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姜 方

■本报记者 卫 中

演员说
■ 黄轩：十年前，我在《建党伟业》

里饰演年龄最小的中共一大代表刘
仁静。 那时候还比较青涩，这次导演
给我的角色相对复杂。 我很想把这个
人物的理想主义和他想建立新政权
的迫切演出来，希望能感染到观众。

■ 倪妮： 我饰演的角色年轻有朝
气，她对一大召开和中国共产党的创
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她有许多当代
独立女性的形象特征，比如独立自主
的思想 ，勇敢追爱 ，有责任 、有担当 ，

生活工作都能兼顾得很好，是个非常
有魅力的女性。

■ 王仁君： 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
祥地 ， 这次能够出演 “上海出品 ”

《1921》，再现百年前这座城市发生的
伟大事件，对我而言非常荣幸。 我的
角色年轻、热血、富有朝气，他同现在
千千万万从小城镇来到大城市生活
的年轻人一样，敢追梦、勇探寻。

■ 刘昊然： 参加中共一大的那些
年轻人和我年纪相仿 ， 甚至比我更
小。 他们聚集在一起，把自己的力量
奉献给中国。 作为年轻演员，能参加
这样的电影 ， 对我的成长有很大帮
助，也希望能把我的青春力量奉献给
这部电影。

荨均《1921》概念海报。

■本报首席记者 王 彦

年轻人为何喜欢扎堆在B站看老剧？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拍摄的四大名著电视剧近日在网站再度受到热捧———

B 站 （哔哩哔哩的简称） 近日上架

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拍摄的四大名著电

视剧， 受到用户的热捧， 其中 1994 年版

《三国演义》 迄今为止的播放量已经超过

1700 万 。 B 站的年轻观众为何会打破

“代沟”， 追捧起比自己年龄还大的经典

电视剧？ 这种有趣的文化现象引起了一

些学者的关注。 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孙

佳山认为： “年轻人通过弹幕的形式对

四大名著电视剧进行重新解读， 这让经

典作品有了跨越时代的力量， 同时也反

过来提醒创作者和研究者， 要关注和研

究弹幕这种年轻人的网络语言。”

超过58万的追剧人数
和82万条弹幕， 说明年轻
观众拥抱经典的热情

“我从未见过 ， 如此厚颜无耻之

人” ———这句 1994 年版 《三国演义》 中

的台词成为许多 B 站用户相互识别身份

的一个暗号。电视剧中诸葛亮阵前骂死王

朗的这段素材，多年来被 UP 主们加工成

饶舌 battle、 变调等多种形式的作品重新

演绎，为无数 B 站用户带去了欢乐时光。

因此，当 1994 年版《三国演义》上架后，大

量 B 站用户直接“空降”到第 69 集 35 分

50 秒处“打卡”，屏幕画面被“我的青春又

回来了”等弹幕覆盖得严严实实。

不过 ， 与超过 1700 万的播放量相

比， 还有两个数字更值得关注： 超过 58

万的追剧人数和超过 82 万条的弹幕数

量———这说明 B 站观众并非打完卡就

走， 而是认认真真地留下来追看并讨论

剧情 。 而同时上架的 1986 年版 《西游

记》、 1987 年版 《红楼梦》 和 1998 年版

《水浒》， 累计播放量也超过 2000 万。 B

站观众对经典名著电视剧的热情并非个

别电视剧的单独现象。

据 B 站董事长兼 CEO 陈睿透露， B

站的平均用户年龄在 21 岁左右。 是什么

原因让年轻人扎堆在 B 站上看比自己年

龄还大的经典电视剧呢？ 一方面的确有

情怀因素， 与童年相关的记忆引起了他

们的共鸣， 弹幕中经常出现类似 “童年

的回忆” “经典之作” 之类的文字， 多

少有一种 “考古 ” 的心态 ； 另一方面 ，

这些经典作品本身的质量过硬， 因此成

为 B 站 UP 主们大量二次加工的创作素

材， 除了背景故事解说、 配乐欣赏、 历

史文化追溯等内容， 更有大量 B 站上流

行的鬼畜视频和 “名场面”。

研究互联网文化的北大中文系博士

李强认为：“B 站上这种经典影视剧的二

次创作或者说再加工如此流行，反映了年

轻人强烈的参与意识，就是‘我要参与，我

要制作，我要表达’。 ”事实上，B 站用户在

经历了大量鬼畜视频的洗礼后，也对原作

有了很强的讨论表达欲望。

用源自游戏、 二次元、

社交媒体等新词解读，让经
典呈现全新活力

拍摄于三十多年前的经典电视剧 ，

曾经是父母甚至爷爷奶奶的最爱， 但 B

站上的年轻人用弹幕重新解读了它们 。

正如孙佳山所说： “经典名著的电视剧

具有开放性的特点， 不同年代的人们虽

然共享了同一个版本， 但是进入的方式

和思考角度是不一样的。”

