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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综艺不再只一味搞笑煽情
◆ 指间沙

当全国各省市文旅深挖自身特色，

以出人意料的文化和物产惊艳他省之

际，上海人以及到上海来的人，都在打

卡“繁花”盛开的地方——外滩1号东

一美术馆和外滩27号“汪小姐”工作地

点、如今的久事美术馆，首次双馆联动

推出“海上繁花”特别观展；黄河路餐饮

翻红；和平饭店“繁花”下午茶套餐和套

房预约火爆……看起来，上海文旅似乎

不那么着急？

强化海派风格

巧的是，上海文艺工作者也正在戏

剧舞台上，以一台台妙趣横生、活力十

足、分寸得宜、形象生动的剧目，树立海

派文化风格、强化城市IP辨识度。自

去年12月至今年1月初，上海话剧艺

术中心在舞台剧《长恨歌》首演20周

年之际，推出上海话版。虽然上海话

版比普通话版长了将近一小时，但是

其人物活灵活现地再现了上海人只说

半句就已投机且给予精妙互动的境

界 ，令 人 想 起 沪 语 电 影《爱 情 神

话》——王琦瑶的故事也堪称一部爱

情神话。爱，最锻炼人的分寸感、边界

感、松弛感、内心强大感……故而，两周

演出场场爆满。下手晚的观众被告知

“今年还会复演”，便心心念念期待二轮

开票。着急的观众可以在2月4日起，

在方言贺岁剧《魔都俏佳人》中，接续听

上海话过过念头。

《繁花》里的“杨浦小六子”、话剧

艺术中心演员何易；黄河路“金凤凰”

老板娘、歌星黄龄都参演了这部方言

话剧。该剧有着多年来致力于各类方

言的沪剧演员茅善玉、越剧演员赵志

刚、滑稽戏演员毛猛达，以及经常演古

装剧的话剧演员郝平和经常演话剧的

越剧演员何赛飞……颇有长三角一家

亲的感觉。在上海生活的人，本来就海

纳百川——上海话版《长恨歌》里有苏

联领馆里的小伙儿萨沙；《爱情神话》里

有亚历山大，扮演者HamzaAl-sal其

实生于也门——他还客串了另一部方

言话剧、上海滑稽剧团出品的《宝兴

里》，体现了上海城市更新过程中的人

与情、城与事。

海派文化不仅限于内容的海派，还

在于制作的海派——IP全产业链开

发。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小说《长恨歌》

《繁花》《千里江山图》，奠定了上海也是

小说重镇。这三部小说的共同点是

——均为上海这座城市在关键历史时

期，城与人的彼此成就。有这样的上

海，是因为有这样的上海人，反之亦

然。文艺工作者都意识到这三个IP的

值得全产业开“繁花”。《长恨歌》20年

前话剧首演，19年前推出电视剧版。

《繁花》早在电视剧火爆之前，就有评弹

《繁花》、话剧《繁花》第一和第二季

——也是截取了小说部分内容延展、

深化，但是沪生、小毛都跃然台上，这

一轮已经售罄。《千里江山图》电视剧

正在制作过程中，但是评弹、广播剧已

经问世，话剧则已定于3月23日首演，

女主角的扮演者也是《繁花》里的“玲

子”马伊琍。跨年演出的方言话剧《宝

兴里》，也已进入电视剧制作过程，剧

本已经进入了深度打磨阶段。从文本

小说，到舞台剧呈现，再到影视剧，其

实就是受众的跨界与扩大，进而带来演

艺、影视乃至文创产业的优质IP开发、

产业形成。

创建“上海样本”

