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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视点

《假日暖洋洋》能否开启国产剧“合家欢时代”？
椰林 、沙滩 、灿烂阳光与欢快歌

舞……临近新春佳节，在轻松愉悦的

氛围中开篇的国产剧 《假日暖洋洋》

博得了众多观众的好感 ， 豆瓣评分

7.3。 新年题材，海岛风情，加上姚晨、

胡军 、陈小艺 、白宇 、张静初 、郑云龙

等组成的强大演员阵容，随着剧情的

推进 ，收视一路看涨 ，多个话题引发

讨论。 目前，线上播放平台热度高达

7019 万。

用欢笑洗刷掉一年的疲惫与艰

辛 ， 是观众热爱喜剧贺岁作品的理

由。 《假日暖洋洋》的出现，能否击中

全年龄段观众的共鸣，撑起开心过大

年的温暖氛围？ 又能否成为贺岁电影

之外市场的一种新类型？

“合家欢”大拼盘，
打造喜剧长尾效应

欢乐轻松的喜剧一直是贺岁档大

银幕的首选， 也是电影票房必争之地，

但今年在荧屏上电视剧领域也出现了

新的试水。《假日暖洋洋》第一次向市场

推出了“贺岁剧”的概念，试图用 35 集

的体量打造喜剧的长尾效应。

《假日暖洋洋》采用拼盘式的人物

故事推进剧情。春节假期，四组主要人

物齐聚三亚度假村， 其中包含着一个

三代同堂的传统中国家庭。各家的故事、

个人的心事就在温暖明媚的海岛风光中

平行展开。

“生活中的烦恼和矛盾不可避免，但

更值得记录的是团聚带来的欣喜和欢

愉。 ”导演姚晓峰表示，这部剧选择用年

轻人更加喜闻乐见的“轻喜剧画风”来描

摹百姓在情感生活里面对的酸甜苦辣。

八面玲珑又率真可爱的经纪人许可

依，带着自家艺人高俊裕来度假村献唱，

以为自己十年付出终将收获爱情， 却未

能如愿以偿。失魂落魄之时，许可依被度

假村员工侯昊“英雄救美”。 陈家老中青

三代来海岛度假，烦心事也很多。宋小可

与陈斌斌早已离婚， 为了让长辈们过个

好年，只得硬着头皮继续扮演恩爱。而陈

斌斌的小堂妹陈暖暖和单亲爸爸老严产

生了一段忘年恋， 在大家庭中又掀起惊

涛骇浪。

为了更突出“合家欢”的特质，受春

晚和歌舞片启发的姚晓峰， 还在剧集中

注入了一定成分的歌舞元素，“既然是贺

岁，就应该是一个多元素的结合。载歌载

舞的片段，观众看着开心，同时也是每一

集情绪的表达”。 贺岁喜剧是稀缺的，也

是独特的。据悉，《假日暖洋洋》的续集也

正在筹备中，仍以度假题材为出发点，继

续深耕贺岁长剧这一领域。

喜剧的背后，是生活
的影子，“治愈力”陪伴着
观众

婆媳矛盾、婚姻的七年之痒、姐弟恋

和忘年恋……在这些剧中人身上有着种

种都市生活的多元样态、 典型困境与人

际矛盾。 喜剧的背后，是生活的影子，在

远离喧嚣的度假村里， 这些积攒许久的

问题、苦恼也在欢声笑语中一一浮现，亟

待化解。

因为陈斌斌从来不正视问题，只会和

稀泥，夫妻间交流越来越少，误会越来越

多，慢慢就走不下去了。 追妻之路上，陈

斌斌的“失忆”让两人的关系倒回到了甜

蜜时刻， 暂时忘却那些被生活的鸡零狗

碎填满的怨气，这对夫妻能和好如初吗？

许可依这条情节线， 展现的是一个

独立女性创伤后的成长与疗愈。姚晨、白

宇搭档出演的这对“姐弟恋”在观众眼中

“最来电”。腼腆温柔的侯昊，遭遇自信的

许可依主动进攻，两人感情急速升温。陈

暖暖母女两代人的婚恋观也形成了鲜明

对比。上一代人信奉相濡以沫，后一代人

崇尚开放多元， 不同代际的价值观在剧

烈碰撞中走向和解。

《假日暖洋洋》应时应景，但主题先

行也为叙事铺垫了诸多套路， 在某些桥

段上显得较为保守而陈旧。 譬如剧中的

陈老太太， 对陈小艺饰演的大儿媳始终

百般挑剔，说话夹枪带棒。这样火药味十

足的婆媳关系， 最终以婆婆患上了阿尔

兹海默症告终， 并以此获得了大儿媳的

宽容与原谅。但现实生活中，矛盾问题很

难就此戛然而止。

看得出轻喜剧定位的 《假日暖洋

洋》，试图以喜笑颜开的方式化解过去一

年的种种烦恼和矛盾。 尤其是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的 2020 年，不少人的生活增

