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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四个月的达·芬奇逝世 500 周年纪

念特展日前在法国巴黎卢浮宫闭幕， 观展

人数接近惊人的 110 万， 创下卢浮宫历年

之最。 此前， 该纪录由 2018 年举行的法国

著名画家欧仁·德拉克罗瓦的大型回顾展保

持， 当时的人数为 54 万。

“让人惊叹的是， 500 年过后达·芬奇

依旧令大众这般着迷。” 卢浮宫馆长让—吕

克·马丁内兹表示， “这么多珍贵作品齐聚

一堂， 并有如此多数量的观众观展， 这两

点令我深感自豪。” 展览期间， 每天平均有

一万人走进卢浮宫， 只为一睹这 162 件珍

贵展品， 其中不仅有展现达·芬奇艺术成就

的油画和素描， 也有体现他在天文学、 植

物学 、 古生物学领域的研究手稿 。 此外 ，

其相关艺术家作品也在展览其列。

2019 年适逢达·芬奇逝世 500 周年 ，

意大利文艺复兴巨匠强大的人气和号召力

在展览初期就一览无遗， 预售门票就卖出

26 万张， 网上购票系统因为大人流一度停

摆。 与此同时， 据馆方表示， 46 场夜间展

览对新纪录的诞生功不可没。 就在展览闭

幕的前三天 ， 为了尽可能让更多人参观 ，

卢浮宫决定彻夜开放并释出了三万张免费

门票， 但依旧供不应求。

展览期间， 为防止人群拥挤， 卢浮宫

特地安排达·芬奇著名油画、 “镇馆之宝”

《蒙娜丽莎》 留守在原展厅 “万国大厅” 以

分散人流， 并利用 3D 和 VR 技术展示画中

主角丽莎·盖拉尔迪尼的生活， 特展的主体

部分则被安排在卢浮宫的叙利馆举行。

特展的火爆不无道理， 此次展览可谓

囊括了来自全球博物馆的达·芬奇精品。 除

卢浮宫本身馆藏的四幅油画和 22 幅素描作

品外， 英国为展览提供了包括 《多比亚与

天使》 《圣母子与圣安妮、 施洗者圣约翰》

在内的 40 幅画作 ， 占展品总数的四分之

一。 达·芬奇故乡意大利向巴黎运去 《圣母

领报 》 《三博士朝圣 》 《音乐家画像 》

《维特鲁威人》 四件重磅展品。 俄罗斯圣彼

得堡冬宫博物馆则出借了 《柏诺瓦的圣

母》。

不过 ， 本次展览也有未完成的遗憾 。

当今世界艺术品拍卖成交纪录的保持者

《救世主 》 并未按计划现身 ， 自 2017 年

11 月以 4.5 亿美元的超高价格被拍下后 ，

这幅油画便身世多舛 ， 接连陷入真伪争

议。 由于卢浮宫艺术顾问连同专家组认为

该画并非为达·芬奇亲手创作而是由其助

手完成 ， 便决定将 《救世主》 从展出列表

中移除。

展览虽已闭幕， 但达·芬奇故事的讲述

仍未完待续。 据悉， 卢浮宫将在官网上线

展览配套的多媒体节目， 未能成行的艺术

爱好者也可以通过今年下半年推出的电影

《卢浮宫一夜： 莱昂纳多·达·芬奇》 身临其

境， 感受大师的魅力。

不过尽管本次特展打破了卢浮宫的自身记录 ， 但这还不

是 2019 年法国国内参观人数最高的展览 。 去年三月 ， 由埃

及国家博物馆主办的 “图坦卡蒙·法老的宝藏” 在巴黎维莱特

艺术中心举行， 共吸引了 140 万人， 一举成为法国最受欢迎的

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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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全景式警

