细节，对毛泽东这些掷地有声，发人深省的

话语，作了生动的诠释。

陈毅在担任上海市长之后也提出，治理

城市的信念很简单，就是时时刻刻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正因为如此，上海市人民政府

才会把打击投机，平抑物价，保障民生放在首

要地位。纪南音正是依靠群众的举报，又通

过修车老汉的指点，并得到岚姐的帮助，才找

到阎锡山隐匿在上海的资产。投机商人赵丰

年被抓，也离不开码头工人的机智勇敢。

可见，解放军进驻上海之后，剧集展开了

三条情节线索，一条是解放军如何与敌特进

行坚决的斗争；另一条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如

何打击投机分子，如何保障民生，稳定经济；

还有一条线索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如何通过多

种渠道和媒介，发动群众，教育群众。其中，

“民生之战”是情节主线，“谍战”是“民生之

战”的安全保障，教育群众则是“民生之战”的

附带效果。

“大手笔”与“闲笔”
《破晓东方》的焦点人物是陈毅市长。对

于陈毅市长的刻画，剧集常常通过浓墨重彩

的方式，突出他身上的气魄、胸襟、情怀和胆

识，同时，剧集也善于在一些淡抹轻挑的“闲

笔”中，彰显人物的人情味和烟火气。

在一些庄严肃穆的场合，如丹阳整训、上

海市人民政府揭牌仪式、烈士公祭大会，陈毅

的讲话平实真诚，但又铿锵有力，有着力逾千

钧的分量和一言九鼎的慷慨，尽显人物的威

严霸气和深情动人。

除了这些“大手笔”，日常生活中的陈毅，

是一位温厚的丈夫，一位慈祥的父亲，一位和

蔼的长者。例如，上海市人民政府挂牌成立

时，陈毅想找《英雄交响曲》的唱片，吩咐陆修

远去买。他点明，应该找一个对上海比较熟

悉，又留过洋的人陪同，才有可能找到唱片，

看到陆修远还不开窍，陈毅只好点破，纪南音

是最佳人选。这时的陈毅，根本不是一位严

肃的上级，而是一位热心的“媒人”。

剧集用多侧面的观照法，带领观众一点

点去认识作为军事家的陈毅，作为政治家的

陈毅，同时作为父亲、丈夫、长辈的陈毅。这

样，陈毅的形象就更为立体饱满，更具人格魅

力和艺术感染力。

剧集也在另一些“闲笔”中，向观众展示

陈毅。陈毅虽然大多数时候都信心十足，镇

定自若，但是，面对千头万绪的工作局面，他

也会有分不清主次的情况。陈毅与邓小平讨

论京沪杭的工作纲要时，邓小平就指出，陈毅

重在战术，关注细节和局部，没有抓住决定性

的因素。

剧集看起来刻画了诸多人物，但真正的

主人公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员”。

剧集中那些共产党员虽然各具个性，但他们

的工作理念，工作方法，工作目标，又具有共

通性。

视听隐喻
作为一部电视剧，《破晓东方》在视听语

言方面也足够用心，努力使观众在声音、画

面、剪辑等方面，也能得到丰富的视听享受和

蕴藉的审美感悟。

共产党人接管上海之后，剧中经常出现

的外景是外滩。剧集曾用一个非常流畅的运

动长镜头，在外滩疾驰，遇到一辆拐弯的双节

公交车，摄影机居然从公交车的连接处穿插

而过，然后一个旋转，完成了对街景的大幅度

呈现。在这个暗调的画面中，我们恍如回到

了历史现场，看到了当时上海滩的繁华以及

背后的阴郁沉重。而在斗争形势复杂时，剧

集也多次用了大俯拍中的外滩空镜头，外滩

的建筑被低垂的乌云压迫着，有一种令人窒

息的压抑感。当新生的人民政府打开了局面

之后，外滩的空镜头变成了朝阳初升时的大

远景，充满希望和活力。

剧集的场景变化有一个清晰的运动轨

迹，那就是从内景走向外景，从暗调走向亮