添了新的压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

具有“治愈力”的作品，对今年就地过年

的观众不失为良好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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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
将进行首次大规模修缮

法国巴黎著名文化地标蓬皮杜艺术

中心近日宣布将从2023年起进行为期四

年的修缮， 计划于2027年开馆50周年之

际重新对外开放， 这也是蓬皮杜自1977

年诞生以来最大规模的整修。 由于疫情

闭馆的中心日前也与国内电商平台联

手，完成了直播的“初试水”，让中国的艺

术爱好者们一饱眼福。

蓬皮杜艺术中心主席谢尔盖·拉斯

维涅斯将此次修缮称为 “中心未来发展

的保证”： 腐蚀和磨损影响了建筑， 修

复将包括从窗户和建筑物主体外观上去

除石棉， 对暴露在外的管道上色， 同时

增加馆内方便残障人士的人性化设施

等。 据估计， 此次修缮将花费2亿欧元。

法国文化部长罗丝琳·巴舍洛表示在考

虑蓬皮杜的修缮方案时曾有两种选择，

一是在保持中心开放的同时对其进行翻

新， 另一种便是完全关闭， 鉴于时间和

成本问题， 最终选择了后者。

由伦佐·皮亚诺和理查德·罗杰斯共

同设计的蓬皮杜艺术中心因为其钢骨结

构和管线外露的开创性设计而闻名。 尽

管不少人对建筑的审美有着不同意见，

但并不影响它的话题度和受欢迎程度，

其独树一帜的工业风格至今仍是当代建

筑设计的范例之一。 然而， 经过近半个

世纪的时间， 建筑已经显示出明显老化

的迹象 。 2017年 ， 在中心开馆40周年

时， 馆方就曾耗资2000万欧元修缮了外

部的自动扶梯。 目前， 蓬皮杜需要寻找

到约6.5万平方英尺的临时场地空间 ，

以用于放置展品并接待每年使用其设施

的140万名研究人员和学生。

作为法国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所

在地， 蓬皮杜艺术中心的现代艺术收藏

堪称全球第一 ， 拥有超过10万件收藏

品， 涵盖造型艺术、 绘画、 摄影、 新媒

体、 电影， 建筑和设计等领域， 几乎囊

括了20世纪西方艺术史上所有重要流派

及艺术家的代表作。 毕加索、 马蒂斯、

杜尚、 夏加尔、 布列松、 曼雷、 柯布西

耶、 康定斯基等大家皆是中心的 “座上

宾”， 丰富的馆藏也让中心成为世界范

围内参观人数最多的美术馆之一， 年参

观人次超过300万。

除了在巴黎的总馆外， 蓬皮杜在上

海、 布鲁塞尔、 马拉加都开设了合作项

目以及分馆。 2020年3月， 蓬皮杜本计

划在韩国推出又一分支机构， 但受疫情

影响无奈推迟。 与法国其他的重要博物

馆一样 ， 蓬皮杜在去年遭受了严重影

响， 长时间的闭馆使得参观人数暴跌。

筹备许久的50年来最大型马蒂斯个展

“如小说般” 也遭遇了一延再延的情况，

开幕后仅一周便紧急收场。

不过， 中心方面也积极寻求线上展

示机会。 不久前， 蓬皮杜就与国内电商

平台展开合作， 举行了首次官方直播。

拉斯维涅斯在直播间带领观众 “云” 游

美术馆， 讲述作品背后的奇闻异事。 毕

加索早年作品 《小丑》、 被麦当娜视为

“足以划分是否能做朋友的作品” 的弗

里达·卡洛名作 《相框》、 全球最知名的

抽象大师之一瓦西里·康定斯基的《带黑

色弧线的画》，以及立体主义先驱之一的

费尔南德·莱热的作品等都在本次直播

中出镜。

■本报记者 童薇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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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日暖洋洋》海报。

