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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诚新作《外太空的莫扎特》本是

暑期档最受期待的作品之一，但灯塔专业

版显示，影片上映三天收益1.1亿元，既

没在单日票房上领先已公映多日的其他电

影，也追不上导演个人的一贯表现。同

时，多个网络平台上口碑分歧不小，真情

实感的五星好评和一星差评都不在少数。

力挺影片的网友为瑰丽视觉、奇妙童心给

出好评，而差评多集中于“叙事乏力”

“人物扁平”。

这兴许是陈思诚做过心理建设的局

面。影片上映前，导演就有过几次创作自

白：一次纠偏大众预期，“《外太空的莫

扎特》不是真正意义的科幻片，而是奇幻

类型，希望能用电影造梦的艺术属性为观

众找回作为孩子的童心”；另一次用来定

位受众，“既是送给父亲和孩子的礼物，

也是为暑期档定制的电影，希望用一种轻

松幽默的方式，引发大家对‘中国式父子

关系’的思考”。

在“可见”的想象力驰骋
中，拍出诗意的北京

故事里的任小天对天文有着浓郁兴

趣，一直渴望探索地外文明，但父亲任大

望一心想把孩子培养成钢琴家。父子俩在

人生规划上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直到

外星来客“莫扎特”忽然降临，这个单亲

家庭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准确来说，“莫扎特”是个精神能量

体，他从遥远的阿尔法18星球前来，附

身在任小天的熊猫玩偶上，让一个小学生

都嫌弃的“丑娃娃”成了会变脸、会傲

娇、还会制造绮丽场景的萌物。有了“莫

扎特”，任小天和他的朋友们能与家长、

老师、对手们斗智斗勇，也正是这闯关开

副本般的奇幻冒险，让观众跟随驰骋的想

象力，遇见诗意的北京。

电影里，“莫扎特”有句台词：“你们

地球人很少抬头看。”这句话戳中了不少

城市中习惯于两点一线生活的人。大家都

忙于“六便士”，很少有闲情逸致去抬头

看月亮，于是当陈思诚的镜头把人们带入

魅力无限的北京城，一座兼具首都风范、

古城气韵又能容纳梦想的城市，激荡出了

许多人熟悉又陌生的情愫。片中，孩子们

会踏上书本连成的天空之桥，走进落日余

晖，或在天幕触手可及的地方看万家灯火

之上那一片静谧的璀璨；会踩着腾空而起

的石头拾级而上，眺望斑斓的北京的

秋；还会乘乐高积木搭成的飞船，经过

一座座城市地标，直到星空下的万里长

城，所有人仰起脖子，见证人类奇迹依次

闪烁、重现。

这部电影也带人们“听见”北京。有

一场戏，任小天和“莫扎特”站在东便门

旁的天桥上，人类与外星来客实现听觉上

的通感。声音化作流动的能量，不止故事

里的任小天被激发出艺术的感知、打通音

乐的“任督二脉”，观众也在意想不到的

维度中见证了车水马龙之美，那是在同一

片很高很高的碧绿天色下，芸芸众生制造

着的生活卷轴。

陷入刻板“想象”的生
活场景，很难推导出现实的
共鸣

如果说《外太空的莫扎特》如同一封

写给北京的视听情书，那么影片在故事层

面的薄弱很可能让许多人根本无暇顾及视

听层面的美。

剧作原本有两个颇具意义的发力点：

每一个曾在丰满理想与骨感现实间徘徊过

的少年，是否终究会成为又一个人生经验

至上、不愿孩子重走弯路的严父？每一个外

来的星际旅行者，是否归根结底属于地球与

地外文明相互影响、环环相扣的时间循环的

载体？前者叩问人心，后者指向青少年的科

