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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流量拉动票房的时

代结束了？

由易烊千玺和周冬雨

主演的电影《少年的你》上

映一周 ，8.48亿元的票房

让这句本该以句号结尾的

判断句变成了问句。

易烊千玺毫无疑问是

今天的顶级流量明星 ，超

过7900万的微博粉丝是一

个无论吴亦凡、 鹿晗还是

王一博、 肖战都甘拜下风

的数据。 影片刚刚官宣定

档时， 他的粉丝团就发动

了大规模的应援活动 ，不

到24小时猫眼想看人数就

突破百万， 预售总票房突

破5000万。

但影片能够在上映

七天之后仍然保持单日

票房冠军和居高不下的

口碑 ， 且在全网引发对

于校园霸凌话题的讨论 ，

靠的就绝不是流量明星

和粉丝效应。

影片热映的同时 ，张

译的一句评论也上了热

搜 ：千玺，你是一个演员 ，

你不是一个偶像。 这句话

放诸当下的语境显得意味

深长。 当越来越多的观众

对流量明星习惯性抱有

“零演技” 的负面印象，这

个今年刚满19岁的少年却

以超预期的演技表现完成

了自己的转型， 也完成了

流量和作品的互相成全。

必须承认， 今天的中

国电影不能也不该拒绝流

量明星。 正如有影评人注

意到的，在《少年的你 》之

前， 我们不乏关注青少年

成长伤痛的影片， 比如近

几年的《狗十三》《过春天》

《嘉年华》等。 它们在影片

水准和观众口碑层面并不

输于《少年的你 》，但影响

力却远远不及， 这无疑是

令人遗憾的。 因为当我们

呼唤更多现实题材影片

时，其实包含着一种期待，

希望电影能够更多地介入

现实生活， 在推动社会进

步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而

要做到这一点， 首先就需

要借助于商业手段， 让电

影能够抵达更广泛人群 ，

在全社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力。流量明星，就是一种重

要的商业手段。

所以，摆在今天中国电

影人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

是： 如何让流量明星有演

技，从而与影片产生1+1>2

的效果？ 也正是在这个层

面上，《少年的你》 除了将

校园霸凌话题带入公众视

野，更多了一层启示意义：

它让我们重新审视易烊千玺———当然也包括周

冬雨———的表演之路， 关注流量演员的转型和青

年演员的成长。

在此前的高口碑谈话节目《表演者言》中，

最后一期的嘉宾就是易烊千玺和王庆祥。 那个

时候《长安十二时辰》还没开拍，易烊千玺说之

前在客串一些古装剧的时候， 常常发生自己抓

不到表演的感觉， 但是导演为了赶进度就这么

一条条地过了。 这导致他在接《长安十二时辰》

之前非常犹豫，是在跟导演见过面、剧组的氛围

让他感到安心之后才下了决心。

如今，在观看《少年的你》的过程中，有经验

的观众可以明显感觉到在“小北”这个角色的成

功塑造背后，是导演一个镜头一个镜头的调教甚

至一次次把他逼到死角。 这种情况也发生在周冬

雨身上。 从《七月与安生》到《少年的你》，此前一

度面目模糊不清的她如今坐稳了新生代演技派

代表的位子，但比较一下她在与《七月与安生》

同期播出的电视剧《麻雀》中的表现，同样会发

现对于青年演员来说，导演和作品是多么重要。

让更多的流量明星有演技， 从而成为真正

的优质偶像， 成为中国电影产业链上带有正向

价值的一环， 这对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和中国

电影市场的繁荣来说，都将是一件好事。我们希

望这一切，能够从《少年的你》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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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作家书写红色之城，

《石库门里的红色秘密》出版

党的诞生地·上海革命遗址系列故事创作项目最新成果面世

本报讯 （记者许旸）上海是中国共产党诞

生和成长的见证者，城市血脉中流淌着红色基

因———中共一大会址、《新青年》 编辑部旧址、

张闻天故居……如何用文学的方式串起这些

地标，使其爆发更多“红色能量”？ 上海文学界

积极践行 “红色足迹———党的诞生地·上海革

命遗址系列故事创作项目”， 最新成果刚刚面

世。 记者昨天获悉，“红色足迹”第一辑《石库门

里的红色秘密》 日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全书汇聚78篇红色小故事，发掘中国共产党的