如果说美食等物产可以瞬间愉悦

人的味蕾，CityWalk是在健步几小时

的过程中丰富人对城的认识，那么以文

化为基底，产品为形式的IP内容，才是

可以绵延数十年乃至数千年的城市精

神财富。例如故宫，是了解中国古代尤

其是清代宫廷生活场景的最佳建筑群；

宫廷戏是窥见中国古代皇室与贵族生

活、朝政甚而传统文化何以由之形成；

故宫文创，则是让更多中外游客可以把

带不走的故宫，以某种象征性产品“带

回家”。无论何时何地，文化内涵深厚

的故宫，有着说不完的故事，开发不完

的IP……文化，才是令城市IP亮起来

的核心竞争力。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

载体。文旅融合的本质，是彰显城市文

化魅力，凸显城市IP，彼此抵达的形

式，是旅游。首先，找准自身文化定位

最关键。上海，毫无疑问是城市化程度

最高的中国城市之一，而城市化发展、

城市文明的创建是今后中国的重要发

展目标之一。因而，具有城市文明特征

的海派文化，自然是值得推广的范例。

其次，也是基于城市文明的工业化，文

旅融合后的重要目标是产业化发展，

能激发新消费、新业态又有助于城市

IP打造的文化内容，都值得提倡。再

者，文旅融合的产品，尤其是基于城市

历史、城市人民自豪感的创新形式，都

具有深切、绵长的情感纽带——这就是

文艺工作者可以发挥自身实力的时候

到了。让每个人都能在这部作品里，映

见自己和自己的家庭乃至家族，赋予我

们在这座城市打拼的意义，那么自然会

让这座城市“活”起来，“火”起来，“亮”

起来！

群雄并起的跨年晚会仍余音绕

梁，新一年的综艺节目已响亮地发出

预告。制作团队想方设法地开拓新场

景，从乡村种地、荒岛探险到飞上蓝

天，真人秀不断求变，各类户外综艺回

暖。王牌节目进入“综N代”，其中《极

限挑战》将迎来第10季，跨入两位数的

年份！如今是台综与网综分庭抗礼的

时代，“熟人综艺”显露出的默契、随性

与真诚受到观众的喜爱，而大家更关

心的是新综艺的首秀能否成功。

回顾过去的2023年，并不是一个

爆款频出的综艺节目大年，分众、低投

入的“腰部”节目倒有意外之喜。2024

年即将播出一系列“种地综艺”，带旺

这股风潮的是2023年新创的综艺《种

地吧》。劳动纪实真人秀《种地吧》的

节目组挑了十个年轻男艺人去种地，

二话不说就是挽起裤腿努力干活，实

打实地面朝黄土背对天，用最笨拙最

质朴的方式“直播种地”。190天，142.8

亩土地，他们从播种开始参与种地、收

割、卖谷全过程，此外还要锯木头、电

焊，有的艺人还特意去考了拖拉机驾

照。

《种地吧》在豆瓣评分高达9分，获

得当年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综艺

节目奖提名。观众称之为“养成系纪

录片”，随着稻子麦子一天天地成熟，

这十个年轻人也在观众眼里熟了起

来，从没多少人气的所谓“糊咖”触底

反弹，甚至有两人出席了2023年世界

农业科技创新大会。“种地”节目为什

么能红？因为脚踏实地，不做作的“农

综艺”有着积极的、治愈人心的情绪价

值，缓解了城市年轻人“卷又卷不动，

躺又躺不平”的精神焦虑。《种地吧》大

获成功后，第二季又趁热打铁跟进拍

摄，有望将此节目发扬光大。

2023年，观众基础深厚的老牌综

艺节目表现稳健，湖南卫视和东方卫

视成绩亮眼。《极限挑战》进行到了第

九季，《奔跑吧》从2014年一直“跑”到

了现在，黄晓明的《中餐厅》已经开张

至第七季，恋综《心动的信号》也走入

第六个年头……放眼望去，“综N代”

