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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剧《西游记》截屏

▲

游戏《黑神话：悟空》海报

唐僧做梦都没想到，2024

年自己会迎来第82难——被

网暴了。他被网暴的原因也很

简单，因为当年的那批看着《西

游记》、陪师徒四人取经的孩子

们已经长大成了打工人，儿时

只知道西游是绝妙神话，如今

再看有了别样感悟。观众对西

游的另类解读无可厚非，遗憾

的是，越来越多的名著影视改

编也开始迎合观众的另类“口

味”，带着观众越走越远。

这些年的名著改编，真的

是让观众一声叹息。近年来有

过多部《西游记》改编的影视作

品，网络上对于《西游记》的“暗

黑”解读早已习以为常将“天

庭”“灵山”设定成反派。就连

大热的游戏《黑神话：悟空》整

个故事也特别关注当下青年

受众对《西游记》的重新阐释，

把原著隐藏的阴谋诡计、人情

冷暖都作了放大化设计。再

比如不久前的电影《红楼梦之

金玉良缘》，选择用时下流行

的“阴谋与爱情”为视角改编

《红楼梦》；国漫电影《姜子牙》

《新神榜：杨戬》也都不约而同

地“黑化”道貌岸然的天神师

父，他们是造成主角悲剧命运

的反派……

再回过头来看看当初C位

出道的唐僧，如今是如何“塌

房”的。唐僧“黑粉”对唐僧的

不满源于他滥用紧箍咒、频繁

称呼努力降妖的孙悟空为“泼

猴”、固执己见三赶悟空。“黑

粉”们觉得除了折腾孙悟空之

外，唐僧也没少“阴阳”猪八戒，

比如唐僧时不时会认真地对猪

八戒说：“八戒！你的嘴脸丑

陋、言语鲁莽，别吓着人家了。”

“憨货”“呆子”等明里暗里都

是在嘲讽八戒。还有的网友

觉得唐僧有“公主病”，不是渴

了，就是饿了，就会指挥徒弟

去帮他弄吃的、喝的，时不时

就头晕目眩、口干舌燥、浑身

乏力……

细想之，网友无非是借网

暴唐僧，想引起打工人的共

鸣。不仅是《西游记》，《甄嬛

传》也被网友解读成了职场生

存手册：办公室浣碧，天天谁

也看不惯；办公室淳儿，不争

不抢，有点钱全炫嘴里；办公

室敬妃，每天数着日子过；办

公室苏培盛，每天只会“收到

收到”……就连《海绵宝宝》也

和职场挂了钩，网友说“小时

候最爱海绵宝宝和派大星，最

烦章鱼哥总是丧着脸，直到长

大上了班，才发现章鱼哥的状

态不要太熟悉。”

观众的共情偏移，造就了

如今的文娱市场频频出现“配

角掀桌”“反派出圈”的现象。

剧中那些被主角折腾的小透

明，渐渐都成了观众“质疑、理

解、成为”的对象，大家希望每

一个普通人都能被看见和被尊

重。不过，玩归玩，闹归闹，人

们不该在戏谑之余，完全忘记

唐僧的原型玄奘当年取经路上

“宁向西行一步死，不往东归一

步生”的矢志不渝。

作为影视创作者对名著的

改编，更不应该一味迎合这种

“偏移”。改编古典名著本就是

一项艰巨的任务。虽然迎合观

众、黑化唐僧这样的路子方便

又有流量，但歪读不足取，毕竟

能流芳百世的还是原著的精神

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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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光杯进喀什校园”第二季总结会，前

天在新疆喀什六中举行。从第一季的读美

文，到第二季的写美文，喀什孩子们心中那

颗文学的种子正在慢慢发芽，文学的滋养，

将陪伴他们诗意地生活。

今年，“夜光杯进喀什校园”第二季与

上海援疆前方指挥部联合推出“爱我中华

语言美”征文活动，这也是新民晚报创刊95

周年“夜光杯美文征集活动”中重要的一

环。在连续两年的活动中，喀什的学生热

烈响应，也对新民晚报夜光杯表达了很大

的热情。

征文活动中，巴楚二中维吾尔族女孩热

孜完古力 ·玉苏甫所写的《国通语搭建民族

团结的桥梁》被推荐入选了“夜光杯美文征

集活动”的美文佳作。在9月9日的“夜光杯

之夜”主题活动中，新中国第一代女播音员、

95岁的张芝老师朗读了这篇打动了编辑和

评委老师的来自喀什的美文，热孜完古力也

通过视频向张芝老师、活动现场以及所有观

看直播的读者观众表达了自己参与活动的

收获。

据统计，参与本次征文活动的喀什学生

共有51087人，共评出一等奖30篇、二等奖

47篇、三等奖109篇文章，部分优秀作文已

陆续刊发于星期天夜光杯 ·快乐作文专版和

新民客户端上的夜光杯频道。本月底，喀什

六中6名在征文比赛中表现优异的学生将

踏上前往上海的研学之旅。

明年，新民晚报“夜光杯进喀什校园”