务纪录片 《大城无

小事———派出所的

故事 》 特辑 《抗疫

实录》 剧照。

■ 他们， 是上海万家灯火
的守护人， 也是疫情防控阻击
战下战斗力爆棚的城市之盾 。

他们 ， 是 50000 名备勤备岗
的上海警察， 是上海 400 家派
出所里 25000 多名基层民警

荨电视剧《完美关系》 对准国产影视作品鲜少涉及的公关行业， 也

引发国产行业剧自我 “危机公关” 的讨论。 （均电视剧海报）

荩 《 新 世

界》中，孙红雷以

细腻沉稳的表演

质感， 生动诠释

了一个存善念有

担当的个体。

《抗疫实录》：纪实镜头中基层民警的抗疫日常
《大城无小事———派出所的故事》播出特辑，聚焦超大型城市在非常时期的非常保障和精细化管理

高速路道口严密排查， 他们在现

场； 火车站里有人没戴口罩， 他们双

手奉上； 疫情时趁人之危的诈骗嫌疑

人， 他们雷霆抓捕； 四处徘徊不懂自

我防护的失智老人， 他们一路守护。

违法违规行为、 百姓生活琐事， 在这

个群体面前， 大城无小事。

这群人是上海万家灯火的守护

人， 也是疫情防控阻击战下战斗力爆

棚的城市之盾。 他们， 是 50000 名备

勤备岗的上海警察， 是上海 400 家派

出所里 25000 多名基层民警。

连续三周， 由上海市公安局和上

海广播电视台携手合作、 东方卫视和

哔哩哔哩联合出品的全景式警务纪录

片 《大城无小事———派出所的故事》

播出特辑 《抗疫实录》。 该纪录片正

片于去年12月19日开播， 原本收录的

都是发生在2019年的上海派出所故

事。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 一场疫

情防控的全民战 “疫” 随之展开。 为

了让更多人了解、 理解抗疫一线的逆

行者，纪录片实时更新，加紧赶制了上

海民警奋战在抗疫前线的夜以继日。

节目播出后， 豆瓣 9.1 分， B 站

9.8 分。 在线上， 几乎每一帧画面都

被网友的敬意覆盖。 太多人从这部火

热赶制的 “番外篇” 里看见了和平年

代的英雄日常 ， 更懂了他们的初

心———付出数倍于往日的艰辛， 只为

守住一道关， 护好一城人。

借民警视角，看超
大型城市在非常时期
的非常保障

近日， 上海的新增病例、 痊愈病

例数据都出现了积极的变化和趋势，

令人鼓舞。 形势向好， 是医疗救治、

道口查控、社区防控、有序复工“四管

齐下”的结果。 举国战“疫”中，每个人

都是战士 。 对于散布在上海全城的

400 家派出所、25000 名基层民警，他

们筑牢的具体是一条怎样的防线？

《抗疫实录 》 宛如一套抗疫的

“说明书”。 借民警视角， 一座超大型城

市在非常时期的非常保障， 得见一斑。

片子里有宏观视角， 25000 名基层民警

24 小时日夜循环 ， 各种政策 、 措施 、

手段覆盖城市各处 ； 也有微观视角 ，

比如市民最关心的返程大客流中 ， 细

致到防疫登记卡的填写 ， 都被镜头记

录。 宏观与微观结合， 一如基层民警正

在现实中做的： 无缝隙筑牢疫情防控的

铜墙铁壁。

以纪录片中重点关注的春节返程高

峰为例， 大客流入沪， 市民最关切的，

无疑是各交通关卡的防疫工作。 市民关

切 ， 便是纪录片焦点 。 拍摄者辗转虹

桥枢纽 、 上海火车站广场 、 高速路道

口等， 24 小时不关机 ， 收录了返沪大

潮里的千姿百态。 测温、 分流、 登记、

