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  月  日/星期五 本版编辑/吴四清 本版视觉/窦云阳 新民网：               小时读者热线：      编辑邮箱：                 读者来信：                

文体新闻

文体社会

火爆出圈
说起来，“村超”起初只不过贵州省黔东

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的一个村级足球

赛，之所以能“杀出重围”被一致认可，《咬文

嚼字》给出的理由是：“村”字头农村体育赛事

蹿红，对推进全民健身、振兴乡村经济具有深

远的现实意义；“汉语盘点2023”则认为：“村

超”因独特的民族特色、激烈的比赛氛围在网

上广受欢迎，成为热门话题。

如榕江县县长徐勃所说，只有接地气才

更有生命力，“村超”的火爆从名字本身就能

找到答案。因为它姓“村”，赛事由村民组织，

球员由村民组成，比赛有村趣，奖品有村味，

“这是全县的大事”。随着名气的越来越大、

关注度越来越高，它已经成为全中国足球迷

乃至体育迷的一个“打卡圣地”。

就在半个多月前，“村超”迎来了一批特

殊的客人——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名球迷代

表。今年，“行者俱乐部”特意把年会的现场，

搬到了榕江这个小县城。俱乐部创始人黄泽

义告诉记者：“我们的成员都是国内的铁杆球

迷，大家平常聚在一起，一边看球，一边旅

行。今年要办年会时，很多人的第一想法就

是到榕江来，一定要体验一下‘村超’。”

“行者俱乐部”作为国内一家有名的球

迷组织，成立已有九年，以往办年会，基本都

是选择旅游胜地，比如云南的丽江、西双版

纳，福建的平潭岛等等，今年之所以去到榕

江，自然是因为“村超”的吸引力。既然来

了，一场球赛是必不可少的，各地球迷组成

的“中国球迷联队”，与“村超球王”董永恒领

衔的“村超球迷联队”在中心球场进行了一

场友谊赛，并通过网络全国直播。尽管此时

榕江已进入冬季，天气寒冷，场上场下的气

氛却异常火热。来自丽江的杨丽全、大理的

曹帅等人在赛后不禁感慨：“我们很多球员

在村超踢了一场球，也算圆了一个梦，感觉

真的特别棒。这是我们参加过的最开心、最

特别的年会。”

而在今年9月中旬，上海的草根球队兄弟

团足球队，也报名参加了由“村超”主办的“全

国美食足球邀请赛”。队员们暂时放下手头

工作，不远千里奔赴榕江，甚至连分散在南

昌、武汉、长沙、西安、成都等地的球队成员，

也都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了一起。球队教练李

铃直到现在仍念念不忘：“当地人民真的超出

想象的热情，作为业余足球爱好者，能够在一

两万观众的加油助威声中比赛，这种感受实

在是太难得了，‘村超’给了我们一生难忘的

体验！”

“村超”正是以它独特的魅力，吸引了外

地一批又一批慕名而来的追随者。看一场

球，或者亲身踢一场球，尝尝当地的卷粉、牛

瘪、酸汤鱼等特色美食，再顺便游览和感受一

下苗寨、侗寨风情，成了去“村超”的“标配”。

特色十足
杀猪的，教书的，干工地的，卖卤菜的，

做卷粉的……来自各行各业的业余球员组

成一支支球队汇聚榕江县城，全民运动，全

员参与，呈现出一场场精彩纷呈的比赛。民

间、草根，是“村超”的标签，也是它最大的魅

力所在——比如赢球一方的奖励，竟然是一

只猪腿。

有着“村超球王”之称的董永恒，在球场

多次奉献了“世界波”级的精彩进球，但他其

实是县城一家卷粉店的老板；随着村超赛事

直播在网络上的火热，很多人也认识了球场

观众席上的一位网红现场解说杨兵，他竟然

是榕江一家银行的行长。严格说起来“杨行

长”的普通话都不算很标准，但他在场边高亢

而富有激情的解说风格，却让很多人念念不

忘，“光听他的解说都觉得很过瘾！”

“村超”的成功并非运气偶然，而是长期

努力和探索的成果。在“村超”前，榕江县先

后尝试策划了5次活动，比如斗牛赛、半程马

拉松、苗族鼓藏节等，但结果都不如人意。直

到尝试打造“村超”这个体育赛事IP，才最终

获得成功。

榕江足球有历史底蕴、有一定竞技水平、

有群众基础，当地则有多元的民族文化，举办

全民参与的足球赛正是榕江一直在寻找的适

合当地优势的新赛道。而“村超”之于榕江，

也不仅仅是“村超”，更是一次综合性、立体化

的开发。

有数据统计显示，今年5月到7月，在“村

超”举行的两个多月时间里，当地累计吸引游

客338.42万人次，同比增长131.75%，实现旅

游综合收入38.34亿元。让人难以想象的是，

“村超”中心球场虽简陋，但一场比赛涌入几

万观众是常事，最高峰甚至有超过6万人；比

赛最火爆时，榕江住宿更是一房难求。“行者

俱乐部”的秘书长文春红，在参加年会之前的

一个月就和朋友特意去过一次榕江看“村

超”，临时动身的她惊讶地发现，整个县城居

然没有一家宾馆有空房，她说：“之前听说村

超很火，但没想到真的这么火。如果不是我

自己的亲身经历，我都不相信订个房间都这

么难。”

