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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许旸） “国

家的科学伟业和科学家们的事

迹与精神， 一直是激励我不断

创作的重要力量源泉， 科学和

科学家本身也提供了书写中国

故事的丰富感人素材。 科学精

神从来就是文学光芒的 ‘储电

池’， 更是人民城市最坚实的基

石 。” 可利霉素发明者王以光

事迹报告文学座谈会昨天在上

海松江区举行， 著名作家、 中

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新近

完成并发表纪实新作 《六十年

的准备只为了今天》 《那束光

芒拯救黑暗中的生命》， 将文学

聚光灯投向 84 岁科学家王以光

教授。

在何建明看来， 中国文学

十分需要科学力量的支持和滋

润， 从事纪实文学创作 40 年，

塑造数学家陈景润的名篇 《哥

德巴赫猜想》 对他影响尤其深

远。 “有了科学和科学家， 文

学和文字就会变得丰富多彩 ，

变得神奇而有力， 科学家们的

爱国精神、 勤业精神、 探索精

神 ， 同样为文学创作带来启

发。” 何建明认为， 真正的科学

不可能仅靠一些信息资料的整

理与重新排序就能完成创造发

明， 而文学界创作者如果不走

出书斋、 不到社会实践一线去

生活体验， 仅凭手机、 电脑和

自己浏览的一些碎片就去书写

当下社会， 恐怕会闹出不少笑

话； 而少了科学精神， 也很难

让作品走进读者的心灵世界。

座谈会现场， 中国医学科

学院研究员王以光发来视频致

辞， 中国工程院院士、 北京大

学常务副校长詹启敏， 中国工

程院院士杨宝峰等专家学者围

谈科学精神的重要性。 据了解，

可利霉素是世界上首个利用合

成生物学技术， 具有中国自主

知识产权的生物基因工程抗生

素创新药。 写作中， 何建明多

次采访王以光夫妇和沪上相关

研发生产团队。 60 多年前， 作

为新中国第一批接触 “抗生素”

概念的学者， 王以光在异国他

乡学习时就许下夙愿： 一辈子

从事抗生素的研发。 从新中国

第一代生物工程专家的青春往事切入， 何建明

将科学家不断探索、 永不放弃的实践精神和奋

斗历程娓娓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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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最美民乐献给
我们热爱的城市

《海上生民乐》开启新演出季

本报讯 （记者吴钰）“暌违舞台半年之久，

海派民乐的艺术家都将对生活的感受融入了音

符，也准备好将最美的民乐献给观众，献给上海

这座我们热爱的城市。”上海民族乐团团长罗小

慈感慨。 近日，乐团重返剧场舞台，并于上海大

剧院献演品牌项目 《海上生民乐》 音乐会，为

2020-2021 新演出季拉开帷幕。

过去 15 年间，上海民族乐团的新乐季通常

从 5 月开幕，演出至次年元宵。 罗小慈表示，今

年开幕演出受疫情影响推迟了两个月， 但在共

克时艰的日子，尤其需要艺术、需要音乐的抚慰

与鼓舞。“《海上生民乐》寄托了海派民乐艺术家

的期许和美好的愿望。 海上生明月， 天涯共此

时。 无论身处何处、面对何种磨难，人民心中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意外坎坷，

有时反而给艺术带来更大的张力。 ”