第三季将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鼓励喀

什地区的学生在做好旅行攻略的基础上写

游记，并以“爱我中华山河美”为主题向喀

什的学生征集游记。两地共同组织专家挑

选优秀作品，选派部分喀什学子赴上海与

上海学子进行交流，并将上海之行的感受

体验写成游记，同时在新民晚报及全媒体

渠道进行推广。

本报记者 王瑜明

从读美文到写美文
夜光杯进喀什校园第二季总结会举行

任谁，要在短短两小时内跳出“千古

第一才女”的一生，都会犯难。幸运的是，

她爱李清照的词。“都说功夫在诗外，要跳

好李清照，关键是要进入人物状态、走入

她的时代、感知她的生活情境。”为此，周

晓辉将剧本所对应的李清照不同生命阶

段所作之词翻找出来，再细细揣摩。“优秀

的诗词百读不厌，不同的年龄和境遇，能

读出不同的味道。”

舞剧第一幕，少女李清照着一袭天青

色襦裙亮相，“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

第一流”。周晓辉说：“第一印象很重要，

如何让观众相信，这就是李清照？她不是

祝英台，也不是林黛玉，在洒脱俏皮的同

时，带着一点英气，一点文人气质。”结尾

时，历经过两次婚姻的李清照，纵然背井

离乡、流离失所，依然不失内心的豪气和

文人的风骨，挥毫写下“九万里风鹏正

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

演李清照，时时让周晓辉生出敬佩之

心。“若将她和她同时代的女性相比，就能

感受到她的独特和勇气。在她所处时代，

按说闺阁女子的诗词是很难流传于外并

被广为传颂的。就这一点，她是幸运的。

她不拘束于时代的局限，不在乎周遭的眼

光，且有家人的支持。这份底气，养成了

她高尚、高贵的品格。”

问周晓辉，她心中的李清照什么样？

她说：“很多人爱她的绝世才情，但我更欣

赏她勇于面对内心的真实。”人生并不总

能如意，但在那个选择的当下，能遵循内

心的方向，是很难得的。舞剧尾声，孑然

一身的李清照漂泊无依，她所守护的那些

珍贵的金石字画，也在战乱中一点点散

失。那份内心的孤独和面对现实的无力，

让很多人怅然若失。

“但我要演出她的勇敢。”周晓辉说，

“因为我知道，那个写出‘争渡，争渡，惊起

一滩鸥鹭’的少女始终还在，她心中的信

念和坚守，还在。”问她，这次演李清照还

有哪些不足，她细想说：“恐怕还是那份傲

气。”“李清照性格里有一份孤傲，展现出

来的是锐气，这和我温润的性格反差很

大，我始终在寻这份傲，希望将她更清晰

地展现在唯美的舞剧之中。”

舞剧《李清照》既是“一代词宗”的一

生，也是一场宋代文化的盛宴。身在其

中，周晓辉也常常沉醉不能自拔。焚香、

品茶、插花、挂画，那都是宋代生活日常，

对她来说，略微熟悉的大约就是插花了。

“我修过插花课程，闲暇时也喜欢花艺。”

巧的是，她最爱的便是海棠，贵气清雅又

带着一份别致的温润，“人生难免风雨，愿

雨疏风骤后，海棠依旧。”本报记者 朱渊

我要演出她的勇敢
记舞剧《李清照》主演周晓辉

艺术节·人物

“昨夜雨疏风
骤，浓睡不消残酒。
试问卷帘人，却道海
棠依旧。知否，知
否？应是绿肥红
瘦。”上周末，“新国
风”舞剧《李清照》在
文化广场首轮登场，
一举俘获舞迷的
心。随着承载宋式
美学的天青色画卷
徐徐展开，“一代词
宗”李清照穿越历史
向人们走来。剧中，
饰演李清照的是上
海歌舞团首席演员
周晓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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