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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是个虚妄的符号还是真材

实料的证明？ 学术是条笃志明德、

诚信为本的潜行之道， 还是娱乐工

业流程中用来营销的高音喇叭？ 对

文艺工作者而言， 应当修炼真学识

还是借学历自我包装镀金？ 这些不

成问题的问题， 如今却被一部分人

本末倒置了。

接连几天， 演员翟天临因被质

疑博士含金量不高、 注水量十足，

而被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 网友们

不仅全网查找他博士论文的踪影，

还对其发表过的硕士论文进行查重

率检测， 甚至还扒出了当年高考成

绩。 一时间， 这名曾因 “学霸” 背

景而被誉为演艺圈正能量的演员，

被 “学术造假” 的乌云笼罩。

平心而论， 身为演员的翟天临

是够格的。 他用心琢磨演技， 有拿

得出手的作品， 他在电视剧 《白鹿

原》 中对白孝文一角的塑造颇值得

称道。 相比那些只知炒作的明星，

他在专业上的表现有目共睹。

但做好一名演员的同时 ， 翟

天临也是个拥有正规院校学历的

博士 。 既是研究人员 ， 就要接受

学术界的尺度衡量 。 遗憾的是 ，

在学术的标尺下 ， 似乎有些经不

住考验了 。 博士论文在核心期刊

的公开发表中查无结果？ 这是学术

造诣上不够扎实； 硕士论文被质疑

有抄袭之嫌？ 这是学术诚信上失了

底线……

目前， 相关院校尚未就 “学术

造假” 问题给出调查结果， 但已经

可以打上问号的是： 演员为什么而

学？ 如何学？

毋庸置疑， 在繁忙的演艺生涯

中回学校再深造、 自我充值， 求学

好学博学， 是好事一桩。 国内外不

少演员的高学历都为粉丝津津乐

道， 成为演艺圈诸人值得见贤思齐

的榜样。 但正如率先对翟天临举证

质疑的那位博士所言， 博士绝非轻

飘飘的荣誉称号， 学术更不是一部

分人用来自抬身价、 装点门面的镀

金名片， “若不专心治学却贪恋学

者之名 ， 是令人心痛且愤恨的 ”。

原本， 翟天临在微博上晒晒学历，

自我鼓励的同时也与粉丝分享喜

悦， 并无不可。 但当 “博士” 头衔

被当成炫耀的砝码屡屡与某部作品、 某项综艺的宣传挂

钩， 卷入娱乐工业流程， 沦为其经纪团队打开市场的高音

喇叭， 事情就已荒腔走板了。

作为我国学历教育中的最高层次， 博士叩开的是一扇

通往学术金字塔的小门， 攀爬的是一条山高谷深、 道路崎

岖的蜀道。 而正如翟天临自己曾经说过的， 读书不是为了

获取更好的社会价值， 也不是为了证明社会地位或更高的

学历、 好的口碑， “它仅仅是一个求知的过程”。

多点对学术、 对规则的敬畏心， 少些对虚名、 对利益

的得失心， 才能真正当得起演艺圈催人奋进的正能量。 演

员也好， 明星也好， 学术面前人人平等， 踏上研学这条

路， 无论是谁， 诚心向学、 诚信治学才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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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刘家媳妇》