“年画”折射出博大精深的中国“年文化”
第十五届海上年俗风情展送上丰盛“文化年菜”———

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春节即

将到来，就地过年如何过出新意？记者

了解到，在严格防疫的前提下，沪上各

大文化场馆准备了丰盛的 “文化年

菜 ”，让人们过一个有温度 、有内涵 、

有特色的“文艺新年”。 作为上海市民

文化节的重头活动之一 ，“锦画纳福

康”———第十五届海上年俗风情展日

前在上海市群众艺术馆拉开帷幕，以

年画为切入口呈现中国博大精深的年

文化。

绚烂的画面，寄托着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中国民间，年文化是最深广的

文化。这之中，年画无疑是一张亮丽的

名片，在一千多年的传承中，过年的风

俗、文化内涵在年画中都有体现。 ”本

次展览的顾问、 上海市收藏协会创始

会长吴少华介绍， 年画拥有悠久的历

史，其作为中国画中一个独立的画种，

形成最晚约在五代、北宋之际。 当时，

繁荣的商业和手工业、 日渐成熟的雕

版印刷术、 丰富的民间庆贺新年活动

等， 为年画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

条件。到了明代，家家户户挂年画的风

俗开始盛行，天津的杨柳青、苏州的桃

花坞、四川的绵竹、山东的潍坊成为年

画四大家；清代以后年画更普及，除四

大家之外，福建的漳州、山西的平阳、

重庆的浮梁、 河北的武强年画等也深

受欢迎。 虽然不同流派的年画风格各

有不同， 但无一例外都是世俗生活的

生动写照， 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追求和向往。

以此次展出的《赵公镇宅》为例，

画面上 ，财神赵公明黑面浓须 ，头戴

铁冠 ，手执铁鞭 ，身跨黑虎 ，寓意 ：除

瘟疫，消灾难，带财运，保平安。 而一

旁的《闹春图》，则通过童子闹春的热

闹场景，祈求来年获得丰收。

《一团和气》《莲生贵子》《和合献

宝》《天官赐福》《天上麒麟子 人间状

元郎》《金沙滩设宴双龙赴会》 ……展

厅内，一幅幅绚丽多彩的年画，展现了

人们美好的祝福和对新一年的希冀。

其中一幅“福”字年画最为惹眼，每一

笔都是一幅图画。从上至下，有财神赵

公明、刘海戏金蟾、麒麟送子、和合二

仙、天官赐福、聚宝盆、牡丹花开富贵

等。 “里面包含了健康、幸福、平安、富

贵等美好的祝愿，这个‘福’字诠释了

江南人对幸福生活的理解， 也是对圆

满人生的解读。”桃花坞年画的传承人

乔麦解释道。

寓意吉祥，也忠实
记录生活、时事

如果说在古代， 年画是一种寓意

吉祥的形象，那进入近代以后，它则成

了社会生活的记录载体，新闻、时事、

生活风尚等皆能入画。比如，在本次展

览中， 海派年画的代表———小校场年

画，就带我们走进了百年前的上海。不

少观众看完《豫园把戏图》后发现：原来

当年九曲桥下的湖面上还可以乘船，各

种杂耍栩栩如生， 百年前的西洋镜今犹

在。 20 世纪初，西方印刷技术传入我国，

石印、胶印逐步代替手工木刻印刷，上海

产生了一种具有广告功用的新型年画，

因其画面附有年月历表而得名 “月份牌

年画”。

新中国成立后， 由于画家的积极参

与、国家的重视，新颖的年画以反映新中

国建设面貌和歌颂美好新生活为题材，

画面焕然一新， 充满朝气。 此次展出的

《女排夺冠》《理想》等现当代主题年画作

品，很多中老年观众儿时家中都曾挂过。

除了一楼主展厅， 此次海上年俗风

情展还以“生肖有礼”为主题，甄选国内

外两百余位优秀华人设计师的作品在二

楼展厅展出，生动诠释传统生肖文化。与

此同时，该展览以“纸无止境”为主题为

观众带来了一场非遗纸艺类盛宴， 通过

剪纸、 撕纸、 纸伞等延伸年画年俗的边

界， 引领市民共同去探索中华文化四大

发明———造纸术所绵延而来的纸文化。

其中非遗传承人华兴富的一套撕纸作

品， 展现了上海几户人家共用一个厨房

的年前忙碌场景：厨房里吊着几盏灯，一

位阿婆在院子里用一只大脚盆洗着全家

人的衣服， 另一位阿婆在厨房里端着碗

忙碌着……浓浓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

三楼的团团圆圆照相馆是上海市群

