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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长三角
喜见文旅一体化的新风尚

《聊斋：兰若寺》：
集锦式情爱志怪叙事

◆ 李欣泽

与《狂飙》
《人民的名义》对
比，刚在央视8
套收官的《以法之名》
有其独特性，相较于
《狂飙》的“双时空叙
事”与《人民的名义》
的“高层生态叙事”，
《以法之名》的现实主
义叙事策略填补了法
治题材的空白。它以
其独特的视角、大胆
的选材和用心的制
作，为观众呈现了一
场检察侦查领域的视
听盛宴，同时也引发
了诸多关于法治与人
性、艺术与现实的深
入思考。《以法之名》
首度将镜头聚焦于惩
治司法乱象、维护司
法公正的检察侦查领
域。故事从海东省检
察院复查“万氏集团
涉黑案”切入，看似普
通的案件随着调查推
进，逐渐揭开黑幕，牵
出一系列错综复杂的
利益链条。
悬疑叙事手法的

巧妙运用，是该剧的一
大亮点。剧集开篇即
令人震撼：黑社会头目
万海的律师在法庭上
当庭翻供，指控公检法
系统构陷其罪。这个
充满戏剧张力的场
景，恰如一把手术刀
剖开了司法实践的复
杂肌理。接着，检察
院公诉人乔振兴离奇
“自杀”并被指为保护
伞，再到匿名举报信
指向李人骏，每一个情节转折都紧
紧抓住观众的好奇心，让观众迫不
及待地跟随剧情抽丝剥茧。
剧中人物塑造的复杂性，构成

了该剧现实主义美学的核心支
撑。洪亮堪称当代法治精神的具
象化身，这个角色打破了传统检察
官的“刻板印象”，一出场，这个面
对国企三倍薪资的检察官，在省检
察院求爷爷告奶奶办离职，面对
老丈人省政协副主席江旭东时小
心翼翼……勾勒出一个被世俗关
系网束缚的普通中年人形象。但
当他在复查万海案时，面对旧日
同窗李人骏的蜕变，又展现出“快
刀”般的职业敏锐性。最终他从
13年前的一桩旧案——“1?31枪
击案”，查出了黑恶势力在13年
前早已形成。这种“外圆内方”的
人物设定，表现了执法者在职业
信仰与生活困境之间的撕扯，在
调查万海案时展现出对信念的坚
守，对正义的执着，正是法治进步
的生动注脚。

剧中反派的
塑造突破了脸谱
化窠臼。角色始
终在“好人”与
“坏人”悬念中不
断跳转，打破观
众的常规认知。
立体化的人物塑
造，使得《以法之
名》超越了简单
的正邪对决，转
而呈现司法领域

中“人如何依然保持
人性”的深层追问。
在展现正邪斗争的紧
张刺激之外，《以法之
名》也深刻地传达了
法治精神。它让人们
看到，法治的自我净
化机制也在发挥作
用，正义或许会迟到，
但绝不会缺席。
《以法之名》的播

出恰逢最高检检察侦
查厅挂牌成立，这种
“与现实共振”的现
象，印证了法治剧的
社会功能。剧中展现
的“检察侦查”职能，
在现实中得到确认，
这种艺术与现实的
“互文”，使得该剧成
为观察中国司法改革
进程的特殊样本。
《以法之名》的现

实价值还在于把住了
现实生活之脉。剧中
乔振兴一家的遭遇，成
为观众共情的焦点。
乔振兴被害身亡还遭
黑社会诬陷，妻子周梅
因舆论压力被学校解
雇，女儿也不得不退
学，原本温馨的家庭一
夜之间濒临绝境。这
种对普通人命运的刻
画，恰恰证实法治剧的
感染力，最终要落脚在
对个体命运的关怀上。
《以法之名》超越

了普通法治剧的范
畴，成为解读中国社

会转型期的文化样本之一。剧中
展现的检察侦查制度从无到有的
过程，正是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
缩影。这种真实的张力构成了《以
法之名》最珍贵的艺术价值，它既
是一部法治进程的电视剧，也是一
曲献给正义的赞美诗。
剧中表现的检察侦查制度的

创新更具现实意义。第十一检察
部“刀刃向内”的职能设定，对应着
2018年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大
举措。当洪亮团队突破部门壁垒
展开联合调查时，观众能清晰感受
到司法体制改革的阵痛与突破。
这种艺术真实与现实真实的共振，
使剧集具备了超越娱乐的社会价
值。当洪亮在剧终时说出“我们办
的不是案子，而是别人的人生”时，
荧屏内外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共鸣。