疫情也激发音乐家们思考如何用民族音乐

展示中华文明的力量源泉， 追溯优秀传统文化

为当下凝心聚力。 上海民族乐团今年演出季的

两部原创新作， 都将紧扣这一创作理念。 2020

年是北京故宫建成 600 年， 在故宫博物院的特

别支持下， 作为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重大创作

项目， 上海民族乐团与上海大剧院共同推出原

创民族音乐史诗《紫禁城》，作为迎新音乐会《乐

响四季 II》将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在上海大剧

院上演。

今年也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 乐团将

创作演出 《锦绣中华·共饮江河水 》 音乐会 ，

选取新疆、 云南、 西藏等上海对口支援地区的

音乐元素开展新作品创作， 于 9 月 23 日在上

海大剧院首演。

此外，新演出季还将推出一批题材各异、风

格多样的民族音乐会：古琴演奏家龚一、二胡演

奏家萧白镛、琵琶演奏家汤良兴、笙演奏家翁镇

发将齐聚《丝竹春秋》四大名家音乐会，展现璀

璨夺目的大师光华，指挥家张国勇将受邀执棒；

扬琴与钦巴隆专场音乐会《相遇》《中流砥柱Ⅲ》

首席音乐会等演出也将轮番登场。 乐团品牌项

目《火红中国年》《欢乐祥和团圆年》将再度陪伴

观众度过春节和元宵；“敦煌国乐·海上乐谈”则

将升级细化为 “海上相约”“海上跨界”“海上新

秀”等板块，推出《琵琶新语》《打动世界》《相遇

扬琴》等系列公益民乐活动。

《海上生民乐》寄托了海派民乐艺术家的期

许和美好的愿望。 （上海民族乐团供图）

尽管只是一部融入想象的半架空网络动漫， 但是主创诚意十足， 力图在细节与氛围营造之中， 还原大唐盛景。 （片方供图）

①综艺节目 《花样实习生》。

②网播剧集 《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

③高分电视剧 《三叉戟》。 （均资料图片） 制图： 李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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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喻时代，青年一代如何与父辈祖辈携手向前

《花样实习生》《三叉戟》《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等节目中的
代际和解令无数观众感动，并带来思考———