在 B 站看影视作品， 如果关掉弹幕

的话也许会失去一半乐趣。 比如，当张飞

擂鼓助阵的时候，弹幕飘过“太鼓达人上

线 ”。 关羽得知刘备消息后向曹操辞行

时，弹幕飘过“关羽是曹操永远得不到的

SSR”； 另一条弹幕则用关羽的口气说 ：

“虽然你给我又买皮肤又买坐骑，但我还

是喜欢刘备。 ”《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出场

时，弹幕上飘过“林怼怼要营业了”；而当

她酸溜溜地 “内涵 ”贾宝玉时 ，弹幕点评

“情侣过招，招招致命”。

“太鼓达人” 是一款热门电子游戏，

“SSR” 是卡牌类游戏里非常稀有的卡牌

分类， 而 “林怼怼” 是指黛玉十分率性、

说话直来直去……这些网络用语和其中

的 “梗 ”， 是 B 站用户眼中识别彼此身

份的暗号。 与早期鬼畜视频相比， 如今

的弹幕文字更多的是用青年人自己的语

言符号来解读名著， 并形成了基于社群

范围内的交流和思考。 有专家认为： 正

是因为这种能够经过不同代际、 不同年

龄、 不同文化背景的多样阐释， 才让经

典影视作品具有跨越时代的生命力。

破译“秘密语言”，影视
创作者建立起与青少年审
美心理之间的联系

用游戏、 二次元等概念对经典名著

剧情和人物的有趣点评， 引发集体共鸣

甚至狂欢， 为更多网生代观众打开了通

向经典作品的新鲜入口。 “网生代” 观

众通过弹幕文化 “聚” 在一起观剧， 在

为弹幕上各种灵光一闪的神评论 “哈哈

哈哈” 之余， 也对经典本身产生了更多

兴趣和思考。

仅以电视剧 《三国演义》 的影评区

为例， 目前已有评论 3000 多条， 其中不

乏数千字的深度分析。 比如一篇关于诸

葛亮人物综述的文章洋洋洒洒超过 1.2

万字， 采用了论文的书写格式， 文末附

有六篇正规学术论文作为参考文献。 文

章从人物生平、 杂谈、 相关诗词等多个

角度对诸葛亮进行全面梳理。 也有文章

从古诗词分析角度对 《三国演义》 片头

曲和片尾曲进行解读。 还有文章中介绍

《三国演义》 1994 年电视剧版在走向海

外过程中的一些 “冷知识”， 如剧中人物

形象被大量日本游戏模仿， 风靡欧美的

万智牌游戏中有刘备、 曹操、 孙权、 袁

绍等人物卡牌等。

弹幕吸引观众， 让观众形成兴趣爱

好后又产生更深度学习的渴求， 这种正

向激励的现象也正在引起更多学者和创

作者的关注。 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

张献民指出， 弹幕与视频之间、 弹幕词

条相互之间的关系具有很高的可分析性，

并且 “诚实、 透明地反映某类人群的集

体心理”。 事实上， 近年来不少影视剧创

作者也越来越关注弹幕文化， 通过研究

弹幕来寻找并掌握年轻人的 “秘密语言”

和 “心灵密码”， 渴望以此建立起与青少

年审美心理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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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格局再现建党风云，

《1921》有望更新主旋律大片语态

首次将中共一大的召开放在共产国际的大环境下讲述，以上海的全球影视创制资源服务拍摄

“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工作起到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 中

