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评 视点 公告

名导名 IP光环渐消散，古装剧创作露短板
《大宋宫词》在期待中上线，却遭遇观众群嘲

谁能想到， “?导演+? IP” 的

公式陷入了如此汹涌的批评漩涡中。

李少红执导的 《大宋宫词》 上线， 短

短几天 ， 口碑崩坏 ， 超 70%的打分

者只给了一星或两星， 目前网络评分

暂停在了 3.9 分。 一边倒的差评一部

分源于糟糕的开局， 许多观众 “一集

弃”， 没能得到更为全面的品评视角。

另一重要因素恐怕来自期望越高失望

越大。

导演李少红， 陈凯歌、 胡玫在北

京电影学院的同学， 曾是 “第五代”

里最犀利的导演之一， 也是同辈中为

数不多的能兼得电影和电视剧市场的

人， 更因为其作品中对女性价值的主

张而被视作国内女性导演的一面旗

帜。 2000 年， 由李少红执导， 郑重、

王要编剧， 陈红、 周迅、 归亚蕾、 赵

文瑄等主演的 《大明宫词》 开播， 在

中国电视剧史上留下了令人难忘的一

笔。 此番 《大宋宫词》 上线， 剧?的

强关联性似乎在提醒着观众 ， 这是

经典的姊妹篇 。 然而 ， 即便依然是

李少红与曾念平合作 ， 依然是封建

王朝下的女性叙事 ， 甚至剧中依然

有着电影级演员的配置 ： 涂们 、 归

亚蕾 、 赵文瑄 、 梁冠华 、 齐溪……

口碑却令人失望。

公允地看 ， 群嘲中的 《大宋宫

词》 并非一无是处。 只是， “?导+

? IP” 的光环消散后 ， 人们看清的

不单是 《大宋宫词》 与 《大明宫词》

间的落差， 恰也是古装剧中较为普遍

的创作短板。

“有所虚构”不应成为
历史硬伤的“免责声明”