节目占据了大部分市场，并将在新的

一年继续下去。

虽说短视频来势汹汹，但综艺节

目可是越来越长了。《披荆斩棘》最终

成团并非直播，正片剪出来也有266分

钟，看得人直呼太累了。网综早已不

满足于每个周末更新一集，而是变为

双更，开起了直播，衍生的“物料”五花

八门，不断填补周中空隙时间，毫不放

松地维持节目热度。

尽管“综N代”是眼下国内综艺节

目的主力，但也有长寿节目在2023年

宣告落幕的：《向往的生活》在第七季

主动宣布了自己的终局。告别的这最

后一季，蘑菇屋来的都是何炅、黄磊的

旧友新朋，如周迅、宋丹丹、万茜等。

节目少了任务，嘉宾也不必下地干活，

主要就是悠闲地聚会、吃饭、聊天，比

“慢综艺”还要缓慢，不留遗憾地完成

这档长寿综艺的告别仪式。主动见好

就收，需要勇气和魄力。

有落幕，也有重启。2023年有一

档综艺在时隔七年后重启了，这就是

《全员加速中》。当年节目里负责抓捕

的黑衣猎人可是一大亮点。新版《全

员加速中》试图以中国速度“展示中国

社会的崭新面貌”，加入了VR设备、虚

拟空间以及元宇宙等时髦概念，想体

现科技感、未来感，不过实际的播出效

果毁誉参半。足见“VR+综艺”这条路

并不好走，需要找到更契合的方式来

呈现。

其实最不需要在综艺节目里频频

露脸的是演员。但是还有大量的歌

手、舞者、喜剧人等等，他们都需要表

现的舞台，需要话题热度，需要被看

见，从而打开一番事业新局面。这一

年，我们看到观众的诉求越来越直接：

要看真实力，反对修音，反对乱剪……

过度娱乐化的时代已翻篇。

2023年是“再就业男团”频繁合体

的一年，继续去年的翻红态势，推出的

综艺《快乐再出发2》关注度依旧不低，

并且终于摆脱了之前节目的寒酸与穷

窘，可以“阔气”地冲到哈尔滨等地

了。《披荆斩棘》之后，他们又合体参加

《快乐老友记》，仿佛一直在团建，默契

的是友谊，共鸣的是音乐。人们喜爱

他们，是因为他们互揭老底又互相扶

持，更是因为他们不忌惮展现娱乐圈

“糊人”的真实面貌，又努力又不甘

心。如今，多年沉浮的他们早就做好

走下坡路的心理准备，没想到通过综

艺又走向了上坡路。

这两年，“熟人综艺”蔚为风尚，因

为熟络所以不装，其实观众想看到的

是演艺圈的“活人”。想看到有阅历的

人，从青春年少一路走来，被不可预

知、翻云覆雨的命运之手揉搓，努力地

活出好的自己。这样的人生，不仅他

们有，我们也有。

中国动画电影

《西游记之大圣归

来》2015年 横 空 出

世，自此“以民族性

为中国动画核心竞争

力、以覆盖全龄模式为

受众对象、以产业化制

作为基本流程”的“国漫

复兴”，成为当代中国动

画崛起之路的重要共

识，并先后涌现出《大鱼

海棠》《白蛇：缘起》《哪

吒之魔童降世》《深海》

《长安三万里》等多部优

秀动画电影。

在 这 个 谱 系 中 ，

2017年的《大护法》虽

然没有成为票房爆款，

但冷峻简洁的画面风

格、深刻的人性反思和

隐喻均令人瞩目。近日

上映的《大雨》，是导演

不思凡时隔六年的最新

银幕作品，美则美矣，但

和其他多部国产动画电

影一样，还是出现了故

事叙述混乱、观众定位

模糊的老问题。

《大雨》讲述官兵黑

龙军团与守护夜翎鸟的

夜翎人大战之后，大龙

湾生态失去平衡，隐蛟

附体人类不断生长，将

在大雨之夜重获新生。

情同父子的逃犯大谷子

和小男孩馒头，为寻宝

闯入隐蛟老巢戏鼓船，

邂逅被邪灵控制又面临

觉醒的戏班，以及前来

阻止巨变的黑龙军、夜