调。在国民党保密局的办公室，尤其是保密

局的秘密监狱，剧集通过大量的阴影和黑

色，营造了一种恐怖的气氛。而在人民政

府，虽也有大量的内景，但这些内景因为光

线充足，又有大量的暖色调，因而显得极为明

亮和温暖，折射了共产党人热情坦荡，心底无

私的性格。

《破晓东方》题材上的突破，立意上的深

度，视听语言上的精心设置，不仅为观众拓展

了一个新的题材领域，而且能够有信服力地

向观众说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有力量，为什

么能赢得人民的爱戴和拥护，为什么能带领

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建筑是确定的
人生却是不确定的

◆ 阴适然

邬达克在上海的29年中，设计了一百多

座风格各异的建筑物，这成为了他与上海这

座城市之间不可分割的纽带。他从哪来？要

到哪去？舞台剧《邬达克》编剧郭晨子近日获

得田汉戏剧奖剧本一等奖。从中，或许我们

可以寻得更深刻的答案。

本剧以邬达克的一生为主要叙述对象，

通过美国移民局官员对邬达克的审问将其一

生的记忆串联起来。历史文献在剧中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到邬达克在一战中应征入伍

成为一名炮兵中尉，战败后被哥萨克骑兵送

进监狱，逃离战俘营后他跨越西伯利亚来到

中国，最后由于奥匈帝国解体只得继续申请

俄国护照留在上海……世界的历史与个人的

历史相互交织，邬达克就是其中一员，导演特

别采用了八个不同的演员来饰演邬达克，他

们代表了邬达克的多重身份。这种“不确切”

的人物塑造极具后现代主义特征，邬达克不

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性格突出、具有行动轨迹

的人物，而是复杂、多变、模糊以及不可预测

的，这样的设置使得邬达克更加像一个真实

的人，也反映了作者对人类存在的深度反思。

社会建构了邬达克的自我认知，他通过

改变自己的姓氏，以便他人能更好地记住自

己的名字。他一度不在乎“我是谁”，而期望

通过作品与行动让众人记住自己。但是对自

我价值的追求却让他更加难以看清自己。在

邬达克给父亲写信的段落中，导演进行了加

速处理，这不仅是语言的快，也是肢体的快，

在一笔笔订单的接收和完成中，邬达克并没

有表现出丝毫快乐，反而在其他演员的加速

行动中，他几欲跌倒，这些订单对他来说是工

作，是责任，也是负担。

接下来需要谈谈“到哪去”的问题。“家”

是邬达克毕生渴望回归的地方。回家，回到

那个与弟弟一起帮妈妈洗碗的童年，这是心

灵的归宿。但建筑是确切的，人生却是不确

切的，邬达克每一个想回家的念头都让他离

家乡越来越远。当他作为战俘被拉往未知目

的地的火车上时，他高声呼叫“我要回家”，但

是归家的日期永远不确切。奥匈帝国的分裂

如同历史对他开的玩笑，他失去了行政意义

上的家乡。在上海获得工作后，忙碌的设计

工作使他无暇归家。当弟弟前来拜访，他与

弟弟在生活态度上的差异，如同他与匈牙利

这个民族的差异，他与他的故乡之间裂开了

难以愈合的无形缝隙。

巴别塔的意象贯穿本剧始终。剧中通

过道具“行李箱”的不断排列组合为巴别塔

增添了新的象征意味。在开场时，它是巴别

塔的一块块砖石，它们的组合构成了人类无

碍沟通的梦想。而分裂成一块块的它又是

漂泊旅人的象征。建筑是没有界限的，不同

的风格可以融会贯通创造新的形式美，但是

包容这些建筑的城市呢？正如剧中邬达克

所说：“国别、风格、技术，甚至是来自于不同

地方的建筑材料，都只服务于一个目标，希

望建成一个更加活力四射的上海，一个更加

现代的上海！”