《大宋宫词》 以刘娥和赵恒的爱情

为主线， 讲述从 985 年到 1033 年间北

宋的内政外交故事， 历经宋太宗、 宋真

宗、 宋仁宗三?皇帝在位期。 历史上确

有其人， 其人物关系正好与历史一一对

应， 又以 “大宋” 为?， 怎么看， 这都

是一部历史题材剧。

不想， 剧集一开始便在历史的 “硬

件” 上错漏频频。 有的是基础史实不严

谨。 如开场白交代， “宋太祖赵匡胤驾

崩后， 其弟赵匡义继位， 改?赵光义”，

但历史上赵匡义改?是为避兄?讳， 并

在建隆元年就由宋太祖赐?。 有的是历

史常识混淆不清 。 如赵廷美与朝臣密

谋， 卢多逊提及 “太宗”， 而众所周知，

“太宗” 是赵光义过世后的庙号， 皇帝

仍在世， 庙号从何而来？ 还有的严重脱

离了历史人物的行事逻辑。 剧中， 一场

地震来袭， 赵光义与其弟秦王同时身陷

废墟。 仅仅因秦王一句 “我只想知道真

相， 死而瞑目”， 赵光义便亲口承认自

己弑兄行了谋逆篡位之事。 虽说关于赵

匡胤的去世， 坊间确有 “烛影斧声” 传

说， 但如此轻易就吐露事关皇位正统的

天机， 实在有悖一?皇帝的行为逻辑。

至于人物称谓的错乱、 相关制式的张冠李

戴、 物品的朝代穿越等历史细节穿帮， 剧

中俯拾皆是。

让人玩味的是， 该剧每一集片头都有

一帧观前提醒， 黑底白字写道 “本剧依据

史料和传奇改编 ， 剧情人物有所虚构 ”。

言下之意， 电视剧艺术不是历史纪录片，

不必按史料照本宣科， 请勿过于较真。 在

业界， 对于历史类题材的创作， 也的确有

“大事不虚， 小事不拘” 的准则， 允许一

定程度的自由发挥。 但 “自由” 从来是有

界限的， 得恪守限定的朝代背景、 人物身

份、 基础史实等。 这些 “自由” 的边界往

往决定了， 一部剧是端庄地讲史， 还是历

史的戏说。 于 《大宋宫词》， 为了增添奇

情而折损历史的质感， 观前提醒非但当不

了 “免责声明”， 反倒让它看起来宛如一

块欲盖弥彰的遮羞布。

脱离了故事与人，再惊
艳的视听也只是买椟还珠

该剧上线后， 剧组的美术置景服化道

在社交平台刷过一波好评。 实景搭建的宫

殿、 剧中人的服饰、 屋内陈设等都体现着

简洁素雅、 端正持重的宋代美学。 尤其为

人称道的， 是一段镜头调度。 为了呈现宋

太宗与秦王之间一?猜忌、 一?韬光养晦

的微妙关系 ， 李少红借鉴 《韩熙载夜宴

图》 拍摄王府夜宴。 随镜头转移， 投入观

众眼底的既是宋代美学的一次集中展示，

也借古画的弦外之音暗示声色犬马下暗流

浮动， 堪称一处惊艳妙笔。 只可惜， 多数

时间， 故事、 人、 精致的服化道， 完全各

唱各调。

单看故事， 短短两集之内刘娥已

然完成了救人 、 入府 、 被赐死 、 复

活、 误入 “敌营”、 救驾、 回府、 出

走、 怀孕的惊天大业。 剪辑之凌乱、

跳跃， 生生将故事讲成了花絮集锦。

无论相爱、 离散、 憎恨、 毒杀， 都只

有结局， 毫无来由与过程， 更遑论细

节说话。

再看人物塑造。 刘娥其人， 后世

评价颇高， 称其 “保护圣躬， 纲纪四

方， 进贤退奸， 镇抚中外， 于赵氏实

有大功”。 一方面， 她一生传奇， 从

蜀地孤女一路走到临朝称制的位置，

有着超乎封建朝代女性的雄才武略；

另一方面 ， 她也因 “贪权 ” 落人口

实， 还被民间戏说编派成了 “狸猫换

太子 ” 里的恶后 。 这样一位复杂女

性， 到了 《大宋宫词》 摇身玛丽苏大

女主。 她魅力无敌， 总是轻而易举就

能俘获他人真心与信任； 她温良恭俭

让， 无欲无求不争不抢， 却又在一路

被动中拥有了掩饰不住的光芒……

同样复杂的女性， 李少红在 《大

明宫词》 里拍出的武则天是有人物弧

光的 。 后宫的武则天 ， 与李治在一

起， 有情又清醒； 跟小女儿在一起，

像大树般温柔可靠。 前朝的武则天，

君临天下一切尽在掌控。 无论何时，

她脸上从没出现过刘娥那种等待命运

降临的神情， 更不会问 “谁愿给夫君

送女人” 这种充满 “恋爱脑” 特色的

问题。 智慧、 爱情、 情欲、 权力， 这

些武则天拥有的东西， 到了刘娥身上

不仅只剩了 “爱情”， 且还来得莫?