翎人，不幸卷入正邪之战，最终依靠彼

此的爱与信任得到救赎。

故事不算有新意，亮点在于对生

存困境和命运的理解与反思，且不乏

“乱世把人搅成怪物”“害怕的时候，醒

了就不怕了”，“生存从来就不容易”等

引人深思的道白，但问题是父子情深

这条主线的叙述能量，被黑龙军统领

仗势作恶、戏班伶人觉醒、老船长用伦

理和责任控制儿子、儿子不甘理想破

灭、柳监军几次相救、柳大乐忆故人等

次要情节冲淡。虽

然这些内容都在为

终局正邪大战和父

子情深作铺垫，但仍

显得过于分散，且主线

游离。

影片还赞颂了人与

人之间即便没有血缘纽

带，仍可以产生情感的

羁绊，可惜人物行为动

机不足、心理描写欠缺，

只有结尾分离部分情感

饱满，其余力道不够。

金句也停留在宣言和口

号层面，情节依据和情

感渲染都不充分，故而，

很难引起普遍共鸣。

由此引发动画观众

的定位问题。《大护法》

是国内首部自发提醒观

众 13岁以下不宜观赏

的动画电影，到了《大

雨》，虽然没有前作动辄

血肉横飞的画面，但戏

鼓船上阴郁神秘甚至诡

异的叙述氛围、对不公

命运的控诉，仍然不符

合动画片全家观赏的需

求。而将邪恶力量仅仅

归结为人的贪欲，老船

长的觉醒又似乎暧昧不

清，到底是低微者对命

运的反击，还是被贪欲

控制心性？夜翎人呼唤

神鸟拯救苍生，是否有

必要把人类和邪灵一起

毁灭？影片对这些问题

都没有展开讨论，自然

也无法完全满足思辨性

更强的成人观众。

毋庸置疑，《大雨》是部制作精美

且用心的诚挚之作，其在美学和动画

技术方面亦可圈可点。以中国动画最

经典的水墨形式表现江南乡村，赋予

江河云雨不同形态的水流韵律，美术

设计充满想象力和民族文化特色，色

彩绚丽且雅致，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优点。可惜和《大鱼海棠》《深海》一

样，想要表达得太多，以至于剧情硬伤

明显。既然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不如

坚持自我，在极致中绚烂。

上海京剧院全新打造的《七侠五

义》日前参加中国京剧节获好评。该

剧特色——机关布景，伴随着京剧连

台本戏兴盛于20世纪20～30年代，是

海派京剧的一大特色。

机关布景，是以软景、硬景、立体

景为基础，引进机械装置，加入杂技、

魔术、声光电等特殊手法，表现光怪陆

离、瞬息万变的场景并展示高超的武

功、法术等，多用于神怪戏、武侠戏和

侦探戏等。百余年前，随着文明大舞

台、天蟾舞台、共舞台等新式舞台在上

海的建造与使用，机关布景迎来黄金

发展期。

看惯“一桌二椅”的戏曲舞台，有

些观众一时不能接受机关布景这种

“小道末技”“奇技淫巧”大行其道。余

不以为然。不能一味地否定机关布

景，应该看其使用恰当与否，可否对剧

情推动有所助益，是否桎梏演员表演，

能否成为演出密不可分的一部分，是

否引导观众进入规定情境，带来出其

不意的观赏体验等等。

《七侠五义》上下本由上海京剧院

全新打造，武侠武打武戏，武生武丑武

净武旦，“武”字打头，“武”字取胜，“武”

字贯穿全剧。因机关布景的加持，武

戏精彩纷呈，刀光剑影，快意江湖，一

群栩栩如生的侠客形象跃然台上。

《七侠五义》上本第一场“试艺封

猫”，南侠展昭在宋仁宗面前展示他的

三绝：湛卢宝剑、乾坤袖箭、飞檐走

壁。“湛卢宝剑”是由演员在台上演示

一套上乘的剑法。在展示“乾坤袖箭”