放行 、 复查……一道道工序重复无数

次 ， 这是道口防控的常规流程 。 “藏

身后备箱 ” 的荒唐女子 、 不愿佩戴口

罩的火车站滞留乘客……大大小小的

意外 ， 是疫情防控中各类典型案例的

现身说法。 而口罩诈骗、 消毒液制假 、

防护物资偷盗 、 暴力妨碍执法等案

例 ， 则是放诸任何时间都适用的普法

警钟。

谈及创作初衷， 东方卫视中心副总

监 、 《派出所的故事 》 总导演蔡征表

示， “我们有必要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

期进行记录， 记录的不仅是民警， 更是

一座城市 、 一个大时代 。 我们想借民

警的视角 ， 看上海这样一座超大型城

市在面临大型突发公共事件时的表

现 。” 越是困难之时 ， 越要众志成城 。

当电视把这些直观的故事介绍给观众，

老百姓对抗疫防疫的政策法规每多一

分了解， 基层的工作推进也许就能争取到

多一分理解 ， 人们对城市的安全感也能

增长一分。

从琐事探入， 感知精
细化人性化管理下的城市
温度

疫情防控无小事。 任何看似个人的事

情，都可能危害他人健康，波及大局。 但基

层的疫情防控又多的是琐事。许多“鸡毛蒜

皮”，可能比不上一线的惊心动魄，却能在

无形之中彰显超大型城市的管理。

有病例最新被确诊， 可其中一位

密切接触者却忽然失联了。 基层民警

的任务，不止于找到这一位失联者，还

要排查她曾参加过的一场婚宴的出席

名单。从一人到几百人的排查量，民警

们按内部系统与现场走访兵分两路，

11 小时后，一张细密的病毒接触流程

网被还原，民警说“感觉自己破了一桩

大案”。 从法国归来的旅行团里，两位

母亲先后确诊，10 岁的牛牛和叶叶因

父亲没在身边， 都不得不面对独自隔

离的境况。 派出所民警不只把两个孩

子送到指定酒店，交给社区防控，还自

掏腰包买零食买玩具， 更每天两次与

孩子连线， 化身他们孤单生活里的暖

心叔叔。当治疗中的母亲、远在湖北一

线的医生父亲以及隔离中的孩子在手

机线上“同框”，促成这场家庭聚会的

上海民警，俨然是“三人三地”家庭的

弥合剂。 用心排查，用心执勤，分内事

或“分外事”，观众了解到的都是一片

真心。

还有些事， 也许不独属于疫情防

控的范畴， 但琐事被放置在此情此景

的特定背景下，街头巷尾的日常，更有

种润物无声的力量。 一位老奶奶不戴

口罩在菜场边吵架， 一位老伯不戴口

罩想硬闯市场，看似相同的警情，真相

大白时却指向了两种民情。 老奶奶报

警称自己买菜时丢包， 原来是误会一

场，民警当众调看菜场门前监控，悉心

核实，替老人扫除了心头疑虑。老伯被

报警人指责不肯戴口罩， 民警们跟随

老人一路，发现他失智的迹象，耐心守

护，随居委会一同把老人送到了家。紧

张的疫情防控大战中， 这样的琐事实

在“小儿科”，又切实呈现着精细化、人

性化的城市温度。

疫情只在一时，而 400 家派出所、

25000 名基层民警， 却是风雨无阻守

在城市阡陌纵横的卫士。 当孩子用压

岁钱买来一袋苹果送到派出所， 当网

友们对着画面里在一线过生日的民警

打出满屏 “生日快乐”———真实纪录，

诚意传递———一部纪录片所能做的，

概莫如此。

“宅”家看电视，二月国产剧集体走高

《新世界》《决胜法庭》《下一站是幸福》《安家》《完美关系》成为荧屏陪伴，

卫视黄金档剧集纷纷收视“破二”