其妙 ， 一出现就是永不相负 。 反观

《大明宫词》 里的爱与恨， 它们与权

力一样流动。 贯穿全剧的皮影戏 《采

桑女》， 太平小时候看父亲和贺兰演，

演的是情意； 父亲临死前和太平演，

演的是告别； 暮年时的太平和侄儿李

隆基演， 演的则是忏悔。 没有注定会

赢的人， 没有永恒不变的情。 视听手

段与剧情间相互绞合层层攀援， 这才

是精美的壳成全了精致的故事 。 反

之， 脱离了故事与人， 再惊艳的视听

手笔也只空洞成了买椟还珠。

农业技术进步，要面朝黄土也要仰望星空
党国英

近日， 拼多多创始人黄峥宣布卸

任董事长， 同时， 其与创始团队建立

的繁星公益基金， 向浙江大学捐赠一

亿美元在上海设立科学基金。 消息一

出， 人们不由分外关注这笔捐赠的用

途指向。 由捐赠所设立的繁星科学基

金将支持多项科学研究计划， 其中包

括 “细胞培养人造鱼肉研究”。 这个

计划所反映的科学研究方向， 代表了

食品技术革命的一个新趋势。 近年基

于生命科学的进步而孕育的食品生产

方式的革命逐步崭露头角， 预示着人

类农业生产及食品供给方式将发生重

大变化， 这不免引起我们对人类未来

生活的无限遐想。

不妨放飞我们的想象力。 通过干细

胞培养， 在实验室产生出我们可以食用

的肉品， 而且可以是我们需要的特定肉

块， 媒体对此已经有多次报道。 以这种

生产方式替代目前的畜牧业生产方式，

其难以逾越的成本壁垒能否推倒， 取决

于材料创新与能源利用的科技进步，而

材料的获取归根结底与资源的可再生性

无关， 因为在一定的能量级数之下不同

原子之间也可以转化。所以，人类获取食

物的成本革命， 最终取决于能源技术的

革命。深度能源革命正在孕育之中，柳暗

花明之时说不定哪天就会来到。

肉类工厂化生产以后， 不只是让坚

守动物伦理的朋友们得到满意， 因为人

类再也不用大规模地宰杀动物满足自己

的吃肉需要。 更因为我们不再需要畜牧

业， 从而可以节省大量饲料， 用于粮食

生产的土地便可以更多地休耕轮作， 土

地肥力会大幅度增强， 化肥与农药的使

用量便会减少。 如果加上安全基因育种

技术的提高，人工光照成本降低，粮食蔬

菜作物的立体栽培技术也会获得商业性

突破， 从而使种植业也转化为工厂化生

产。这样一来，是不是全部农业生产部门

都将退出历史舞台？想象一下，面对人类

的衣食住行诸项生活内容将要发生的颠

覆性变化，我们都没有心理准备。

如果上述技术革命真正落地， 最不

用担心的事情是农民将何去何从。 工业

革命发生以来的农业经济史， 就是一段

资本设备不断替代农业劳动者的历史；

同时也是总人口、 总就业规模扩大的历

史。 就业人口规模一直在人们对农民转

业困难的忧虑中扩大， 而留在农村的农

民的生活却变得越来越好。 这里的秘密

是， 人们有无尽欲望想通过他人的服务

来实现， 只要生产力在进步， 一些欲望

就会转变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新的经

济分工就会发生 ， 就业规模便随之增

大。 所以， 我们不用担心今后如果农业

部门果真消失了， 农民将何去何从。 现

在农业已经基本告别了传统农具， 我们

还需要担心那些农具手工业者的去处在

哪里么？

上述推想虽不是幻想， 但确实有些

浪漫。 其实， 在技术进步之下， 未来的

农业前景与饮食方式会有很大的不确定

性。 大的趋势我们可以预判， 而对具体

方面的变化我们很难说清楚， 也不必要

说清楚。 至于什么时候人造鱼肉大批量上

市， 或是生命进化阶位更低的甲壳类肉品

先被制造出来上市 ， 会有很大的不确定

性， 我们也不必为此焦虑。 这种技术进步

具体如何获得突破， 甚至连科学家也不好

预测。 “众里寻他千百度， 蓦然回首， 那

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也是科学研究的一

种境界， 所以， 商界成功人士资助科学研

究， 让科学家去 “乱花钱”， 其实是科学

研究获得成功的必要路径。

技术进步无止境， 人性伦理定取舍。

在笔者看来， 因为农业生产与饮食活动的

多功能性， 农业活动十有八九不会因技术

进步而消失， 吃饭这件事也继续会伴随人

的生命过程。 传统农产品会因产地不同而

有不同风味， 全工业化食物也会保有各个

开发商努力加于其上的差异性， 因此， 不

用担心全工业化食品使我们的生活变

得枯燥。

因技术进步， 我们的农业已经不

依赖世代家传的农耕经验。 让泥土的

芬芳与男耕女织的温馨成为一个传

说，我们好像失去了什么，但我们有了

更多的时间开发新的生活空间。 新的

空间里有更多的浪漫， 生活因此更精

彩。 有时候科技进步使我们迷茫与不

安，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科技进步

带给我们的好处远远大于它引起的麻

烦，为此，我们需要积极评价商业与科

学的联姻， 勇敢拥抱一切领域的科学

进步。也因此，这样的“繁星”还可以更

多一些。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
展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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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数字化转型重在满足现实需求
（上接第一版） 要摸清底数， 准确掌握