《邬达克》中，通过叙述展示了大量历史事

件、文献资料，通过光影设计对舞台空间进行塑

造，展现了在历史的滚滚车轮中个人的奋斗

精神和人性光辉。回味整部作品，编剧所要

探讨的远远超过他本人漂泊而又传奇的一

生，也向观众提出更深刻的后现代性的思考。

——评舞台剧《邬达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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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子 一定“软萌”吗？

◆ 徐佳和

由99岁的黄永玉设计的第四轮癸卯兔年生

肖邮票日前正式发行，其中包括一枚“癸卯寄福”

和一枚“同圆共生”。其中，“癸卯寄福”上一只蓝

色的兔子形象引发了人们的争议——它右手执

笔、左手执信，红色眼睛闪着光亮，如两盏跳动的

红灯；它露齿而笑，显然这样的牙齿的作用并不仅

仅是用来装饰；它的脚趾甲尖锐如针芒，仿佛提醒

来犯者，兔子纵然形体小，可弱小者也是有武器

的。这般精灵古怪的兔子实在与传统认识中温驯

可爱、软乎乎、萌萌哒的形象差距巨大，而且这只

兔子居然还是蓝色的——一种自然界的动物极少

生来就有的颜色，一种乍一眼看去无关“喜庆”的

颜色。有些人可能觉得难以欣赏这样一点不“萌”

也不“软”的兔子，尤其是出现在生肖邮票上。在

为邮票发布仪式录制的视频中，黄永玉说：“画个

兔子邮票是开心的事。兔子大家都会画，也不是

专门只有我一个人会画。画出

来大家高兴，祝贺新年而已。”

要知道，1980年，中国邮

政发行了第一枚生肖邮票——

《庚申年》金猴邮票，设计者正

是“老顽童”黄永玉，他把自己

家里宠爱的小猴画在了邮票

上。因邮票主图所绘图案为金

丝猴，80猴票又被称为金猴。

在2017年保利拍卖会上，这套

T.46猴大版邮票拍出了201万元的高价，缔造了

现代邮票拍卖价格的神话。2016年，92岁高龄的

黄永玉执笔创作了两枚《丙申年》猴年邮票，让众

多邮票爱好者热血沸腾，发布之时，火爆程度堪比

春运抢票。

设计了福娃的韩美林很欣赏黄永玉的设计，

他说过：“黄永玉先生设计的邮票给我带来一种

新的想法，因为他的‘胆大’。”画马，黄永玉让马

身上长满了老虎的斑纹。“什么叫马马虎虎？它

就是。”黄永玉画过的兔子，更是很少走“软萌”