正值盛夏长假，城中文旅热度不
逊高温，随着高铁网络的“公交化”运
行和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的深入人心，
上海市民的足迹亦不再局限于本地，
而是轻松辐射至南京、杭州、无锡、
苏州、宁波、嘉兴等周边城市。除了
寻觅和开发避暑纳凉的好去处，上
述周边更已成为沪上居民文化生活
半径的惯常延伸。当日往返的城际
出游模式——看一场曾错过的演
出、逛一个心心念念的展馆、游山玩
水品茗尝味，通过主题呼应、在地化
重构和消费链整合，让苏浙沪皖包
邮区的文旅资源形成有机网络。
今年暑期，长三角铁路预计发

送旅客过亿人次，其中近三成是当
日往返的文化休闲客群。高铁车厢
里，手持多馆联票的游客、追看跨城
戏剧的文艺爱好者、带孩子参加博
物馆研学的家长，共同构成流动的
文化图景。交通的便利直接催生了
文化资源的深度协作与互补效应，
形成了特有的文旅接力。
比方在演出市场，互联互通令

错过的精彩，得以异地重逢。许多
热门话剧、舞剧和演唱会，开启在长
三角主要城市巡演的模式。上海一
票难求的现象级演出，无论是里马
斯·图米纳斯的《浮士德》，还是克里
斯蒂安·陆帕的《酗酒者莫非》，又或
者是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可能下
一站便在南京保利大剧院或杭州剧
院上演了，为错失上海场次的观众
提供了“二刷”甚至“首刷”的机会。
反之，上海本地一些精品的、相对小
众的音乐会或实验戏剧，也因其独
特的艺术魅力，吸引着苏浙皖一带
的乐迷和剧迷专程前来打卡。大家
在平台购票时，都不再只盯牢本地。
长三角演出资源的深度联动，

实现了热门剧目的分流和演艺场景
的创新，形成了梯度互补的消费网
格。错峰观演既疏解了上海的文化
消费压力，也激活了周边城市的演
艺市场，杭州、嘉兴还曾推出“演唱
会专线大巴”，覆盖上海、苏州、宁
波等200公里内城市。“为一部剧、
赴一座城”，极大地盘活了区域内的
文旅潜力，让优质演出资源在更广
阔的范围内流动共享，形成多向滋
养的生态链。
与此同时，博物馆与美术馆的

区域联动愈发紧密。长三角拥有众
多重量级文化场馆，暑期更是精彩
纷呈，各场馆都会在此期间推出重
磅特展，内容涵盖历史文物、艺术作
品乃至潮流文化，满足不同年龄层
和兴趣群体的需求。这边厢，上海
当代艺术博览馆的“贝聿铭：人生如
建筑”人潮汹涌，转身即可奔去苏
博，现场感观贝氏建筑美学。又或
者，在上海博物馆看完“金字塔之
巅·古埃及文明大展”还不过瘾，则
可同步去南京看“永恒的木乃伊”，
去杭州看“消失的法老VR展”……
这种联动超越了简单的“你有

我也有”，通过主题呼应、展品互借、
视角互补，鼓励观众“看过的展，去
别处换个角度再体验一把”，深化对
文化议题的理解，极大提升了区域
文化资源的价值。
此外，为了承接跨城文化热潮，

延时开放也成了今夏长三角文旅设
施的标配，苏浙沪多个场馆都开设
了夜场，让上班族都能在收工后打
个高铁来回。
至于Citywalk与地方美食的融

入，另为艺文之旅添了
烟火气——逛完苏州园
林，也必要走走平江路，
不能错过一碗苏式三虾
面；看完南博大展，深入
老门东或夫子庙，臭豆
腐或盐水鸭总要来一
份；浙江美术馆出来，沿
北山街或南山路骑行，
苏堤上寻一个喝茶所
在，一杯龙井消暑……这正是所谓
快旅慢游，风土人情皆是理解艺术
与历史的生动注脚。
而支撑跨城体验的是一套日趋

成熟的协同机制，并非朝夕一蹴而
就，实则是徐徐图之，文旅消费的一
体化在这些年来，已从单点消费进
阶到区域联票。长三角区域各项
“一卡通”获得全面推广——跨城联
动举办上海旅游节、上海国际艺术
节等重大节展活动；共同策划长三
角旅游主题产品；强化社保卡“一卡
通”在文旅场馆的应用；携手推出文
博美展……上海“随申行”与多个长
三角城市的官方出行平台完成系统
化对接，开启公共交通乘车码联通：
民众无须下载新的App，即可丝滑
切换乘车场景。应季应景的长三角
“点对点”跨城文化专线，以“交通+
文旅”的深度融合，倡导“周末微旅
行”，民众进入城际快线专区，根据
需要选购“一票联程”，便可由人民
广场、浦东世纪大道指定地点发车
直达他城展览现场。
在盛夏的每一次跨城文旅中，