有社会学者指出， 科技发展正潜移默化地

改变着社会某些方面的传承结构， 尤其与互联

网密切相连的领域， 跨过前喻和并喻，“长辈向

晚辈学习”的后喻文化特质凸显。 飞速更迭的网

络技术与文化加剧了代际差异，“网言网语”的

青年一代与忠实于传统经验的父辈祖辈， 正面

对着前所未有的交流鸿沟。

这一极富时代意义的代际命题， 也是眼下

一批影视综艺和剧集积极探讨的主题。 上周播

出的综艺节目《花样实习生》，让蔡明、韩乔生、

吕良伟三位 50 后、60 后以实习生身份， 走进深

受青年人喜爱的哔哩哔哩网， 体验一把青年人

的职场人生与娱乐样态；高分电视剧《三叉戟》，

让三名快退休的老警察带着初入职场的新人一

同破案，展现老经验与新技术的相得益彰；网播

剧集《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则脑洞大开，让

叛逆女儿穿越回 20 年前，与母亲做了回“亲闺

蜜”，尝试用陌生化的平等视角，抵达爱与体谅

的彼岸。

这三部作品都不是动辄刷屏的大爆款，却

用一个个温馨的代际和解瞬间， 带给观众久违

的感动与思考：两代人不用步调一致，亦可携手

并肩。 更应该思考的是，在后喻文化时代，青年

一代与父辈祖辈，应如何牵起彼此的手，一同勇

往直前。

“活学活用”的背后，是中老
年人与青年一代玩到一起的渴望

《花样实习生》中的嘉宾实习生韩乔生，对

着哔哩哔哩网大楼前的标志性小电视人， 思考

了半天，最后叫出一句“噼里啪啦”，让同为嘉宾

的蔡明与吕良伟大吃一惊，“哈哈哈” 弹幕瞬间

飘满视频。 节目开场一组网络用语“摸底测试”，

直击中老年一代的互联网知识盲区： 应援舞被

嘉宾误解成了燃脂操，UP 主被理解为极限运动

爱好者；说到网络流行词“奥利给”，嘉宾们几轮

抢答都没能命中，吕良伟则直接放弃并坦言“给

我这个选项我也答不出来， 这不是我们这个年

代的语言”。

这些网生代们家常便饭式的用语， 对父辈

而言竟成了“天书”。 节目对代际鸿沟的直观展

示，让不少青年网友会心一笑，很难不联想到自

家不熟悉网络文化的长辈们。 但令不少观众意

外的是，中老年人对于这些网络用语并不排斥，

相反在习得后， 很乐于运用到与小辈的交流中

去：吕良伟凭借“熬夜伤肝”的养生常识，推测出

“爆肝”一词在网络中专指“熬夜打游戏”。 之后

在与儿子视频通话时，他不忘现学现卖，专门叮

嘱一句“不要爆肝打游戏，早点睡觉”。 面对父亲

突如其来的网言网语， 儿子惊得一时没反应过

来，随即开怀大笑起来。 那一刻，厚重的代际壁

垒，因为语言的互通，被打破了一点点；就连一

开始遭到排斥的“奥利给”，在之后的节目中，也

成为嘉宾表达振奋情绪的口头禅。

“活学活用” 一词就此成为节目的高频弹

幕。 这种对网络用语的活学活用，显示出中老年

人与青年一代玩到一起的渴望， 同时也引发青

年一代的文化自省：更多时候，长辈们排斥的并

非新表达本身，而是自己所不熟悉、不理解的事

物。 如果青年一代能够匀出一点耐心，为长辈多

做科普，代际壁垒并非坚不可摧。

跳出倚老卖老、 青春崇拜，

平等视角正在解锁更多基于爱
与责任的共识

在文化学者看来， 当下一些家庭代际关系

的紧张冲突，与后喻文化有关：在传统社会中，

知识主要由上一代向下一代单向传播， 晚辈对

长辈的自觉服从，减少了代际矛盾的发生可能；

如今， 青少年借由互联网获得信息与知识的能

力逐渐超越长辈，再加上代际交流的减少，青年

人对长辈经验的信任度降低了， 代际审美也开

始进一步分化。 而这，也正是当下这批文艺作品

显得宝贵的原因：它们正通过创新的平等视角，

解锁更多青年人与父辈祖辈间， 基于爱与责任

的共识。

电视剧《三叉戟》便通过三位临退休老警察

对初心的坚守，展现出老一辈“始终将年轻藏在

心房”的可亲可爱。 这三位因专业能力出众、合

作默契，获封“三叉戟”的老伙伴，如今却因为对

手机、电脑等高科技设备的不在行，以及体力水

平的下降，不复当年勇猛，甚至一度被小青年嘲

笑为“廉颇老矣，就剩下吃饭了”的“仨茶几”。 本

打算退居二线，安稳退休的他们，却因为好友的

意外殉职重出江湖，并在之后的诸多案件中，展

现出行业经验与职业道德在职场上永不过时的

意义。 剧中那句 “其实许多老警察都这样， 吃

软不吃硬， 只要你给他们足够的尊重， 他们立

马从卧姿改为站姿， 冲锋陷阵”， 冒着热腾腾

的生活气息， 感动不少观众。 剧集 《我才不要

和你做朋友呢》 则通过 “母女变闺蜜” 的新奇

设定， 展现出理解在化解代际冲突中的非凡意

义。 剧中， 高中生李进步因为从未见过亲生父

亲、 没有独立的卧室、 总在搬家的童年生涯，

对不靠谱的母亲心生怨怼。 孰料一场穿越却化

解了母女间的隔阂 。 李进步穿越回 20 年前 ，

与年龄相仿的母亲成为了朋友， 并在相处过程

中体会到了母亲的成长轨迹， 以及她身上那份

不为人言的善良 、 隐忍 、 勇敢与坚强 。 剧中

“母女成为朋友” 这一设定， 也是对当下亲子

关系的一种正向示范。

《花样实习生》第一期中最感人的一幕，同

样来自两代人基于相似困惑的平等交流。 当被

哔哩哔哩网一位年轻妈妈问到如何平衡家庭与

事业时，蔡明说：“选择了就要承受，而且我尽量

不去抱怨，进入职场瞬间那是一个职业的女性，

回归家庭瞬间变成一个慈母。 你要加倍对孩子

好， 所以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要拼命地有