今晚起登陆央视

闫学晶饰演敢于拼搏的平凡农村女性

本报讯 （记者张祯希） 由闫学晶主演的电视剧 《刘家媳

妇》 今晚登陆央视电视剧频道。 电视剧通过描绘一位平凡农村

女性为幸福生活不断争取奋斗的历程， 展示了一个积极向上的

新农村圆梦故事。

闫学晶饰演的主人公 “刘家媳妇” 原名梁三朵， 剧集以主

人公的家庭身份为名， 剧情自然也围绕波折不断的家庭情感生

活展开。 梁三朵与同村的刘大海从小定下娃娃亲， 但由于刘大

海早年去城里打工， 这门娃娃亲逐渐成了女方的一厢情愿。 痴

情的梁三朵为刘大海守候多年， 却等回未婚夫城里交了女友的

消息……电视剧一开场， 梁三朵便遭遇情伤， 这也为 “刘家媳

妇不好当” 的剧情展开埋下伏笔。

在之后的剧情中， 梁三朵不光要面对兄嫂、 小姑、 丈夫前女

友等人的埋怨、 误解， 还要与疾病抗争， 托起家族产业。 这位敢

于拼搏的农村女性， 如何争取爱情并打赢家庭保卫战， 又如何巧

妙经营事业帮助大家致富， 构建起电视剧的悬念与看点。

从 《俺娘田小草》 中隐忍执着的田小草， 到 《回家的路有

多远》 里耿直善良的唐亚莉， 闫学晶近年塑造了不少励志的劳

动妇女形象， 获得观众的认同。 闫学晶说， 出演这类角色 “很

舒服”： “因为我来自农村， 演这类角色， 戏中好多农活我都

会干， 干起来也很地道， 这曾经就是我的生活。” 她说与之前

一些隐忍负重的农村妇女角色相比， 《刘家媳妇》 中的梁三朵

不那么 “忍” 了。 无论有多少人不理解， 只要是自己认为对

的， 梁三朵就会去坚持。 对待爱情， 哪怕觉得自己处于劣势，

也会去表达争取； 在事业上遇到投机取巧的歪门邪道， 也敢于

站出来正义发声。 这个人物 “不弄虚作假， 不伪装自己， 真真

实实地活着”。

闫学晶之外， 《刘家媳妇》 中还有吴其江、 张洪杰 、 李

静、 关小平、 王洪梅、 雷婷、 徐成林等演员加盟。 该剧导演黄

力加则曾执导过 《神医喜来乐》 《亲兄热弟》 《妯娌的三国时

代》 等热播剧。

文化

用体育精神为合家欢电影注一腔热血
《飞驰人生》票房过11亿，为广泛人群接受

很长一段时间， 合家欢电影都是商业

片市场的稀缺品。 因为要满足全家老小的

审美习惯和智识需求， 创作者难免顾此失

彼。 但这一回的春节档， 《飞驰人生》 借

体育精神触达了广泛人群， 中国电影评论

学会会长饶曙光评价其为 “不可多得的合

家欢电影”。

影片讲述了落魄车王重新崛起的故事。

对于年轻男性， 外在的搏击与内心的热血，

是最浅表的主题词； 于女性及年长者， 失

意人拼搏奋起的内在精神写照， 是触动内

心柔软处的通关密码； 对于孩子， 瑰丽画

面抵达的梦幻 、 想象及最后的浪漫飞扬 ，

不失视觉享受 。 而片中没有真正的反派 ，

新老车王间的尊重与公平， 老伙计间的团

队精神与互信情义， 都让这部充溢时代正能

量的影片为许多人接受。 上映一周后， 该片

票房已过11亿元。

电影从单亲爸爸张驰的凡俗生活开始。

他向五岁多的儿子忆往昔， 例数自己称霸

中国拉力赛车界、 勇夺顶尖赛事五冠王的曾

经。 因为一次非法飙车 ， 他被禁赛五年 ，

一切所得都飘散如烟。 转瞬五年， 禁赛期

满 ， 靠炒饭攒下30万元的张驰准备复出 ，

寻求王者回归。

有评论指出， 98分钟的影片， 前70分

钟都是各种场景拼贴出的小人物的窘、 英

雄日暮西山的颓， 是昨日歌依然深情， 时

代却容不下 “一切细说从头” 的格格不入。

段子、 抖机灵、 怀旧老歌、 谐音制造笑料，

导演用一如其旧的手法渲染出一种情绪 ，

但情绪不足以编织故事。 张驰的前尘往事、

他们父子间的互动 、 对手及所谓 “大哥 ”

等人物塑造都有些潦草。

可一旦从体育精神的视角切入审视 ，

评论则是另一番天地。 比如影片里没有面

目可憎的反派， 昔日的 “千年老二” 不曾

利用自己仲裁委主席的身份阻碍张驰复出，

今天的新王林臻东更将张驰挽救于退赛边

缘———高手间的惺惺相惜， 维护赛场的公

平竞争， 那是自顾拜旦便约定的 “费厄泼

赖” 精神力量。 又比如张驰与驾校教练间

的一段对话， 很值得咂摸。 “我曾经跨过

山和大海” “也穿过人山人海”， 随导演电

影处女作而走红的 《平凡之路》 在新片中

被嵌进了插科打诨里 。 作者似乎在暗示 ，

一首唱了四五年的流行歌， 它依然可以是

今天 “人在旅途” 的背景音， 和最新的抖

音神曲同在。 这与故事里的赛车世界有那

么点互文的意思。 五年禁赛， 一边是科技

的日新月异推动着赛车界的技术革命， 另

一边则是竞技场里亘古不变的真理： 成绩

是练出来的。

还原令人窒息的风驰电掣，制造着体育

世界永远不可捉摸的下一秒景观，影片堪称

忠诚地捍卫了赛场真相。但观看《飞驰人生》

的后三分之一，和回看一场赛事精华的感受

又是不同的。 电影筑起一道竞技体育的结

界，走过去了，观众们便不是隔着屏幕看比

赛，而是走进作者的生命里享受第一人称的

快感。电脑特效向银幕投来了多少组装步骤

不重要，赛车磕到弯心碎石后崩坏了哪些零

部件也不重要。于观众而言，体会“找到自我

能力的边界” 才是与电影共情的七彩祥云。

当没有领航员的张驰与他那寒酸的赛车合

二为一飞驰在巴音布鲁克的魔鬼赛道上，台

词“这不是驾驶的技术，这是驾驶的艺术”不

是什么自我陶醉， 而是真正懂得体育精神、

极限运动的人才能体会的那种看似幼稚的

一腔孤勇一腔“燃”。

归根结底， 《飞驰人生》 是部披着赛

车运动主题的心灵诉说， 它企图用 “热爱”