文化基因、精神灵魂和历史根脉，让更多读者

了解上海这座城市的荣光。

书中故事纵向上主要涵盖中共建党时期

和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横向上包

括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工农运动、思想文化运

动、妇女运动、学生运动、隐蔽战线斗争等各领

域。 上海作家以高度热情投入其中， 孙颙、叶

辛、叶永烈、赵丽宏等知名作家领衔，一批专业

作家、签约作家和青年网络作家加盟。 创作者

们融合历史与现实、倾注感动与情怀，以文学

的手法去发掘、整理和写作革命遗址，力求把

一个个故事写得生动感人、新意迭出，合力打

造建党故事红色文学创作的传播高地。

此次创作涉及的题材， 有的人们耳熟能

详，有的则可能鲜为人知，但每个题材都经历

了重新采访、 研读新史料和精心写作的过程。

比如，中国作协副主席叶辛《他从浦东大地走

来———记张闻天故居》将文学聚光灯投向张闻

天故居。 在他看来，这次创作对故事篇幅要求

不长，但难度不小，要在严谨真实的基础上创

作出有别于史料的文学故事。 “书写红色故事，

不能满足于对革命遗址的简单介绍，或流于单

一的史料陈列，而是要作家沉下去，通过实地

考察、 专题采访和吸收最新学术研究成果，在

题材内容等方面尽可能进行再创造、 再突破，

使故事真实生动，感人至深。 ”作家程小莹说。

近百年来，红色历史在上海的演进，留下

无数珍贵财富。 其中，400多个革命遗址遍布全

市城乡、街巷。 孙颙、叶永烈、赵丽宏分别聚焦

中共中央档案文献库、中共一大会址、周恩来

在沪早期革命活动旧址等挖掘创作。 《历史的

表情———周公馆纪事》作者赵丽宏力求以点带

面，以小见大，将红色故事融入时代大背景中，

把建党精神与城市精神结合起来，把红色血脉

与城市文脉结合起来。 文中写道：在20世纪40

年代末的一段雨雾弥漫的岁月中，这幢小楼曾

经像一座航标灯， 在黑暗中发出耀眼的光芒，

给渴望光明的人们带来希望和信心。

“每个红色遗址，都蕴含着不止一段值得

后人传诵久远的故事，这些故事无论情节平淡

朴实还是崎崛不凡， 都充满着信念与执着、坚

韧与奋斗、艰辛与牺牲。 作家有责任和义务，用

文学的手法去发掘、 整理和写作这些故事，使

人民群众通过文学阅读的途径， 深入革命历

史，感受红色文化。 ”上海市作家协会党组书

记、副主席王伟说。

据悉，上海革命遗址系列故事创作项目由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

室、 上海市文化旅游局和上海市文物局指导，

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办，重点围绕中共革命斗争

历史的轨迹，创作总数约400篇的故事，项目丛

书预计2021年7月前推出全部四辑， 以红色故

事迎接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

《奔腾年代》：
美好的事业是要靠一股子豪情干出来的

《大江大河》《激情的岁月》后，又一部创业题材电视剧热播

引燃管整流技术、高压侧调压开关、可控

硅整流……很难想象， 这些晦涩的专业名词，

都出现于近期一部国产热剧。 正在东方卫视、

浙江卫视播出的 《奔腾年代》， 自开播起便在

CSM59城收视率排行榜中稳居前三。 《奔腾年

代》是庆祝新中国成立70年的献礼剧，其选取

的题材在荧屏实属罕见———聚焦中国机车人

的创业史，揭秘“中国速度”不断刷新背后的故

事，展现祖国机车行业近60年来的发展变迁。

“经常听父辈讲起那个年代的故事，在荧

屏中看到， 不仅亲切而且能感受到一股子干

劲。 ”一名在影评网上为《奔腾年代》打出五星

好评的观众如此评论。 这个从1960年说起的故

事， 凭借对老一辈艰苦创业环境的细致铺陈，

以及创业热忱的感性展现，收获好评。 在最新

更新的几集中，外国专家突然撤离，中国电动

机车的研发陷入前所未有的困顿。 面对中国工