趣，让孩子很骄傲地说，我的妈妈是最有意思的

妈妈，这样孩子就觉得他赢了。 ”这段掏心窝子

的话，之所以感人，正在于其用有温度的个人经

验，击中了不同年代群体的情感共识。

这部网络动漫用什么撬动起全行业期待
《大理寺日志》热播，8.6 分高口碑再次印证国产动漫崛起征程并未放缓———

“恭迎少卿大人！ ”国产动漫《大理寺日志》

中大理寺少卿李饼甫一登场， 就收获数百条清

一色弹幕“刷屏”。 这是年轻观众代入剧情，透过

弹幕传递的仪式感， 也得以窥见作品的受欢迎

程度。

受疫情影响，备受瞩目的重磅国漫电影《姜

子牙》无缘在春节档与观众见面。 可这并不影响

观众对于国漫的热情与关注。 正当有人担忧崛

起中的国漫被疫情按下“暂停”键时，中国动漫

人用一部网络播放的《大理寺日志》骄傲回应。

该剧目前播放量达8773.2万次，微博相关话题阅

读数近5亿次，网络评分8.6。即便线上相见，国漫

人交出的答卷依旧诚意满满， 凭借精湛细腻的

场面呈现，《大理寺日志》延续了《大圣归来》《大

鱼海棠》《哪吒之魔童降世》 近几年带给电影观

众的惊喜。

与此同时，《大理寺日志》通过彩蛋、与其他

动漫IP联动等方式， 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近年国

产优质动漫作品进行了一次“巡礼”。 当观众热

衷于在画面中找到“惊鸿一瞥”的大护法、姜太

公、哪吒、罗小黑等形象时，我们看到的，正是国

产动漫从取法欧美日韩到渐成自我风格， 从青

少年热衷的小众文化到全年龄层观众引发共鸣

的原创文化大IP,一步一脚印的崛起历程。

天马行空的想象里藏着对
于历史与传统文化的敬畏

《大理寺日志》故事发生在唐朝，操着一口

河南话的农村小伙陈拾，前往洛阳找哥哥，为了

解决生计问题，阴差阳错进了大理寺当杂役。 因

为淳朴善良， 意外成为大理寺少卿李饼的随行

书吏，由此开启一段惩恶扬善、断案推理的惊险

旅程。 尽管是网络动漫剧，可无论是洛阳繁华街

市的描摹，还是灯会盛事场景的刻画，其带来的

视觉震撼与细腻程度， 并不亚于同样以大唐盛

世为背景的《长安十二时辰》《狄仁杰》系列等影

视剧。

很难想象，如此“精工”的动漫，改编自非职

业画师出身作者的国产网络连载漫画。 其原作

雏形 《大理寺异闻录》 甚至是从徐克执导电影

《狄仁杰之通天帝国》衍生而来的同人作品。 就

连漫画原作者RC也曾坦言，自己最早是想做成

类似《编辑部的故事》的轻喜剧漫画。 因而，这个

半架空历史故事的主角、大理寺少卿，变成了一

只白猫。

如果说影视剧对历史的戏剧化演绎或多或

少受到写实镜头的约束， 那么徐克注入想象力

的同时， 注重环境细节氛围完整打造的这一特

点， 恰好在漫画世界得到了最充分的彰显。 因

而，支撑《大理寺日志》天马行空想象的，是审慎

“转码”传统文化与史实。 剧中，不仅来俊臣、丘

神纪等角色都与历史上的酷吏相呼应， 而且在

唐朝美食、官吏制度、民俗文化、建筑还原等方

面，更是给予观众耳目一新的感觉。 在主线剧集

之外，主创特别以定格动画的形式，还原呈现了

唐代的饮茶文化、跪坐礼仪、外交事务等细节，

为这部喜剧底色的作品注入更多深刻内涵。

从“埋彩蛋”到“隔壁联动”，

国漫人越来越懂“抱团取暖”

诚然，《大理寺日志》 在剧情发展与历史考

证方面仍存在着些许短板和疏漏，但观众、业界

不吝给予“2020年目前最好的国漫”评价。 如果

仅凭借审慎的态度、独到的视角与匠心的呈现，

这部《大理寺日志》恐怕难与过去几年大银幕国

漫《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相较。 毕竟，无

论单集不过十余分钟的体量， 还是资金人力投

入程度来说，网络动漫剧都是“小巫见大巫”。 但

其难能可贵之处， 便是在国产动漫的高速发展

期，给出了一张漂亮的答卷，令观众的期待值与

信心没有因为疫情影响而按下“暂停键”。

越是在艰难岁月，越要有“抱团取暖”的意

识。 有心的主创特别在一些场景中，时不时穿插

进“隔壁家”其他作品的角色进行联动。 比如繁

华的洛阳街市，就藏着一个卖鱼老人，一晃而过

的镜头扫到招牌，上书“太公鱼塘”，原来，这是

未上映电影《姜子牙》里的主角姜子牙。 转过闹

市街角，墙上贴着一张模糊的告示，上面的画像

正是《哪吒之魔童降世》中顶着黑眼圈的吒儿。

走进大理寺少卿房间，堆满了伙伴送他的礼物，

桌角酒坛边放大一看，竟是《大圣归来》中江流

儿的“大圣玩偶”。 于观众而言，追剧的过程变成

一场发现“彩蛋”的趣味惊喜之旅，也成为梳理

近年优质国漫的一场温故知新之旅。

相比于以往在电影结尾设置的下一部作品

片段“彩蛋”，这种联动与其说是“宣传”“预热”，

不如说是一种国漫创作者的惺惺相惜。 当这些

隔壁家的角色被观众一一列举， 观众不免感慨

近些年国漫力量不容小觑。 梳理这些形象，更会

发现，国漫创作者越来越懂得、越来越自觉从中

国神话、历史人物中寻找灵感来源，从而在戏里

戏外彼此勾连，形成“漫威宇宙”般强大的动漫

文化IP。

导演槐佳佳特别提到， 开机仪式时他们举

办了向万籁鸣、万古蟾等国漫先辈的致敬仪式。

这对孪生兄弟被视为中国动画电影创始人。 《大

闹天宫》《铁扇公主》 等里程碑作品均出自万氏

兄弟之手。 这种不忘本来，或许正是国漫步伐越

迈越大、越走越稳的底气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