“奉献” “执著” “公平” 等体育精神给失

意人生以少年意气的一管热血。 它也是为

了体育世界里那些 “不可为外人感” 的精

神之物而拍的电影， 虽不是合乎常规的佳

作， 却用电影艺术的魅力， 催动了体育人

生热血不凉的洪荒之力。

寄语《流浪地球》：科幻迎来万物生长的黄金时代
刘慈欣

我们的国家正处于一个快速现代化
的进程中，生机勃勃的大环境为科幻文学
的发展提供了肥沃土壤，科幻迎来万物生
长的黄金时代。

在这个黄金时代里，我也经常会被问
到对中国科幻电影的看法。 要我说，科幻
文学作品在影视化改编和拍摄制作过程
中一定会遇到坎坷，遭遇曲折 ，一帆风顺
才属意料之外。 尤其是我们正处在中国科
幻电影的起步阶段， 一切都得从头做起，

缺乏应有的经验。

科幻电影的拍摄需要很专业的体
系———从制片到导演， 从摄影到视效，必
须建立一套专业的流程体系。 这一点对于
美国就不是问题，因为它已经经历了长时
间的发展，早已确立了成熟的流程。

2019年我国将陆续有一大批科幻电
影上映，令广大观众翘首以待。 我相信中
国科幻电影一定会繁荣昌盛，肯定会推出
一大批很成功的在国内外都产生影响的
科幻电影。

《流浪地球》属于中国科幻电影中第一

批尝试寻找自己的流程体系的项目之一。

我期待这部由我自己的作品所改编的影片
能够获得成功，更希望在2019年陆续上映
的这一批中国科幻电影都能够取得成功。

此时此刻，我对《流浪地球》电影创作
过程中的细节有了更多了解，并进一步体
会到：看科幻电影的过程很享受 ，拍科幻
电影的过程更刺激。

正是这种刺激，让我看到了中国科幻
电影黄金时代的美好未来。

（节选自《〈流浪地球〉电影制作手记》）

荩根

据刘慈欣

小说 《流

浪地球 》

改编的同

名电影剧

照。

荨左起为刘慈欣

《流浪地球 》、刘洋 《火

星孤儿》、江波《机器之

门》、 陈楸帆 《人生算

法》。 （均出版方供图）

《刘家媳妇》 剧照。

《飞驰人生》 电影海报。

从冷门圈子到热搜话题，

本土科幻文学期待“未来感”佳作

《流浪地球》热映带动科幻题材升温，一批新锐作者小说陆续出版引发关注

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 科幻这一题材

成功 “出圈” ———电影 《流浪地球》 的票

房逆袭， 不仅引爆了观众对国产科幻银幕

巨制的信心， 也有效撬动了本土原创科幻

文学土壤的活跃指数。 科幻小说不再是小

圈子的孤芳自赏， 伴随着对影片原著、 刘

慈欣同名小说的热议， 一批新近亮相的国

内中青年作家科幻小说也纷纷登上热销榜，

引发持续讨论， 呈现勃勃生机。

眼下， 刘洋 《火星孤儿》、 陈楸帆 《人

生算法》、 江波 《机器之门》 等科幻新作陆

续出版 ； 如火如荼的第四届 “科幻春晚 ”