业底子薄、技术储备弱，可能迈不过电力机车

这个高门槛的质疑，主人公所说“腿短，但志不

能短，我们需要的是有长远考虑的中国方案”，

引发不少弹幕点赞———正是这份慷慨激昂的

创业热忱， 鼓舞着中国机车人克服重重困难，

用中国方案，不断更新中国速度。

在主旋律佳作不断涌现的当下，新中国奋

斗者的创业故事一次次点亮荧屏。 这些基于真

实又饱含深情的回望，不仅为当下观众呈现出

一段段全情投入的赤诚青春，也串联起中国发

展的活力步伐。

“腿短 ，但志不能短 ”，展现中
国方案背后昂扬奋斗的精气神

《奔腾年代》将叙事起点拉回1960年，采取

以点带面的呈现方式：电视剧聚焦佟大为饰演

的海归技术员常汉卿，以及由蒋欣饰演的其妻

金灿烂，通过讲述他们致力于祖国电动机车研

发的人生历程，折射出中国几代机车人的创业

奋斗史。

将晦涩专业的科研技术融入戏剧结构，引

发大众的情感共鸣，并非易事。 《奔腾年代》聚

焦对普通大众来说相对陌生的电动机车领域，

对行业剧类别相对薄弱的国产电视剧来说是

不小的挑战。 从目前播出的内容看，剧集在平

衡戏剧表现力与专业技术展示方面，做出了努

力与尝试。 电视剧一开篇，便向观众“抛”出了

当年在内燃机车与电力机车之间摇摆的行业

局面———到底是继续研发容易上手，但对资源

消耗较大的内燃机车，还是另起新篇，开拓清

洁高速，但技术、工业水准都超出当时国力的

电力机车？ 这道摆在观众面前的专业问题具体

而又充满时代感。 面对同事的反对意见，主人

公常汉卿依旧坚持电力机车的发展模式，他道

出了不少一线科研人员的心声：我害怕丢失对

“世界第一”的追求，躺在前人的树荫下安逸地

老去。

《奔腾年代》里亦不乏金句式的感性抒写。

电视剧对于中国模式就给出了生动的解读。 剧

中，常汉卿认为，中国的电力机车需要向外国

学习先进经验，但也不能原封照抄。 当被金灿

烂问及，比螺旋桨飞机还要快，时速300公里的

火车长什么样时，常汉卿说：“我们有对夸父追

日的敬仰，对孙大圣筋斗云的神往，对千里马、

飞毛腿、神行太保的喜爱，这是因为人的本能，

就是追求更快、更高、更强。 不停奔跑、进步、突

破自我，这就是人的精气神，也是新中国的精

气神。 这股劲在，我保证你一定能看到。 ”

建设者激情澎湃的青春之歌，

是荧屏取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新中国各行各业建设者的创业史，正成为

当下荧屏最热门的题材之一。 《奔腾年代》之

外，近年让观众印象深刻的就有展现改革开放

伟大历程下，小人物奋发图强改变个人命运的

《大江大河》；最近为观众带来感动的则有“两

弹一星”题材剧《激情的岁月》。 这些故事撬动

巨大关注，为观众带来长足感动，足见一代代

奋斗者拼搏精神跨越时代的积极鼓舞作用。

建设者奋斗过程带来的感动当然同电视

剧真实的质感有关，几部作品几乎都基于真实

历史事件， 有的还拥有扎扎实实的人物原型。

《奔腾年代》中，创作主人公常汉卿的人物灵感

来源之一正是被誉为 “中国动力电车之父”的

刘友梅院士。 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的刘友梅，

先后参与过我国第一、二代电力机车的总体设

计，主持并组织了我国第三、四代电力机车的

开发研制全过程。 从中国第一代韶山型系列电

力机车，到世界首列超级电容有轨电车，刘友

梅见证并推动了中国轨道交通装备从跟跑、并

跑到领跑的晋级。

不少观众在这样的荧屏奋斗故事中， 品出

全情投入的付出与心无杂念的单纯。 《奔腾年

代》中有这样一幕，在常汉卿的努力下，中国电

力机车终于起步有望， 主攻内燃机车领域的工

程师也发自内心地振奋喜悦，并积极“跨界”，投

入到电力机车的研发中。 因为这些中国电车人

有个共同的愿望———祖国可以站起来，跑起来！

文化

最高水准法国学院派艺术将亮相上博
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珍藏展绝大多数展品为首次来华