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展厅内， 黄轩、 王

仁君、 刘昊然三名演员听得入神。 电

影 《1921》 的开机活动后， 他们主动

留下来 “加课”， 在 “星火初燃： 共

产党早期组织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文

物史料展” 中深入探寻一个伟大政党

从孕育到诞生的历史逻辑。 未来一段

日子， 他们将把这些史料内化于心，

投射到角色的塑造中。

昨天宣布开机的电影 《1921》 被

视为 “献礼建党百年 ‘第一片’”。 这

部 “上海出品” 讲述了第一批共产党

人在风雨如磐的岁月里担起救亡图存

重任， 令中国革命焕然一新的故事。

题材之非凡不言而喻 ， 同样 “非一

般” 的还有作品的叙事格局。 正如几

位演员 “加课” 时所关注到的， 中共

一大召开前后， 彼时的国际风云变幻

与中国命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将建党故事放置在共产国际的大

环境下讲述， 这在中国电影的创作年

表里还是头一回。 加之上海以其全球

影视创制的资源服务于拍摄 ， 站在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

点 ， 《1921》 从一开始就被寄予厚

望———以全球化视野、 国际化创制方

式， 更新主旋律大片的语态。

打开纵横开阖的视
野， 为建党的大银幕叙
事添加丰满细节

黄建新是 《1921》 的监制兼导

演 。 他的履历表上 ， 《建国大业 》

《建党伟业》 《建军大业》 三部曲分

外厚重。 时隔十年， 再次拍摄建党的

故事， 他说自己有着更新、 更为深刻

的认知。

对比前作， 《1921》 显见的差异

在于中心故事高度聚焦 。 《建党伟

业》 的叙事线从 1911 年辛亥革命爆

发开始直到中共一大召开， 《1921》

则紧紧围绕 1921 年 13 位年轻人在上

海开天辟地的创举展开 。 黄建新感

慨， 一方面 “通过几年筹备， 我们越来

越感受到第一批共产党员在年轻时的家

国担当、 理想信念， 也越来越接近他们

当年创建中国共产党时的人格力量 ”；

另一方面， 新片的叙事时间看似浓缩，

但剧本打开了纵横开阖的视野， 为那段

风雷激荡的历史补充了全球化视野下的

丰满细节。

《1921》 的选题规划始于 2016 年。

在四年多的剧本创作过程中， 以余曦、

赵宁宇、 黄欣为代表的电影策划编剧团

队走访了日本、 欧洲多国的早期革命发

源地。 周恩来和邓小平在法国巴黎建立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小旅馆、 花神咖

啡馆， 中国共产党旅日代表在东京和鹿

儿岛的革命活动场所等， 都是编剧团队

寻找历史痕迹的点位。 而在欧洲和日本

的档案馆中， 主创们还查找到许多珍贵

的党史资料， 这些鲜为人知的细节都将

在影片中有所呈现。

打开全球视野， 在主创看来， 这契

合历史的真实 。 无论是陈望道翻译的

《共产党宣言》、 考茨基著 《阶级争斗》、

柯卡普著 《社会主义史》 这三本书曾深

刻影响了毛泽东， 建立起他对于马克思

主义的信仰； 还是共产国际在 1919 年

正式成立后， 陆续派遣维金斯基等推动

中国共产党创建工作———历史有记忆，

中国共产党的孕育到诞生与国际风云休

戚相关。

一部有了全球视野的建党题材电影

会是怎样的？ 片方介绍， 《1921》 里有

三条线索： 欧洲反共势力对国际代表马

林和尼克尔斯基的监视， 日本警方对来

沪日本共产党的追踪， 国内来自五湖四

海、 背景迥异的代表汇聚上海参与中国

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三条线

平行叙事， 交叉结构， 这样会提升故事

的丰富性， 有望将一段中国人民耳熟能

详的往事讲出商业大片的全新节奏。

用国际化的电影语言
展开创作，打造年轻语态的
革命故事

腾讯集团副总裁兼腾讯影业首席执行

官 、 阅文集团首席执行官程武打了个比

方， “电影有时候就像一台时光机， 是人

们了解历史的重要窗口。 世界历史上有许

多重要的时刻， 都因为电影而获得更多关

注”。 他希望， 《1921》 能用电影的语言

彰显出跨越时空的永恒价值和强大生命

力， 去更好地展现中国共产党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

心 ， 让大众尤其是年轻一代为之鼓

舞。 他说： “这正是我们打造这部作

品的初心。”