被科幻迷们津津乐道， 主办方 “未来事务

管理局” 今年广邀韩松、 那多、 赵垒、 双

翅目等20多位作家以“故乡奥德赛” 为主题，

接力书写科幻小说……

如果说 《流浪地球》 的里程碑式意义

溢出了科幻的类型边界， 成为中国电影工

业化进程中的标志性力作， 那么持续发力

的本土科幻小说， 在视野边疆的拓展、 题

材手法的更新， 也可视作中国正借助流行

文化铺展 “仰望星空” 的思考路径， 推动

读者不断突破对未来想象的边界。 刘慈欣

口中 “最具未来感” 的中国， 或将迎来一

批 “藏有未来答案” 的科幻佳作， 也引发

了空前的信心和期待。

科幻文学强势出圈 ，本
土元素凸显东方色彩

“随着新一代读者和作者思维方式的

转变，科幻文学会越来越接近它的本质。 社

会现代化进程飞速发展，为科幻小说提供了

肥沃土壤。”刘慈欣认为，很多作家将自身经

历和见解倾注作品中，中国科幻文学拥有了

前所未有的开放思想和广阔眼光。恰如不少

外媒为《流浪地球》点赞时所说的，这部电影

及其原著小说，成功将极具东方色彩的家国

情怀融入剧情， 诸多本土元素不是生硬镶

嵌，而是如盐化水般自然融合。

这也是当下一批国内科幻小说的可贵

之处———随着中国国力增强和发展壮大 ，

在对辽阔时空的想象中， 本土作家生动代

入了中国经验， 不再仅仅局限于对西方科

幻名篇的粗糙模仿， 或流于简单移植现有

的欧美模式。 以新锐科幻作家刘洋的长篇

处女作 《火星孤儿》 为例， 这部小说从校

园生活切入 ， 高考这一耳熟能详的事件 ，

被巧妙编织进情节———未来的高考会是怎

样的形态？ 未来的考生会如何备考？ 一场

决定人类和外星文明命运的高考中， 我们

何去何从？

“这不禁让人想起刘慈欣科幻名作《乡

村教师》，也是从中国教育入手：一个贫困山

区的乡村教师到了肝癌的最后时刻，用生命

仅存的余晖，给小学生们上了最后一课。 然

后，镜头一转，这位卑微乡村教师的最后一

点可悲努力，被作者融入了在时间和空间上

都极为壮阔的太空史诗。而这个教师的生命

价值，也达到了不可思议的高度。”复旦大学

中文系教授严锋评价，《火星孤儿》和《乡村

教师》都是从最平凡的角度展开，进而上升

到宇宙尺度的奇观，如此巨大的跨越在普通

的文学作品中很难达到。

越来越多科幻故事的中国味道愈发浓

郁。 比如，善于构建赛博朋克世界的作家赵

垒，在“故乡”同题小说创作中，融入一代人

对长江的记忆，读者会发现，原来“故乡”在

未来的意义是：只要共享同一份关于长江的

记忆，我们就是老乡了。 另一位在豆瓣平台

小有名气的新锐作者夹缝貉，在小说《复活

贵阳》中构思了这一情节———当人类移居太

空，火星的荒原上，一个平凡学生的最大心

愿是，复活多年前和外公走遍贵阳街巷一起

去吃牛肉粉的那个夏天。个体对无垠宇宙的

畅想、味蕾对故土的炽热眷念，这两股线索

碰撞出戏剧化张力。

《科幻世界》 主编姚海军谈到， 近年

来陈楸帆、 飞氘、 夏笳、 宝树等一批 “后

新生代” 科幻作家异军突起， 拥有较高学

历、 受中外文化滋养的他们， 不断在想象

力、 实验性、 思想性上进行突破， 努力尝

试形成鲜明的个人风格。

当瑰丽幻想陆续成真 ，

下一个好创意在哪

不过，本土科幻文学热中，仍需有冷静

思考。 创意，正是横亘在作者面前的庞大屏

障。 回头想想，1927年《大都会》预言了视频

通话，1968年《2001太空漫游》预言了手机、

平板和AI，1989年《回到未来2》预言了VR和

可穿戴设备……每隔一段时间，我们都会惊

呼， 科幻作品中的黑科技正逐步变为现实。

科幻好像已经穷尽了各种可能，很难翻出新

花头，以创意为核心、架构靠创意支撑的科

幻小说怎么办？

刘洋在《火星孤儿》里，借小说人物古河

的一段话调侃道：“（不少作品） 都是些俗套

的点子———生化病毒、人工智能、电脑网络、

黑洞虫洞、时间旅行———到最后，你甚至发

现连这些都只是一层皮，里面装的其实是个

蹩脚的爱情故事。 ”这一反思也点出当下本

土科幻的一大困境，当新鲜创意变得稀缺，科

幻的魅力难逃黯淡之窘。难怪，不少科幻作家

坦言，最紧迫的一个任务就是“在事情变得

平淡之前尽快把它们写出来”。对此，刘慈欣

有一句非常“扎心”的比喻———周围的世界

变得越来越像科幻小说了，未来像盛夏的大

雨，在我们还来不及撑开伞时就扑面而来。

令人欣喜的是，《火星孤儿》等新作尝试

打开新的脑洞。 严锋评价，小说对于外星人

的形态、宇宙社会学、星际文明交流这些老

而又老的话题，做出了别开生面的演绎。 而

这些奇异独特的想象，也有坚实的物理和技

术细节来支撑，呈现出硬科幻的厚重分量与

质感。 而投身人工智能产业的作家陈楸帆，

将他对AI技术的预测和反思，融入小说《人

生算法》中，努力打穿未来与现实、科学逻辑

与科幻文本之间的固有屏障，畅想人类与科

技相互解构的未知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