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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姜方） 坐落在茂

名南路 57 号的兰心大戏院日前开启

修缮前期保护工作， 预计将于一年后

华丽归来。 修缮效果图前天刷屏朋友

圈———远处高楼耸立是现代化的上

海， 而兰心优雅的海派风格和城市摩

登风情相得益彰。 未来在上海夜色映

衬下， 这座历史悠久的剧场将焕发新

生。

最早的兰心大戏院为木结构 ，

1866 年创建于诺门路圆 明 园 路 ，

1871 年毁于火灾 ， 1874 年重建 。

1930 年迁建现址 ， 为三层钢筋水泥

结构 ， 其间几度更名 ， 1991 年恢复

兰心大戏院原名。 “演艺大世界” 区

域内的兰心大戏院， 与锦江饭店 （原

华懋公寓 、 峻岭公寓 ） 、 法国总会

（现仅存一部分） 和国泰电影院等相

毗邻， 是上海驰名中外的建筑和文化

地标。 剧场内部仿欧洲歌剧院式样，

观众厅内圆拱形的吊顶充满欧洲宫廷

风格。 近 700 个座椅交错排列， 总体

呈弧形向舞台中央聚拢， 与整体风格

非常协调。

作为上海开埠至今历史最久的剧

场之一， 兰心大戏院见证不少中国具

有重要意义的文化往事。 剧场最初以

上演话剧为主， 进入 20 世纪后逐渐

发展成为歌剧、 交响乐、 戏剧、 芭蕾

及中国民族音乐的演出场所， 是上海

具有典型意义的融汇东西方文化的演

艺空间之一 。 1945 年梅兰芳抗战辍

演八年， 首次复出即在这里演出昆曲

《刺虎》 等剧目。 2010 年 1 月， 伦敦

西区上演了近 60 年的话剧 《捕鼠

器》， 头一次走出英国也是选在兰心

大戏院。 《捕鼠器》 制作人斯蒂芬·

韦利－科恩爵士曾感慨： “兰心大戏

院与伦敦圣马丁剧院相仿， 两家剧院

连舞台尺寸也相契合， 让我们感到格

外亲切。”