各领域数字化的发展现状和基础条件，

找准数字化转型面临的问题短板， 着力

突破堵点难点， 集中力度锻造长板、 做

出特色。 要强化迭代升级、 全面推进，

把城市作为一?整体， 更加自觉、 更加

系统、 更加全面地推进数字化转型。 各

部门各区各单位要深入研究， 依托现有

基础， 对标最新趋势， 从全局视角对各

自领域数字化转型工作进行再思考、 再

布局、 再创新。

李强指出， 城市数字化转型重在解

决实际问题、满足现实需求，要聚焦高频

急难问题、聚焦共性技术攻关、聚焦数字

底座赋能，牵好场景应用这?“牛鼻子”。

坚持从用户视角找准需求、开发场景，在

城市治理、公共服务、民生保障和经济发

展等方面明确一批必须通过数字化来解

决的难题， 推出一批具有标杆示范意义

的应用场景。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功

能型平台建设， 支持新技术在城市数字

化转型中先试先用， 为场景应用提供有

力技术支撑。 优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布

局，打造超大城市数字底座，搭建城市智

能中枢，进一步打通数据采集、流通、协

同、共享和应用的全流程、全链条，为千

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赋能， 把海量数据

红利转化为发展红利。

李强指出， 要结合超大城市数字化

转型的特征，加大先行先试、创新突破力

度，在重点领域率先探索、创造经验、打

造样板。 在“一网通办”“一网统管”基础

上，用数字化思维、数字化方式全面推进

全流程的场景再造、业务再造、管理再造

和服务再造， 加快建立适应数字化需求

的发展环境。依托临港新片区、虹桥国际

开放枢纽等重大开放平台， 加快国际数

据港建设，率先探索对接国际规则，为国

家参与全球数字治理提供经验。 发挥上

海金融数据海量、应用场景丰富的优势，

促进金融科技产业集群化发展。 谋划建

设若干数字化转型示范区， 统筹整合各

条线资源，强化应用场景集成，打造一批

体现集中度、显示度的新标杆、新模式。

李强指出 ，要坚持 “技术+制度 ”双

轮驱动，城市数字化转型推进到哪里，制

度供给就要跟进到哪里， 及时研究制定

一批标准、规则、政策、法规，为全面推进

城市数字化转型提供更加精准有效的法

律和制度保障。要建立数字规则体系，加

快城市数据综合立法，实现数据从采集、

共享、开放、流通、应用等全流程规范管

理，推动形成开放的数字市场，全面激发

数据新要素的价值。 要建立安全隐私的

保护标准， 形成数字技术应用的潜在风

险评估与防范机制。 要建立共建共治共

享的制度规范， 完善支持创新的容错机

制、包容审慎的监管制度，积极调动各方

共同参与的积极性， 充分发挥市场主体

和专业机构的作用。

李强强调， 数字化转型是一项系统

性、复杂性、长期性的战略工程，要整合

全市资源和力量， 举全市之力抓推进抓

落实。各部门各区都要加强组织领导，找

准结合点、切入点、发力点，全力推进实

施。 着力推出一批为民服务的重点应用

场景， 让群众有更多实实在在的感受度

和获得感。要加强统筹协调，强化分工合

作、协同联动，形成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

转型的强大合力。

市领导吴清 、 诸葛宇杰出席座谈

会。

广纳群言 广集众智 广谋良策
（上接第一版）

为更好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

进一步提高协商议政质量和水平 ，

市政协成立协商议政咨询专家库 。

乔永远、 朱小能、 汤文侃、 杨燕青、

吴巍 、 张学良 、 陈贵 、 钟宁桦 、 施

东辉、 章玉贵等 10 ?在专业领域具

有较强影响力的中青年学者受聘为

专家库首批专家 。 今年 ， 专家库成

员将重点围绕打造 “一带一路 ” 市

场主体走出去桥头堡 、 新阶段上海

发展的人口与人才瓶颈问题开展专

项课题研究。

董云虎指出， 建立协商议政咨询

专家库， 是贯彻落实中央和市委政协工

作会议精神、 开展专家协商和专家咨询

的创新举措，是提高协商议政能力水平、