打造一部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作

品， 片方搭建了一支具有国际水准的

班底。 联合导演是上海电影家协会副

主席郑大圣， 身为上海籍导演， 他对

于中共一大会址、 对在上海发生的这

段历史有更深的感触。 “在做剧本过

程中， 通过查阅大量史料， 我们越发

鲜明感受到， 那 13 个青年所代表的

一批知识分子， 真的可以称得上 ‘士

不可以不弘毅’， 他们挺身而出， 自

觉觉人 ， 这是中国读书人真正的底

色， 在今时今日尤其值得我们去体会

和学习。” 为影片掌镜的是著名摄影

指导曹郁 。 以挑戏著称的他 ， 将为

《1921》 注入更为国际化的镜头语言，

诸如精细的打光方式和创新的摄影手

法等， 力求把主旋律大片拍出动感和

更新的语态。

更为直观的年轻语态来自演员。

1921 年，13 位中共一大代表的平均年

龄只有 28 岁，正是风华正茂、青春无

畏的年纪。现在，诠释革命先驱的重任

被交付到了同样年轻的演员手中。 黄

轩、倪妮、王仁君、刘昊然等 50 余位中

国演员将加盟该片 ，80 后 、90 后 、00

后皆有， 可以说汇聚了国内优秀青年

演员的半壁江山。 为更好地再现先辈

们的年少有为， 片方为每个角色准备

了一份书单， 包括人物传记和上海历

史等读物共计 80 余本。 演员们表示，

开机前自己一直在努力做功课。 疫情

期间，剧组也始终保持线上沟通，一步

步探入波澜壮阔的历史。

立足上海———这座中国电影的发

源地、 也是正在打造全球影视创制中

心的城市， 片方还通过 CAA 等专业

的国际经纪公司， 在世界范围内遴选

演员， 包括多名一流的美国和日本演

员将加盟影片。 黄建新说， 一部具有

时代价值的献礼片， 也应是一部能让

观众感受一流视听、 感慨精彩好看的

作品， “我们有信心， 拍出一部有新

意的主旋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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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上海夏季音乐节（MISA）“如约”而至。 7月20

日至7月29日，十天内，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及上海城

市草坪音乐广场将上演17台演出。截至昨天，其中的16

台演出的门票均已售罄。

据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周平介绍，本届MISA从多个

角度体现了跨界和创新：演出内容上，多支国内一流乐

团加盟， 不同风格的跨界音乐人和团体将携佳作来到

上海。 演出形式上，尝试原班人马一晚连演两场，满足

都市年轻人快节奏的生活方式。 互动方式上，携手B站

联合出品直播音乐会，更推出多个线上艺术教育项目，

打造古典音乐跨屏互动新玩法。 ”

汇聚各路音乐人和乐团将跨界进行到底

今年MISA节目一如既往地主打多元风格，曲风涵

盖古典、流行、爵士、新民乐等类型。 7月20日在上海交

响乐团音乐厅举行的开幕音乐会上， 余隆执棒的上海

交响乐团将联手实力唱将龚琳娜， 展开一场交响乐与

新民乐的同台对话。西贝柳斯的《图翁内拉的天鹅》《忧

郁圆舞曲》、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等西方经典，将和

老锣充满中国文化底蕴的《静夜思》《山鬼》碰撞交流，

展现MISA“音乐无界”的理念。

今年是贝多芬诞辰250周年，低男中音歌唱家沈洋

选择用一套在国内鲜有人问津的贝多芬民歌改编作

品，致敬乐圣。流行歌手李泉将携手广州交响乐团弦乐

乐手，上演他的代表作和最新作品。 而在MISA户外场

地———上海城市草坪音乐广场上，彩虹室内合唱团、龚

琳娜、霍尊、宋思衡、许飞宇、张雄关、洋葱头乐队等艺

术家或团体将把MISA的跨界进行到底。

本届MISA除了汇聚不同专长的音乐人，也集合了

中国五湖四海的乐团。来自武汉的湖北省歌剧舞剧院、

广州交响乐团、昆明聂耳交响乐团、兰州音乐厅合唱团

等团体将齐聚MISA，展示中国交响乐团的活力。

连续多年驻节MISA的纽约爱乐乐团今年虽然无

法来沪， 但乐团中的50位乐手将与上海乐队学院全体

学生组成“线上交响乐团”，以云端视频合奏的形式演

奏柴可夫斯基《b小调第六交响曲“悲怆”》。

携手B站联合出品17场直播音乐会

今年MISA又一大亮点，是牵手B站，联合出品17场

直播音乐会，突破目前剧场30%上座率的限制，将优质

音乐内容传播给更多年轻人。

本届MISA艺术教育板块将全新推出 “寻找莫扎

特”和“我要lalala”。 其中，“寻找莫扎特”是上海交响乐

团出品的原创互动类音乐创作线上课程，玻璃瓶、话梅筒、尖叫鸡都是课

程中的教具。 该课程将于7月18日正式上线，参与者可在学习课程后提交

音乐作品，获选者有机会与国内外音乐家、乐团合作演出自己的作品。

“我要lalala”则在年轻人聚集的B站发起全民音乐投稿征集项目。 活

动以中国民歌《茉莉花》为模板，全球音乐爱好者可以通过乐器、歌声，甚

至生活中随手可得的物件，在歌曲留白段落加入自己的音乐再创作。

今年MISA有四台演出将以原班人马在同一晚的七点和九点各演一

场，在上座率有限的情况下惠及更多乐迷。而在同一晚两场音乐会的演出

间隙，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将化身直播间售卖文创产品。 此外，逛音乐集

市、打卡装置艺术、走进MISA放映厅也成为今年节日的新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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