剧场方面透露， 这次修缮既要匹

配现代化剧场设施标准， 又不能失去

历史建筑韵味， 因此眼下正在进行细

致的修缮前期保护工作 。 不久的将

来， 兰心大戏院将以崭新面貌为上海

和各地观众带来更优质服务和观演

体验。

青春叙事再度助力流量价值正向传播
谍战剧《秋蝉》开播以来，收视一直位于同时段前列

谍战剧一直是中国荧屏最受观众喜爱的

剧集类型之一。近日，由青年演员任嘉伦领衔

主演的谍战剧《秋蝉》在浙江、江苏两大卫视

平台播出。 剧集开播首日，便收视破一，开播

以来，收视更是一直位于同时段前列。

《秋蝉》 围绕代号为 “秋蝉”的青年共

产党员展开 ， 讲述了其在香港被日军侵占

时期潜伏于日军机要单位 ， 执行秘密任务

的故事。

与 《伪装者》 《麻雀》 《解密》 等近年

兴起的一批热播谍战剧一样， 《秋蝉》 用偶

像剧风格的青春叙事开启这段红色故事， 高

人气青年演员与热血浪漫的情节相得益彰。

虽然情节中瑕疵在所难免， 却因符合时代审

美而赢得了青年人的关注与热议， 并引发了

网络传播二次话题。 这也让五四青年节当晚

开播的 《秋蝉》， 像极了一份生动的青春寄

语———所有伟大都曾经历年少青春， 无论时

代如何变化， 唯信仰不可辜负。

用高颜值 、快节奏 、新拍
法，打开谍战故事

电视剧 《秋蝉》 延续了前作 《麻雀》 的

幕后阵容， 同样以青春群像开启谍战故事。

剧中， 几位重要青年角色各有性格， 青年人

间的互动让英雄叙事不再孤独， 也给予电视

剧更多情感演绎空间。

“秋蝉” 叶冲自小在日本长大， 却有一

颗爱国心， 在矛盾与孤独中度过童年的他，

最终在革命领路人 “檀香” 的引导下， 坚定

了自己的革命信仰， 开启了危机四伏却心有

所依的人生旅途； “海归” 池诚表面是风光

无限的财团阔少， 实则忧国忧民热血坚毅，

与叶冲从敌对到同归， 成为叶冲执行任务的

重要助力； 女大学生何樱， 外表柔弱内心坚

强， 因为哥哥的死亡而卷入乱局的她， 在与

叶冲的相处中收获了信仰与情感； 巾帼不让

须眉的江湖儿女靳香， 在国仇家恨中一路成

长， 与池诚是爱侣也是战友。

除了青年演员撑起的高颜值外， 快节奏

亦是 《秋蝉 》 吸引观众快速 “入局 ” 的法

宝。 仅仅在电视剧的前两集中， 就有四位重

要的角色接连为革命事业献出生命， 高潮迭

起， 让观众唏嘘。 张涵予与何中华饰演的革

命领路人 “檀香” 与 “老何” 的牺牲， 尤为

悲壮感人。 两位已被盯梢的老共产党员， 冒

着暴露的危险， 给青年接班人传递任务， 最

终又都为了掩护革命的年轻火种， 毅然决然

牺牲了自己 。 不过 ， 牺牲并不意味着 “杀

青 ”， 在青年一代不时出现的回忆闪现中 ，

老一辈的身影还将继续出现， 用倒叙、 插叙

补完主人公的成长弧线。

面对阅片量极大的当下观众 ， “怎么

拍” 与 “拍什么” 几乎同等重要。 《秋蝉》

中就有一些新颖细腻的镜头语言， 引发青年

观众热议。 不少网友发现， 叶冲初登场的几

个长镜头， 都有细腻的光影变化： 或一路背

光而行， 脸部明明灭灭； 或置身于黑暗中，

被一道光打亮局部。 光影如语， 衬托出唯美

神秘的氛围， 也暗示了角色复杂的身份。 剧

中引发热议的， 还有一组颇具新意的 “脑内

剧场” 镜头。 角色在推理事件时， 复盘了当

时的场景， 而自己则身处其间， 捕捉微表情

等细节。

“偶像化”正剧，正在释放
流量的正向价值

蝉是高洁的象征。 主创介绍， 剧名 “秋

蝉” 是主人公的代号， 更象征了一代代默默

无闻的地下工作者。 这些坚定的无名英雄，

在危急时刻为家国与信仰， 潜于无声之中，

前赴后继， 奉献着自己的人生。 正如剧中领

路人 “檀香” 对后辈 “秋蝉” 的感人寄语：

“生死人生之大事 ， 但眼下民族存亡之际 ，

我辈只能以肉身抵挡” ———戏里， 是两代人

革命信仰的坚定传承； 戏外， 则是中生代演

技派与青年演员的相互激发。

《秋蝉》 主演任嘉伦 1989 年生人， 凭

借在 《青云志》《白蛇传说》《锦衣之下》等一

批古装偶像剧中的演绎 ， 赢得了不少青年

观众的喜爱 。 而从 《秋蝉 》 的弹幕评论中

不难发现 ， 很多观众正是冲着年轻演员而

来的。

《秋蝉 》 并非个例 。 区别于 《黎明之

前》 《潜伏》 《悬崖》 《风筝》 等一批传统

谍战经典， 由 “流量担当” 的高人气青年演

员挑大梁， 展现热血青春谍战剧， 不拒绝偶