一种基于互鉴与共享的新江南风尚
方兴未艾。

《聊斋：兰若寺》作为追光动画
“新文化”系列新篇，以故事集的形
式，绘就了蒲松龄笔下光怪陆离的
聊斋世界。在一寺一树一井中，见
贪心、见真心、见乱世情、见夫妻情、
见生死情。让观众于沧海桑田世事
变幻中，体味至纯至真至善的人生
悲欢和人间真情。
书生蒲松龄夜宿兰若寺，掉到

井下，遇到两位得道的精怪龟蛙讲
故事，请他一判高下。影片由此以
集锦的方式串起了由卡通而至写
实，情绪从轻松趋于浓烈，内涵由
“低幼向”过渡至“成人向”的五个故
事，结构布局不落窠臼。
开篇的《崂山道士》风格明快诙

谐，讲述了书生王承逐新趣异，拜崂
山道士学“穿墙术”，却吃不得苦，因
肆意卖弄，导致出乖现丑，贻人笑
柄。《莲花公主》中顽皮的窦旭渴望
仗剑走天涯，梦中与蜂国莲花公主
志趣相投，扶危救难，打败蛇妖的入
侵。《聂小倩》则讲述了一个民国版
的“倩女幽魂”的故事，乱世的“人鬼
情未了”令人扼腕叹息。《画皮》通过
王大郎妻子陈氏的视角，讲述了一
个“蜂争粉蕊蝶分香”的故事，表达
了男性情感的游弋对爱妻的伤害。
《鲁公女》讲述了张于旦和鲁瑛之间
一段双向奔赴，超越生死、时间，最

终突破命运桎梏的真挚爱情故事。
五个故事有金线串珠，形散而神不
散，相互对照生发，道尽了情爱的面
面观，有条不紊，内涵丰赡。
《聊斋志异》全书描写女性的作

品占一半以上，大部分温柔贤惠、美
丽多情，是作者心中理想女性的写
照。《聊斋：兰若寺》在原著基础上对
女性形象进行了现代化改编，突出
其与当下时代相契合的精神气质。
《崂山道士》中的妻子脾气暴

躁，但王承穿墙失败后，只有妻子心
疼自己的丈夫，担心他的安危，诠释
了相濡以沫的夫妻情。《莲花公主》
中莲花公主小鸟依人，柔美可爱，率
真勇敢，与窦旭可谓娇鸾雏凤。《聂
小倩》中聂小倩在爱与陪伴中种下了
情根爱胎，在燕赤霞的帮助下，重生
为人，成为掌控自身命运的独立女
性。《画皮》中清苦芷萱的陈氏一句
“恶心”，是压抑千年的女性呐喊，直
指女性在传统关系中的压抑与反抗，
是对鸿案鹿车故事的改写。《鲁公女》
中的鲁瑛一袭红衣，豪气干云，对张
于旦目成心授，“一眼万年千树雪，除
却相思不识君”。转世后苦苦等待，
与所爱感动孟婆，冲出黄泉路，否极
泰来，终得所愿，令人荡气回肠。
五位女性的形象重构，凸显出

她们主体意识的觉醒，刻画出其至

情至性，不畏强权，敢爱敢恨，求真
向善的美好品质。
作为东方奇幻盛宴的《聊斋：兰

若寺》，一部作品兼具五种风格：《崂
山道士》致敬上美厂木偶动画，首创
毛毡材质，再现了原著中剪纸成月、
筷子化仙、壶酒不竭、月宫饮宴等场
景，踵事增华，妙趣横生。《莲花公
主》中的蜜蜂王国建筑参考了福建
土楼，水彩晕染极具唐风唐韵。《聂
小倩》中的火车、军队、兰若坊酒店，
现代化气息扑面而来，伴随刀光剑
影及水墨氤氲，演绎东方鬼魅与乱
世奇情。《画皮》以《清院本十二月令
图》《卧游图册》《珍石册》《吉祥多子
图》等为美学参考，充满着工笔淡彩
的雅洁和文人画气息。《鲁公女》中
的黄泉路上忘川河水汹涌翻腾，彼
岸花汇成绚烂花海，往生门孟婆法
相庄严，黑白无常恐怖瘆人，场景结
合叙事大开大合，令人荡气回肠。
《聊斋：兰若寺》将古典奇幻与

当代价值观巧妙融合，风格迥异的
志怪故事各美其美，兼具视觉美感与
思想深度，勾勒出人与妖、真与假、爱
与恨的复杂情感，彰显了中华文化
传承千年的精神内核与艺术魅力。

◆ 卜 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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