坐落在塞纳河畔 、

与卢浮宫相对而立的巴

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 ，

不仅是世界上最具影响

力的美术学院之一 ， 对

中国艺术也曾影响深远。

徐悲鸿、 林风眠、 潘玉良、 吴冠中、 常书鸿、

颜文樑……这一个个闪光的名字都与它有着

深厚渊源。

11月4日， “美术的诞生： 从太阳王到拿

破仑———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珍藏展 ” 将

在上海博物馆启幕， 通过85件艺术珍品向人

们系统呈现曾对徐悲鸿等中国艺术家产生过

重要影响的法国学院派艺术。 此次展览涵盖

油画、 雕塑、 版画等多样形式， 绝大多数展

品为首次来华。 许多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据重

要地位的艺术家作品将亮相， 包括普桑、 弗

拉贡纳尔 、 大卫 、 安格尔 、 乌东 、 吕德等 ，

其中不乏当时美术学院学生们梦寐以求的罗

马大奖获奖作品。 目前展览正在紧张布展中。

安格尔一句话深深影响了艺术教学

昨天下午，记者到达布展现场时，法方文

物工作人员正拿着手电筒，对法国新古典主义

画派奠基人雅克·路易·大卫的《安德洛玛克哀

悼赫克托尔》进行仔细地比对、检查。 这是本次

展览中尺幅最大的一件作品， 画幅接近三米

高。 据介绍，大卫在1783年创作该画，作为他申

请皇家绘画与雕塑学院（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

院的前身）的入院作品。

为了达到油画的最佳观赏效果，上海博物

馆首次模拟自然光源进行展示。 与大卫作品比

邻而展的是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的

代表作《半身躯干人体》《阿喀琉斯接见阿伽门

农使者》。 安格尔是大卫最出色的学生，他追求

造型美，重视线条的作用。 安格尔曾说：“素描

者，艺之操也。 ”这句话对于后来在巴黎国立高

等美术学院进修的中国艺术家产生了很大的

影响。徐悲鸿便是其中之一。因此，他回国赴中

央美术学院任教后，也坚持以素描练习为基础

教学中最为重要的课程之一，深深影响了中国

学院式艺术教学体系的发展。

国内现存唯一安格尔素描将
首度公开亮相

本次展览上，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安格

尔素描作品也将首度公开亮相。 这是国内现存

的唯一一幅安格尔素描，它描绘的是健硕的男

性人体，尺幅不大，但是简洁而有力量。 据介

绍，该作品曾经徐悲鸿、颜文樑、张充仁等艺术

家鉴定，认为属于安氏早年于罗马学习期间的

习作。

该作初由徐悲鸿 1930 年于巴黎某画店发

现，索价虽不高，但还是因为手头拮据无法购

买，遂劝友人沈旭庵购之。 徐悲鸿在诗人、翻译

家邵洵美 1920 年创办的 《时代画报》 第三期

（1931）上为此画作长提，称之为：“中国之有安

格尔画，此为纪元！ ”之后，这幅作品几经易手，

辗转流落到纽约， 于 1946 年被邵洵美在一家

著名古画商店购得，将其带回中国，后捐赠给

了上海博物馆。

系统呈现17至19世纪法国艺
术的流派和风格

除了素描外，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对中

国艺术教育重大影响还体现在人体写生和历

史绘画。 此次展览时间跨度上从17世纪一直延

续到19世纪初，分为九个主题单元，几乎涵盖

这段时间法国艺术的所有流派和风格。

策展人菲利普·杰奎琳表示，与美术馆、博

物馆不同的是， 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的收

藏，散见于校园的各个地方，随处可见。这个展

览当中的许多展品，实际上就是20世纪初徐悲

鸿、林风眠、潘玉良等早期赴法留学的中国美

术生们当时在校园里看到的。 而这些为他们提

供艺术养分的最高水准名作现在来到了中国，

人们在上海就能看到，便是这个展览的重要意

义所在。

雅克·路易·大卫 《安德洛玛克哀悼赫克托尔》。

（上海博物馆供图）

《奔腾年代》聚焦中国机车人的创业史，揭秘“中国速度”不断刷新背后的故事，展现祖国机车行业近 60 年的发展变迁。 图为海报。

《石库门里的红色秘密》 出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