路线，若以美丑论，有些甚至比今年的蓝兔子还

“丑”还“怪”。他画过月亮上捣药的玉兔，兔子

强壮得一身肌肉鼓鼓囊囊，咧开猩红的大嘴笑

得得意忘形，线条遒劲粗豪之外，题图竟然是：

“月亮上造假药最保险”。隐喻、讽刺之意，彻底

颠覆了神话中那只广寒宫里陪伴嫦娥的小白兔

软萌形象。

是啊，兔子为什么不能威风凛凛、俯瞰天下？

为什么不能足智多谋、搞怪犯傻？为什么不能铤

而走险、力争反抗？

在即将于上海图书馆东馆举办的“兔——生

肖艺术大展”上，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上海市动漫

行业协会以及新民晚报社从全球各地的角角落

落，找来了三四百只不走寻常路的兔子，有几只趴

在墙头上眺望遐想的小黑兔——癸水为黑，卯为

兔，合一起就叫“黑兔”；有机甲兔——一身软毛变

成光亮亮硬邦邦的钢铁，上过央视春晚的兔形机

器人；还有被五颜六色的泡沫淹没到不知身在何

处的迷茫兔……

曾经有一部以兔子为主角的电影《爱宠大机

密》让孩子和成人欢乐不已，选择观看这部电影，

都是因为“雪球”这只拥有一个可爱的名字却“凶

狠”的“坏”兔子。兔子的第一次出场，是为了解救

自己组织的成员，当一个小小的白色绒球拖着胡

萝卜出现在银幕上，或许会觉得它超级可爱，但下

一秒你看到的是，捕狗大队的一个大汉被看似柔

弱的兔子按在地上摩擦，这时反差萌已经在它身

上初现端倪。电影中的兔子简直是用最可爱的表

情，说出了最可怕的对白。

兔子的形象若固化于“软”“萌”，那也太单一

无聊，有趣的事物和灵魂都是复杂多面、奇峰突起

的。2023年，做一只有牙齿会用牙的兔子。

从黄永玉设计癸卯兔年生肖邮票说起

AI绘画生成技术就像是吸血鬼，正在大

肆掠夺全人类的绘画成果，非但不付出任何

报酬，还咄咄逼人地侵占传统画师们的生存

空间。全球的画师们正在兴起一场抵制AI

平台大肆掠夺画师创作成果的运动。

这场抵制运动的发起者是保加利亚画

师亚历山大 ·纳奇科夫。他在网站上传了一

张“抵制AI”的图片，得到很多艺术家的支持

和转发。他呼吁：抵制 AI平台不经过画师

本人授权，就直接抓取画作“喂”给 AI当训

练模型；要求网络严格审核，下架站内 AI生

成的作品。

但是，网站删掉了艺术家自主上传的反

AI图片，还关闭了他账号下的评论功能。他

一怒之下，将自己的所有作品都打上了反AI

的标志。

此举也激起了全球画师的公愤，越来越

多人投入到反AI无端掠夺画师创作成果的

运动中。画师用画笔作刀枪，创作了大量具

有震撼力的作品，攻陷了A站。

有幅作品令我印象深刻，画中AI是只巨

大的吸血蜘蛛，牢牢叮咬在辛勤伏案工作的

画师脑后……

我不是AI绘画技术的反对者。我甚至

欣赏并期待它成长。因为我觉得人类的艺术

发展到了打破技术垄断的时代。

很多人内心都有一些梦想图景，但万千

年来囿于绘画技术的门槛，使得大多数人难以表

达。即使你内心有比达 ·芬奇更奇，比梵高更高的图

像，你也只能让它们烂在你的肚子里。但绘画AI技

术成熟起来后，你只要不断输入一些关键词，就可能

得到你过去难以表达的图像。

或许就像是语言文字表达是人类不可或缺的交

流手段，而图像作为表达和交流的手段，其作用和所

占比重正在明显提升。自从手机摄影和自媒体时代

的到来，自拍、美图以及朋友圈表达，已经成为我们

这个时代最鲜明的象征。这仅仅是开始。AI图像

生成技术，将打开人类内心过去从未充分展示的奇

妙世界。它可能是又一次文艺复兴，再一次解放人

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一次文艺复兴的主角可能

不是职业艺术家，而是每一个普通的你我他。

但是，话要说回来。人类文明发展到了21世

纪，其道德水准不应该停留在野蛮掠夺、丛林

原则的蛮荒时代，也不应该停留在资本主义

原始积累的血腥阶段。

网络技术、大数据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

的进步和便利，有目共睹并几乎大多数人都在享用

中。同时，网络和数字技术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

护已经日益引起全人类的共同关注。不可否认，在

网络的“原始积累”阶段，大量过去在传统印刷技术

时代媒介上的人类文化成果，被无偿地“转移”到了

网络。不过随之而来的是，我们对网络上的版权保

护认知和举措也在提升。在AI技术这个新课题中，

不仅是插画师，全球视觉艺术家的权益都应该得到

足够的关注、尊重和保护。

连病毒都懂，如果它让人感染上就死去，它也将

失去宿主，因此它在演化过程中会逐步降低自身毒

性。AI绘画如果逼死了人类绘画，它也将成为一潭

死水。既然它被称为“智能”，就应该懂得这点。AI

本无善恶正邪，关键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而这显示的

其实是我们人类自身的智慧和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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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奇谭》掀起热潮背后

《破晓东方》讲述从“战上海”到“建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