在这个特殊的时刻， 高效提供信息与

娱乐文化节目的电视荧屏， 再度成为百姓

的日常生活陪伴。 国家广电总局节目收视

统计数据显示， 1 月 25 日至 2 月 9 日， 全

国有线电视和 IPTV 较去年 12 月份日均收

看用户数上涨 23.5% ， 收视总时长上涨

41.7%， 其中电视剧收视时长提高 15% ，

电视机前每日户均观看时长近七小时。

“在家看电视” 引发二月国产电视剧

的 “大好行情”： 《新世界》 《决胜法庭》

《下一站是幸福》 《安家》 《完美关系》 等

一批卫视黄金档剧集， 59 城收视纷纷 “破

二 ”， 一些剧集的单日收视更是逼近 3%。

而在去年同期， “一家独大” 的 《知否知

否应是绿肥红瘦》 收视也才刚刚破二。

这些热播剧集本身充满看点： 一方面，

孙红雷、 万茜、 于和伟、 孙俪、 黄轩、 陈

数、 佟丽娅等一批 “靠谱” 面孔， 保障了

剧集基本品质， 打破代际收视壁垒； 另一

方面， 剧集透过司法、 房产、 公关、 科研

等行业描绘出社会百态， 人心人性的新鲜

视角， 也让观众眼前一亮。

极具观众缘的他们纷纷
回归，领跑荧屏口碑

演员， 通常是一部影视作品 “未播先

热” 的关键因素， 也是该剧在短时间内圈

地最大收视公约数的有效杠杆。 强势归来

的二月剧集中， 一批颇具观众缘的老面孔

用生动的表演点亮了荧屏。

前不久完结的 《新世界》 用 70 集的大

体量 ， 陪伴观众度过了一个特殊的新年 。

与剧集年代感十足的背景、 电影般考究的

镜头语言相辅相成的是群星荟萃的阵容 。

除了孙红雷、 张鲁一、 尹昉、 万茜等主演

外， 宋丹丹、 周一围、 梁天、 洪剑涛、 李

成儒等一众明星客串如同 “彩蛋” 散落在

剧情之中。 剧中孙红雷与万茜的演绎惊艳

到不少观众。 饰演 “大哥” 金海的孙红雷，

归回到当年 《潜伏》 中细腻沉稳的表演质

感， 生动展现出一个存善念有担当的个体，

在时代交替之际的纠结与决断。 “戏比人

红” 的万茜， 这一次更是通过对共产党员

田丹的诠释再度证明了自己的演技， 获得

更多观众的认可。 田丹是心理学、 逻辑学

双学位海归， 又精通枪术和格斗技巧， 万

茜用演技撑起了这位新女性的精英一面 ，

同时又挖掘出了人物内心涌动的细腻情感。

接档 《新世界》 的 《安家》， 同样凭借

演员优势， 撑起了最初的关注度。 电视剧

讲述了 “售楼奇才” 房似锦临危受命去挽

救一家业绩不断下滑的门店的故事， 透过

房产交易这扇窗口 ， 透视当代社会万象 。

剧中女主角房似锦的扮演者正是颇受观众

喜爱的演员孙俪。 这是孙俪继 《那年花开

月正圆》 后时隔三年再次担任 “大女主”，

也是她继 《甄嬛传》 《芈月传》 等古装爆

款后， 对现代题材的一次回归。 孙俪近年

在作品选择上 “重质不重量 ” 的好口碑 ，

也为 《安家》 打了一剂强心剂———作品播

出第三天 ， 便取得了收视破二的好成绩 。

剧中孙俪身着职业套装， 以一头标志性短

发亮相， 干练的气场与角色十分贴合。

一经播出， 收视便迅速破二的， 还有

电视剧 《决胜法庭》。 这是国内首部以 “庭

审为中心”， 聚焦公检法三方的电视剧。 为

百姓并不熟悉的法庭硬核知识做软着陆的，

是于和伟、 胡静、 王耀庆、 王庆祥等演员

的生动演绎。 于和伟饰演的检察官高剑是

一名专业水准过硬的职场精英， 因冷静凌

厉的作风被同仁称为 “鬼见愁” 的他， 实

则对理想与正义常怀一颗赤子之心。

聆听各行各业奋斗者的
心声，全新视角撬动鲜活体验

用温暖基调照射生活、 关怀人心的现

实主义题材作品， 总能给予观众慰藉与鼓

舞。 在二月收视 “优等生” 的行列中， 就

有不少近距离聆听各行各业奋斗者心声的

作品。

跨年爆款 《下一站是幸福》 讲述了一

位女白领在职场与情场中驰骋的故事， 并

融入了当下颇受欢迎的宠爱剧元素， 剧中

真正打动观众的还要数剧集对当代都市女

性生活状态的细腻描摹。 在剧中那个三十

出头、 有一定社会阅历与积累， 却始终乐

于尝试新鲜事物， 在体验中不断自我成长

的女主角 “贺繁星” 身上， 观众可以看到

现代女性对 “生命时刻表 ” 的崭新认知 ，

以及对人生的自省与自信。

由佟丽娅、 黄轩、 陈数等出演的电视

剧 《完美关系》 二月中旬一经播出， 就登

上了同时段收视冠军的宝座。 电视剧对准

了国产影视作品鲜少涉及的公关行业， 将

主人公的个人成长与行业发展融合并述 。

在业内人士看来， 《完美关系》 如何用生

动具体的案例 ， 展现出公关行业内部的

机巧 ， 触及行业不为人知的伦理内核 ，

这本身就是国产行业剧的一次自我 “危机

公关”。

青年一代励志昂扬的奋斗故事， 也是

近期荧屏颇受欢迎的内容。 央视大剧 《奋

进的旋律 》 讲述了一群新时代科技人才 ，

在老一辈企业家以及政府的扶持下攻克万

难进行研发的故事。 刚刚开播的 《我在北

京等你 》 则从一批海归学子的视角展开 ，

展现青年一代的初心与奋斗。 这些剧集中

的当代追梦者并非完人， 在生活与事业上

也总会遭遇各种困难， 也正因如此， 那份

披荆斩棘的坚守与追求更显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