时，演员做出袖中飞箭动作，在锣鼓点

的配合下，观众看到飞箭正中靶心。

这命中靶心的飞箭并非从演员手中射

出，实则另有乾坤。而“飞檐走壁”则

是靠后台的“猛士们”帮着演员吊威

亚，观众在台下只见展昭身轻如燕横

掠空中，捷步穿行一闪而过。展昭因

在宋仁宗面前显露了高超本事，被封

为“御猫”，这为后面白玉堂不服气要

与展昭一决高下设置伏笔。

上本之“智盗三宝”开场，当包公

焦急地坐在书案前等待解药，突然天

上飞来一把钢刀直插入书案。此处传

闻中的“飞刀传书”“飞刀留言”绝技惊

现舞台，观众立即感受到剧情的紧张

和惊险。

《七侠五义》下本第六场“夜探冲

霄”，白玉堂来到机关重重的冲霄楼探

查。他投石问路，提前触发机关，但他

闪躲及时避开危险。为了躲避巡查，

白玉堂从悬高的窄桥下以脚蹬桥倒挂

划过。冲破机关布景设置的道道阻

碍，体现白玉堂临危不乱、身法灵活、

机智应变等特点。

在“水底捞印”这场戏里，多媒体

影像勾画出暗流汹涌的寒泉水面，透

明纱幕和灯光营造出一个水下世界。

通过演员的翻、扑、蹿、跌，甚至用舞蹈

慢动作配合展示水的浮力，观众好似

也跟随蒋平一同进入水下寻印的艰难

之旅。蒋平捞印成功后直接吊着威亚

浮出水面，很酷很飒。

“破阵擒王”一场，白玉堂闯入冲

霄楼，大破铜网阵，险象环生，终于取

得神像。最后在灯光、音效、布景等共

同作用下，万千羽箭从四面八方同时

射向白玉堂，画面十分震撼且留下悬

念，观众沸腾惊呼旋又扼腕叹息，纷纷

猜测白玉堂能否起死回生？

今天，随着舞台技术的进步与发

展，机关布景更加神奇。LED屏的引

进，让天幕所营造的环境更加逼真，流

动的白云、冰冷的寒潭、远处的高楼、

近处的屋檐、气势恢宏的冲霄楼，在灯

光的映衬下，远景近景层次分明，更为

立体。

在京剧《七侠五义》中，下高入室、

破窗而逃、房顶打斗、寒潭捞印，在

“鲜、险、炫”的布景机关的衬托下，武

功技巧更显生猛。这里，机关布景与

剧情结合紧密，并未破坏戏曲本来的

唱念做打手法，也没有喧宾夺主，反而

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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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艺评”

王家卫导演的首部电视剧作品

《繁花》岁末年初在上海乃至全国引起

轰动，关于该剧角度各异的评论不断

涌现，而电视剧的拍摄景点也成了热

心观众的打卡地。主流媒体、专家与

观众都对该剧赞誉有加。的确，该剧

无论从主题立意、上海地域特色还是

从电视剧艺术的创新来说，都堪称一

部现象级的精品力作。

1.该剧为处于大变革时代的上海
传神写照，有着催人奋起的励志作用。

王家卫

曾对电视剧

《繁花》作过

阐 述 ：

“我们

讲的是时代，因为我们的故事讲的是

一无所有的阿宝，如何在短短十年间

成长为叱咤风云的宝总，这个华丽的

转身，除了需要个人的奋斗，更需要的

是时代的加持。”

《繁花》铺陈的不是上海往事，而

是中国改革开放与浦东开发开放的激

情年代，呈现给观众的是上海滩的风

云际会。宝总、玲子、汪小姐、黄河路

老板娘李李、外省市来上海发展的范

总，他们都是时代的弄潮儿。胡歌饰

演的阿宝是贯穿全剧的核心人物，在

人人力争上游的时代，他的勤恳和努

力让他完成了人生的蜕变。马伊琍饰

演的玲子与阿宝在进贤路合开了一家

餐厅，她能将餐馆开得风生水起，靠的

是自强自立、不断进取、有情有义与聪

明智慧；唐嫣饰演的汪小姐就职于外

滩27号的外贸公司，后来辞职创业，凭

着敢打敢拼，终获成功。该剧以

浓墨重彩的笔触，通过讲述这些

上海滩小人物的奋斗经历和情

感故事，再现了时代大变革时期

上海人民的勤奋与坚韧，历练、

伤痛与成长，表现了他们的创业

史、心灵史，这就使得观众醍醐

灌顶，并从中获取了不断奋进精

神力量。

2.该剧具有浓郁的上海腔
调，呈现出海派文化的独特魅力。

《繁花》中最让人着迷之处，

还有它浓郁的上海地域特色，或者说

上海腔调。除了上海观众，即使是不

熟悉上海话也愿意观看“沪语字幕”