像派明星的加入。 《伪装者》 以一个成分复

杂的大家庭为样本， 讲述了抗战时期各方势

力间的角力。 彼时， 正处于转型期的胡歌，

将主人公明台的意气风发与心灵成长， 展现

得分外动人； 电视剧 《麻雀》 展现了青年主

人公从怯懦怀疑到坚定信仰的蜕变之旅。 李

易峰、 周冬雨、 阚清子、 张若昀、 尹正等青

年演员发酵出诸多网络话题。

在文化学者看来 ， 青春谍战题材的走

红， 其实是市场走向与青年演员自我成长的

双向选择。 一方面， 高人气青年演员， 在网

生代中更具市场号召力， 能够让红色叙事走

入更多青少年的视野； 另一方面， 这些打破

偶像剧与正剧壁垒的剧集， 也为青年演员提

供了一个相对舒适的转型缓冲地带。

不过， 青春路线谍战剧也要注意 “偶像

化” 的尺度把握。 因为过分强调小情小爱，

或者为了突出主人公的人物魅力， 而弱化奋

斗的艰苦与不易 ， 甚至是罔顾现实常理的

“悬浮感”， 常常成为这类剧集的争议点， 也

是这些作品迈向经典行列的绊脚石 。 要知

道 ， 将观众吸引到屏幕前的或许是青年演

员， 但真正打动观众、 引发好评的永远是那

份为信仰而战的革命精神———唯有严谨、 真

实的表达， 才可释放流量的正向价值。

迪士尼方确认
《花木兰》7月24日北美上映

本报讯 （记者王筱丽） 迪士尼新任首席执行官鲍勃·

查贝克日前在就任后的首个个人电视采访中表示， 备受关

注的电影 《花木兰》 将遵守撤档后重新定下的档期， 按计

划于 7 月 24 日在北美及全球多地上映。

查贝克对于影片能按时在世界各地影院上映持乐观态

度， 他相信观众对院线电影有很大的积压需求： “我认为

对这部特定的电影来说， 这是个很好的档期。” 而面对美

国影院对观众人数限制的规定， 他则表示将与合作院线共

同处理这一问题。

真人版 《花木兰》 由妮基·卡罗执导， 刘亦菲、 甄子

丹、 安佑森、 巩俐、 唐莎娜、 李连杰、 郑佩佩等人主演，

电影讲述花木兰女扮男装、 代父从军、 屡获战功的故事。

据悉， 《花木兰》 投资高达两亿美元， 是迪士尼迄今为止

投资最大的动画改编电影。 “忠、 勇、 真”， 妮基·卡罗在

片中削弱了主角的爱情故事， 而是将更多镜头贡献给武戏

和战争场面， 力图传递出花木兰所代表的独立女性精神。

今年三月， 《花木兰》 在洛杉矶举行了盛大的全球首

映礼， 导演妮基·卡罗携一众演员亮相红毯。 此后受到疫

情影响， 片方相继取消了在伦敦的首映礼及多地的宣传

活动。

“唧唧复唧唧 ， 木兰当户织 。” 一首北朝乐府民歌

《木兰辞》 让姓氏、 籍贯等无确切史书记载的花木兰被大

众熟知， “花木兰代父从军” 的故事也被改编成多种文艺

作品。

1998 年， 迪士尼将 “花木兰” 的故事以动画电影的

形式搬上大银幕， 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不俗票房及影响力，

“花木兰” 形象也风靡全球。 影片不仅拿下第 26 届安妮奖

杰出动画电影导演、 动画电影编剧、 动画效果等多个大

奖， 还获得了第 71 届奥斯卡奖最佳配乐及第 56 届美国金

球奖最佳原创歌曲等多个提名。

海外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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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亦菲、 甄子丹等人主演的电影 《花木兰》 剧照。

兰心大戏院修缮后效果图。 （兰心大戏院供图）

热播剧引发“褪黑素”与“咖啡因”之争
当“倍速观看”成为常态，电视剧究竟是慢的有营养，还是快的套路爽

从 12 集的短剧到 70 集的长篇， 从现实

题材到古装传奇， 近期多部优质国产剧在荧

屏竞相 “绽放”， 姹紫嫣红， 美不胜收， 恰

似这春色满园的好时节。

“神仙剧 ” 扎堆热播 ， 热议也随之而

来。 其中， 影视剧创作篇幅长短之争、 快慢

之辩， 尤为集中。 如， 70 集古装剧 《清平

乐 》 口碑就呈现两极分化 ： 拥趸们认为它

浸透了 “大宋味道”， 值得细细品咂； 也有

些观众觉得该剧节奏拖沓， 让人昏昏欲睡，

堪比 “人间褪黑素”。 与此同时， 《我是余

欢水 》 《龙岭迷窟 》 等更像 “醒脑咖啡 ”