幻启蒙。

遗憾的是，《外太空的莫扎特》最终呈

现的剧作是个陷入刻板“想象”的伪生活文

本。片中有三组母亲缺位的家庭，年轻时不

曾坚守自我梦想、离婚后在前妻面前打肿脸

充胖子的任小天之父，编织善意谎言欺骗儿

子的马元之父，因为工作永远在城际间流动

的丁洁灵父亲；三位父亲依次对应不被理解

的儿子，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孩子，所有男

生心目中白月光式的班花女孩。无论是父

子、父女间的关系描摹抑或这些角色本身，

都能在过往的同类型影视作品里找到似曾相

识的感觉。

尤其被交付戏剧重任的几名初二学生的

角色，他们扁平化的人物行为设计，既不是

当代中国初中生的样貌，也脱离了空间旅行

已成为全民高热话题的时代背景。创作者有

意图捕捉时代情绪，却根本没有足够深入地

去探寻中国初中生真正的精神世界，电影用

视听打开了游离于生活的想象，却又让故事

死死落在“想象中”的框架里。所以，只能

用最常见的复制了20年甚至更久的套路，

塑造出平凡男孩逆袭、父亲一朝转变、小丑

式情敌的现眼等等模板进程。

至于被寄予厚望的幻想乃至科幻启蒙的

部分，则陷落在了拥挤的文本杂糅中。“莫

扎特”来到地球的底层逻辑是“为了未来拯

救当下”。阿尔法18星球监测到了未来将影

响他们的地球科学家发生了命运波动，一旦

这位未来科学家的人生转轨，整个阿尔法

18星球也可能遭受巨大危机。于是，“莫扎

特”肩负使命来到地球，来到正在为天文学

梦想与父亲据理力争的任小天身边。可

惜，这一关键信息被剧本一笔带过，湮没

在了本就有些失真的校园生态、有些刻板的

父子关系以及带着漫画式夸张的邪恶组织

刻画中。

陈思诚曾回忆儿时与几百名同学一起看

《霹雳贝贝》的场景。贝贝摘下手套、搓搓

手、指着交通灯“发射”，红灯翻绿的那一

刻，几百人欢呼雀跃，“这个场景迄今都萦

绕在我内心，而且会伴随我一生”。在他看

来，人这一辈子就是由无数个片段式的记忆

组成，可能是影像、台词、旋律或者气息，

他创作《外太空的莫扎特》的初衷，便是希

望能有一部影片伴随青少年一代成长。正因

此，他从熟稔的类型中转身，不讳言“任

性”，“我愿意走出舒适区，面对不同的挑

战”。只是从完成度而言，这部带着野心出

发的影片，似乎有些功亏一篑。

陈思诚新作《外太空的莫扎特》上映，引发口碑争议

看得见想象力的奇幻冒险，困在“印象”中的亲子片

本报讯（记者李婷）为长江口二号古船整体迁移定制的专
用打捞工程船“奋力”轮在南通制造完工，驶回上海交付。而在

九天前，古船整体迁移工程主作业船“大力号”完成古船遗址现

场预处理阶段工作后返港。“大力号”和“奋力”轮先后回港，标志

着中国水下考古重大项目——长江口二号古船考古与文物保护

最核心的古船整体打捞迁移工程取得重大进展。

今年3月2日，长江口二号古船考古与文物保护在沪正式启

动。这是继35年前发现“南海一号”沉船之后中国水下考古又

一里程碑式的重大发现，也是世界首个古船考古发掘、整体迁

移、文物保护与博物馆建设展示同步实施的项目，采用全球首创

最先进的弧形梁非接触文物整体打捞技术。为最大限度地保护

水下文化遗产的原生性和完整性，市文旅局会同交通运输部上

海打捞局创造性地设计了一条全新的专用打捞工程船，并命名

为“奋力”轮。

这是全球首条古船整体打捞专用工程船，主尺度长130米，

宽34米，型深9米，设计吃水6米，最大特点是船两端设有同步

提升装置，在船中部开口自带一个长56米、宽20米的月池。“这