“村超”的走红，不仅带火了全国球迷的

体育热情，也同时带动了榕江县和周边县城

的餐饮、酒店、文旅等消费，更助力着整个贵

州的资源流通共享和经济发展，闯出了一条

体育特色赛事赋能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的新

路。作为民间草根赛事成功“出圈”的典型，

“村超”值得收获人们的掌声与喝彩。

本报记者 关尹

作为一个体育迷，如
果你不了解“村超”，甚至
还没听说过“村超”，那可
就真的“   （落伍）”了。
《咬文嚼字》编辑部按惯例
公布了“    年十大流行
语”，来自贵州的“村超”榜
上有名。

作 为 一 个
诞生不到一年、
土生土长的民
间业余赛事，
“村超”火箭般
的蹿红速度令
人惊讶，它凭什
么能成为年度
关键词？

下周开播两个版本同时上线

王家卫的《繁花》终于来了

■《繁花》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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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幕下的“村超”总决赛现场 本文图片 新华社
 “村超球王”董永恒展示最佳射手奖品——榕江小香鸡

 

拉
拉
队
在
﹃
村
超
﹄
赛
场
上

击
鼓
助
威

“独上阁楼，最好是夜里。《阿飞正传》结

尾，梁朝伟骑马觅马，英雄暗老……”2013

年，小说《繁花》正式出版。金宇澄写下了一

段非常王家卫的开场。

2020年9月，导演在微博中晒出一张胡歌

的《繁花》定妆照，并发文问：“响不？”演员胡歌

转发该微博与其互动配文：“不响”。不响为

响。金宇澄的原著长销并畅销，王家卫出品

的金字招牌，以及出生并在上海长大的演员

胡歌，哪怕只有一张海报，已足够叫读者、观众

和市场兴奋、期待。再后来，剧集《繁花》以每

年一条预告片的频率告诉大家，不要着急。

终于，在大家再不着急的时候，2023年

岁末《繁花》突然定档，12月27日将以沪语和

国语两个版本一齐上线腾讯视频，并在央视

八套同步播出。昨天，《繁花》沪语版终于在

大光明电影院露出真容一角，第2、3集提前

看片会结束，让人深觉，这是一部“非常王家

卫”的《繁花》。

剧集《繁花》从上世纪90年代开篇，略去

了前尘往事，阿宝已然是宝总，辗转在商场和

情海，游刃有余。虽然那些路名是熟悉的，那

些道具是亲切的，认购证和黄河路的回忆也

是扎实的，但却叫人嗅不出金宇澄笔下这座

城市的那股子市井和烟火，全然是一派车水

马龙、灯红酒绿。

作为观众，如果你带着对金宇澄小说满

满的回忆去看，那可能只能遇见几个熟悉的

名字。但是，如果你抛开原著呢？

首先，你会收获典型的王家卫风格的打

光和运镜，华丽甚至已经有几分浮夸的置景、

道具、灯光、服装、化妆，加持之下，让人舍不

得移开眼睛。

其次，你会收获节奏既快也慢的故事。

说它快，是因为在胡歌的旁白中，两年光景可

能只需要一句话，第一次拍电视剧的王家卫

难得地要处理海量的信息和庞杂的人物，于

是《繁花》呈现出了与他过往的电影不太一样

的面貌和气质。说它慢，是因为导演拍足三

年，囤下了许许多多素材，于是围绕一顿酒，

他便可以耐心地讲上一整集。喜欢与否，见

仁见智，但作为一部电视剧，《繁花》没有王家

卫一些过往作品的“散漫”气质，它是想要抓

着观众的遥控器的。

再者，你会收获许多人的表演。建议略

有上海话听力基础的观众，哪怕不太会说，也

要选择沪语版观看，胡歌、马伊琍、唐嫣、游本

昌、郑恺、陈龙、范湉湉、陈国庆、张建亚、张芝

华、佟晨洁……老老少少用他们经过再学习、

打磨的老式上海话赋予这部剧非常“本土”的

气息。虽然角色气质已与原著小说有了差

别，但看完两集，阿宝、玲子、汪小姐、李李、爷

叔、魏总、陶陶、范总、潘经理都已跃然屏幕，

叫人印象深刻——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在导演

的镜头下都足够美，更因为他们都是鲜活的、

各具个性的“人”，记忆点满满。

本报记者 孙佳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