推动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探索。

上海是党的诞生地， 是全国改革开放排

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面对艰巨繁重的

改革发展任务，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

需要广纳群言、广集众智、广谋良策，倾

听各领域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 汇聚各

条线领军人物的智慧力量， 以高质量协

商议政服务高质量发展。 要立足专门领

域、用好专家队伍、体现专业水准，组织

开展跨领域、跨专业、跨学科研究，多建

科学之言、有用之计，多谋长远之策、固

本之举，真正做到建言资政有方、凝聚共

识有效、服务大局有为。

董云虎强调，要建立健全工作机制，

建设好协商议政咨询专家库工作平台，

为专家参与协商议政、 开展专题研究营

造良好环境。 要建立完善重大问题分析

研讨、专项调研课题研究、协商议政课题

咨询论证、研究成果转化等机制，围绕涉

及上海长远发展的前瞻性、综合性、基础

性重大问题，开展冷思考、预研究，以大

格局、大视野、大境界，放眼世界、立足全

国看上海，着眼长远、面向未来看上海，

努力提出符合中央对上海战略定位、契

合长远发展方向、实践中切实管用的对

策建议 ，为科学决策 、有效施策提供重

要参考，切实发挥好协商议政咨询专家

库的独特作用。

促
进
AI
深
度
赋
能
实
体
经
济

（上接第一版）龚正说，大数据

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最重要

的生产资料，希望企业持续增

强原创能力，加大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用好超大城市海量数

据和丰富应用场景的优势，促

进人工智能与城市管理 、教

育、医疗、文旅等领域的深度

融合，让更多优质资源通过人

工智能技术直达大众。 同时，

要关注新技术应用带来的安

全性问题，不断优化技术解决

方案，帮助老年人等群体跨越

“数字鸿沟”。我们将进一步加

大工作力度，为人工智能企业

扎根上海、发展壮大营造更好

的环境。

在场与在线并举，上海市民文化节周日启动
（上接第一版） 3月28日， 上海市民文化

节将以 “五?新城 ” 为主会场 ， 举办

“五湖耀新城， 文旅润民心” 启动活动。

届时， 将在南汇新城的临港滴水湖畔和

嘉定新城的远香湖畔、 松江新城的富林

湖畔、 奉贤新城的金海湖畔和青浦新城

的夏阳湖畔， 同步发布2021年上海市民

文化节重点活动， 同步开启 “文化服务

日” 和 “五?新城发现之旅”， 同步举

行 “百年千人万米行走”。 此外， 市文

联、 戏曲艺术中心、 大剧院艺术中心、

文广演艺集团、 演出行业协会也将在当

天走进 “五?新城”， 举办一系列演出、

导赏、 讲座、 辅导等活动。

今年， 上海市民文化节还将联动长

三角， 绘制沪苏浙皖公共文化空间与服

务大?图。 比如， 首次在浙江温州、 江

苏苏州、 安徽芜湖三地设立上海市民文

化节长三角分会场， 携手举办长三角公

共文化空间创新大赛、 长三角青少年曲

艺大赛、 长三角音乐大赛、 长三角江南

民歌大赛、 “缤纷长三角” 系列展示交

流等赛事和活动， 实现项目四地联办、

参赛渠道打通、 赛事成果共享。

疫情发生以来， 不少市民在线上找

到了参与文化活动的新方式。 上海市民

文化节顺应这一趋势， 今年将继续推进

数字化服务， 做到在场与在线并举。 3

月28日， 除了近千场文化活动将在全市

各级文化场馆、 商圈、 园区、 公园、 广

场展开， “云上文化服务日” 也将同步

上线， 以 “文化上海云” 为主平台， 联

动全市16?区、 各大专业院团、 长三角

等相关社会主体、 机构， 共同推出8大

频道12小时大联播， 以优质的线上资源

服务广大市民 。 “文化上海云 ” 5.0?

本也将同期升级上线 ， 通过升级云预

约、 云票务、 云培训、 云展览等一系列

功能 ， 联动各类数字文化场馆 ， 办好

“2021云上市民文化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