版，其主要原因就是该剧的沪语版更

有上海味道，更能体现上海独有的民

情风俗与腔调。

该剧不仅将黄河路、南京路、进贤

路等成为故事的主场景，至真园、夜东

京、和平饭店成为主空间，更重要的是

表现出鲜明的上海地域特色，对男人的

人面、场面、情面，女人的娇嗲、善解人

意与精明能干，人际关系的分寸，一份

排骨年糕、一碗泡饭、萝卜干的日常生

活，以及诚实守信、敬畏规则、讲求契约

的处世态度等上海人的特质都表现得

细腻而精准。而该剧故事发生的主要

场景黄河路上夜上海闪耀变幻、令人目

眩的霓虹灯，正体现了上海作为一个商

业文明高度发达城市的典型特征。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每一个地道

的上海人都有浪漫和实惠的特征，上

海在血脉中继承了江南侠客鲁迅的基

因，每每在历史紧要关头，会站出来，

扭转命运的齿轮，因此，上海人也有敢

为天下先、勇于担当、豪侠仗义的英雄

气概。这种英雄气概在宝总、玲子、汪

小姐、范总身上都可以看到。上海观

众之所以与《繁花》产生共鸣，并且为

之热血沸腾，正是因为该剧拍出了上

海人的英雄气概，并且彰显上海“海纳

百川、追求卓越、开朗睿智、大气谦和”

的城市精神。

3.该剧以独特的叙事方式与影像
美学，对电视剧艺术作出了新贡献。

《繁花》作为一部精品力作，还在

于它提升了电视剧艺术境界。从叙事

方式来说，与电视连续剧通常用多集

来讲述一个事件不同，《繁花》的几乎

每一集都有一个中心人物、一个中心

事件，还有独立的叙事节奏，从而使得

每一集成为相对独立的叙事单元，最

终由各个叙事单元构成一个完整的篇

章。这样的叙事方式，既没有失去小

说原作中对社会众生相的描写，又避

免了对人物与故事的讲述浮光掠影，

浅尝辄止。

该剧巧妙使用插叙与倒叙的手法，

让故事的脉络更加清晰，交代更加清

楚。从该剧的影像表现来说，《繁花》也

极具独创性。王家卫的镜头美学以其独

特的色彩运用、光影效果和构图设计而

驰誉影坛。在《繁花》中，他运用了自己

标志性的黄色调，营造出一种怀旧而温

馨的氛围，同时通过光影的对比和运用，

增强了画面的层次感和立体感。王家卫

的影像是为内容服务的，对时代氛围的

营造、人物性格与气质的呈现、人物命运

的发展、观众的审美愉悦等起到了十分

积极的作用。曾有观众评论：在看《繁

花》时一下子感觉到了镜头的高级感，并

第一次因为镜头的美感而追剧，而不纯

粹是因为故事，并改变了一直对电视剧

将“故事”作为首要元素的认知。《繁花》

将电视剧叙事美学与影像美感完美融

合，是王家卫对电影艺术的一次成功延

伸与创新发展，既避免了影像挤压叙事，

形式游离于内容的弊端，又给观众以极

高的视觉享受，对提升电视剧品质、提升

观众的审美品位大有裨益。

2023年，有了《漫长的季节》《狂

飙》等佳作，就已经令观众对国产电视

剧刮目相看，而跨年出现的《繁花》，更

让这一年不同凡响。这些佳作表明中

国电视剧不仅仅能够讲好故事，更重

要的是能够从个体命运中显现出大时

代格局，而且在电视剧语言上有了真

正意义上的质的提升。

一部彰显大变革时代的上海城市传奇
◆ 赵建中

机关布景巧心思

◆ 朱 光

——评海派京剧《七侠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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