“深夜可乐 ”， 情节环环相扣 ， 高潮连绵不

断 ，让人欲罢不能 。 无论是慢的有营养，还

是快的套路爽，本来各有妙处， 电视剧如何

找寻最适合自身的叙事风格和节奏 ， 则考

量着创作者对影视剧品质的坚守 、 对艺术

的追求。

良心剧为什么成了
“褪黑素”？ 《清平乐》只唱
了半台好戏

由王凯、 江疏影等实力派演员主演， 导

演张开宙曾执导过豆瓣高分剧 《知否知否应

是绿肥红瘦》， 服化道堪称美轮美奂， 这部

怎么看都该是 “王者” 的 《清平乐》 在湖南

卫视黄金档播出后， 收视率却高开低走， 口

碑也呈现两极分化。 有观众点评说， 这部节

奏平缓的 70 集 “漫漫长剧”， 堪比 “人间褪

黑素”， “助眠有奇效”。

是 《清平乐》 “曲高和寡”， 还是 “这

届观众不行”？ 表面上看， 这是观众口味差

异之争， 其实也反映出了当下古装剧创作上

的一些问题。 近年来， 宫斗剧层出不穷， 几

乎占据了古装电视剧的半壁江山 。 宫斗剧

通过戏说 、 穿越 、 架空等方式 ， 巧妙规避

了历史剧的创作难点———艺术加工与历史真

实之间的矛盾冲突， 转而对后宫文化中 “升

级打怪” 的斗争哲学津津乐道， 立意和格局

也因此变得狭隘而偏颇 。 《清平乐 》 改编

自网络小说 《孤城闭》， 原著讲述了宋仁宗

之女福康公主和内侍梁怀吉的宫闱秘史， 但

电视剧却定位成历史正剧， “舍易求难” 勇

气可嘉。

为了还原出一个复杂而真实的宋仁宗，

创作者可谓煞费苦心。 故事发端于宋仁宗的

身世谜团， 《清平乐》 并没有在 “狸猫换太

子 ” 的民间故事上多做展开 ， 而是据 《宋

史·李宸妃传》 进行了详尽且符合史实的复

原， 更通过晏殊劝诫帝王的言辞， 将北宋崇

尚的孝道仁义、 君臣之礼、 儒者风范娓娓道

来。 扎实严谨、 尊重史实的叙事风格贯穿了

电视剧的前半程， 也渗透到服装道具、 台词

动作等每一个细节。 一幅北宋皇家生活的图

卷徐徐展开， 观众不仅能从 “劄子” “监门

式” 和各种繁琐的官制官名中初窥北宋朝堂

的政治生态， 也可以在蜜饯李子雪花膏、 吐

蕃猪肉、 鱼蓉粟米羹等御膳菜名里探究宋人

衣食住行的习俗。

可惜， 《清平乐》 只唱了半台好戏， 当

张贵妃和贾教习 “上线” 后， 该剧将重心转

回后宫秘史的套路， “宋夏战争” “重熙增

币” “庆历新政” 等历史事件则成了宫斗的

“背景板”。 儿女情长显然托不起历史正剧应

有的宏大画卷， 过度沉迷 “考据” 又冲淡了

戏剧冲突。 随着剧情缓慢、 人物扁平化、 支

线喧宾夺主等 “硬伤” 相继显现， 口碑和收

视率同步下滑也就不足为怪了。

“短而爽” 根本在于
“精”，短剧并不等同于“全
程高能”的段子集锦

如果说 《清平乐》 是一壶需要细品的清

茶， 那么热播剧 《我是余欢水》 就像一杯浓

缩咖啡， 口感强烈， 刺激着味蕾。

按理说 ， 男性中年危机的故事并不新

鲜， “同题作答” 的 《如果岁月可回头》 就

沦为了 “注水剧”。 相比之下， 《我是余欢

水》 通过化繁为简、 高度浓缩的叙事手段，

以婚姻、 友情、 事业、 健康危机为着力点，

勾勒出社会底层小人物的艰难境遇， 使观众

产生了 “人人都是余欢水” 的广泛共鸣。 该

剧短短 12 集， 剧情却反转再反转， 用命运

逆袭制造出网文式的 “爽感”， 使观众沉浸

在跌宕起伏的故事世界里， 欲罢不能。

毋庸置疑，“短而爽” 的叙事风格正带动

影视剧创作的一股风潮 ，《不完美的她 》（22

集）、《我是余欢水》（12 集）、《龙岭迷窟》（18

集）等近期轮番热播，即便普通观众也察觉到

了“短剧时代”的到来。 一些视频网站频频试

水单集时长 3 至 10 分钟的“超短剧”，碎片化

娱乐的理念推动着影视剧创作走向另一极。

短剧站上“风口”的同时，创作者更应该清醒

地认识到，短剧的根本在于“精”，在于凝练镜

头语言，强化戏剧冲突，凸显角色性格，传递

时代的声音 。 如果影视剧为追求形式上的

“短”，迷失在“全程高能”段子集锦里，削弱了

思想性和艺术性， 剥离了正确的文化价值判

断，便是舍本求末了。

其实， 影视剧节奏的快慢、 篇幅的长短

并没有一定之规。 上世纪 20 年代， 法国先

锋派对电影节奏的追求达到了狂热地步， 电

影理论家莱翁·慕西纳克认定， 电影成败的

关键 “是节奏 ， 不然就是死亡 ”。 倏然间 ，

百年已过， 影视艺术语言不断发展演变， 早

已超脱当初 “诗电影 ” 的藩篱 ， 但 “不完

美， 毋宁死” 的精神仍激励着后来者不懈地

攀登艺术巅峰。 曾经拿下艾美奖大满贯的美

剧 《24 小时》 节奏紧凑、 环环相扣， 快得

惊心动魄； 岩井俊二则用舒缓的叙事节奏、

淡化的故事情节、 唯美诗意的画面创造出独

具特色的散文电影。 无论成熟的影视工业化

套路， 还是隽永诗化的美学风格， 做到极致

已经足够好。 说到底， 影视剧创作者当秉持

艺术为上的匠心 ， 不盲目求快 ， 不注水为

慢， 静心思索怎样开拓思路、 打磨剧本， 使

长剧有营养， 短剧有深度， 这才是作品叫好

又叫座的根本所在。

《秋蝉》 以青春群像开启谍战故事。 图为该剧海报。

《我是余欢水》 海报。《清平乐》 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