众艺术馆新春保留项目。 记者在现场看

到，这个为市民提供有仪式感拍摄全家

福的场所 ， 春节前夕也 “上新 ” 了 。

此次选取的背景是月份牌中常出现的

场景 ，人们在拍照的同时 ，也是在 “自

制”月份牌。 蓬皮杜艺术中心近日宣布将从 2023 年起进行为期四年的修缮。 （资料照片）

“锦画纳福康” ———第十五届

海上年俗风情展日前在上海市群众

艺术馆拉开帷幕。

均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制图：李洁

“环同济”腾笼换鸟，力争二○二五年总产出千亿元
（上接第一版）

提质增效
“一核一圈多点”放大

产业集聚效益

“未来， ‘环同济’ 将依托同济大

学在土木工程、 创意与设计等学科领域

的优势， 以设计为主导向多元化的大创

意产业发展， 引领城市全生命周期全产

业链服务。” 肖菁表示。

据了解， “环同济” 将进一步通过

腾笼换鸟提质增效： 一方面对同济大学

周边环境进行升级改造， 推进赤峰路、

国康路等提升工程； 另一方面对现有企

业进行调整 ， 辟出载体引进合适的产

业 ， 除现代设计 、 节能环保等主体产

业， 还将导入人工智能、 区块链、 智能

制造等高端新兴产业。

同时， 进一步拓展支柱产业的上下

游业务， 如从建筑设计向创意设计、 工

业设计 、 生态设计 、 海绵城市设计延

伸 ； 发展工程全过程咨询和工程总承

包 ， 推动形成 “规划咨询 、 投资 、 设

计、 建设、 运营” 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

的设计服务生态体系。

“十四五” 时期， “环同济” 将打

造1个示范区， 扶持10家以上科技企业

上市， 构建100个以上新技术应用场景，

培训1000家以上有潜力创新企业 ， 集聚

10000名以上高层次人才， 力争2025年实

现总产出1000亿元的目标 。 同时 ， 布局

“一核一圈多点 ”， 即核心区外 ， 以大连

路 、 密云路 、 中山北二路 、 松花江路 、

邯郸路 、 黄兴路 、 周家嘴路围合成10平

方公里的 “一圈 ” 区域 ， 并在杨浦区其

他区域设置与 “环同济” 产业相关的多个

辐射点。

“两个 1/3”难题怎么破？医生全部上，患者愿意等
（上接第一版）疫情中， 这支由年轻人组

成的 “战队” 令人刮目相看。

当然， 他没有太多感慨的时间， 因

为徐汇院区 “闭环” 后涌入浦东院区的

就诊者猛增。 记者跟着他走到浦东院区

放疗中心， 晚上 7 点多， 灯火通明， 患

者一排排安静有序地坐在休息区， 等候

治疗。 “我们会让每个患者按时有序完

成治疗。” 虞先濬说。

走到输液室护士休息室， 食堂送来

的盒饭高高摞起， 护士们却来不及吃。

“这两天病人太多了， 我们还好， 能坚

持！ 我们带教老师不容易， 三天没回家

了。” 一名 95后护士对记者说。

肿瘤医院的输液室有一点很特殊：

一袋袋普通的生理盐水 ， 看一下处方

标签———“赫赛汀 ”“尼妥珠单抗 ”……

“都是抗癌药， 调配方案复杂， 还必须

时刻关注患者的反应 ， 一旦有不良反

应 ， 必须第一时间处理 ， 生死攸关

啊！” 虞先濬很清楚护士们承受的精神

压力 ， “这不是普通医院的输液室可

以体会的。”

面对前所未有的诊疗工作量与防疫

压力， 过去的一周， 坐不住的虞先濬每

天会自己去门诊 “蹲守”。 “大家不要

焦急” “无论多晚都给大家看完……”

他不时宽慰患者 。 有时 ， 他还会去

“暗访”。

“肿瘤医院徐汇院区封闭了 ， 你

们怎么还跑到这里来 ， 不怕被感染 ？”

他这样问患者。

“得了肿瘤， 不抓紧治疗肯定要死

的。” 虞先濬回味着病人的话， 深谙这

些患者驱车几十公里来这里看病的逻辑。

“你跟他们说 ‘排队可能很长’ ‘非常时

期， 候诊需要等等’， 他们跟你说 ‘我是

来让你们救命的， 我就相信你们’。”

一手抓疫情， 一手抓诊疗———疫情以

来 ， 上海医疗系统始终坚持 “两手抓 ”。

这份坚持， 这份科学应对， 如同蓝天白云

间、 冬日夜色里永远亮着的 “复旦大学附

属肿瘤医院” 的红色灯箱字， 对广大患者

而言， 这就是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