种设计可以直接将古船从海底提升至‘奋力’轮中部的月池之

中，如同‘袋鼠妈妈’的口袋一般将古船拥入怀中，并运输卸载到

上海船厂1号船坞，仅用一条船就完成了原本需要三条船才能

完成的提升、运输、进坞三项任务，极大提高作业效率，保证文物

在施工过程中的安全。”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副主任翟杨透

露，虽然“奋力”轮在制造过程中遭遇疫情，但还是比预定日期提

前了近一个月完工交付。

在确保工作质量和施工安全的前提下，整个长江口二号古船

考古与文物保护项目也在有序推进中，早在5月9日便重启复工，

恢复专用弧形梁加工制作。6月1日，“大力号”离港开赴长江口

二号古船沉船水域开展预处理阶段工作。考古、潜水、物探、打捞

工程等多领域的专业人员，以海洋物探扫测与潜水探摸相结合的

方式，经过35个日夜的连续奋战，精确定位了古船边界和埋深，

复核了古船长约38.1米、宽9.9米，确认了船首向南。同时，对弧

形梁顶梁端板框架设计沉放区域散落的文物进行考古清理，提取

出水了船舵（舵杆和舵柄）、铁锚、缆绳、建筑材料、紫砂壶等，确保

古船信息的完整性。7月5日，在古船遗址现场，“大力号”高质量

完成四根定位桩的沉桩，标志着长江口二号古船整体迁移预处理

阶段工作圆满完成。

据介绍，“大力号”作短暂休整后，将前往横沙基地码头，组装

弧形梁顶梁端板框架，预计于8月中下旬正式开展整体打捞施工

作业。古船打捞出水后，将搭载“奋力”轮迁移至上海船厂。按计

划，长江口二号古船有望在今年年底之前完成打捞与迁移任务。

为长江口二号整体迁移定制的
“奋力”轮完工交付

专用工程船如“袋鼠妈妈”
自带“口袋”将古船拥入怀中

受到疫情影响，不少地区线下演出

行业仍处于低谷。反倒是线上演唱会，

成为了大厂的新流量密码——尤以抖

音、微信视频号最为积极。不久前，在火

山引擎技术支持下，抖音携手环球音乐

旗下厂牌宝丽金推出超清修复“Beyond

Live1991生命接触”演唱会及纪念音乐

会精选内容。这场被奉为经典的演唱

会，在31年后首次被超清修复并重映，

且直播当晚在抖音等多平台累计观看人

次超1.4亿。

Beyond是一支成立于1983年的摇

滚乐队，随着粤语音乐的兴起，Beyond

的 名 字 成 为 一 个 时 代 的 文 化 印 记 。

“BeyondLive1991生命接触”是乐队第

一次在红磡体育馆举办的演唱会，宝丽

金随后发行的影碟在上世纪90年代几

乎一盘难求。“他们的音乐富有朝气、充

满力量，旋律性很强，非常容易吸引歌

迷，更难得的是他们的作品关注现实。”

乐评人曾如此评价这支乐队。

时隔31年，当时的演唱会在画质清

晰度、音质听感等方面体验欠佳，需要进

一步提升才能适应现在观众的观赏需

求。借助火山引擎多媒体实验室提供的

技术，抖音将Beyond这场演唱会从分辨

率、视频降噪、色彩增强、人像清晰度等

多个维度进行了超清修复。“我看到了黄

家驹细微的表情和眼中的光。”从直播后

的口碑来看，修复效果得到了不少好评。

“纵有创伤不退避，梦想有日达成，

找到心底梦想的世界。”直播当晚，当黄

家驹的歌声在直播间响起，网友们将

Beyond的励志歌词打在评论区，一起怀

念记忆里的光辉岁月。“超清修复不只是

提升了音画清晰度。”抖音相关负责人表

示，这次直播还修复了影像背后的记忆，

让几代歌迷因为Beyond隔空产生了共

鸣和火花。

在学者看来，当人们遇到疫情考验

时，更渴望与他人互联，通过“集体共鸣”

排解个体的孤独感；而音乐正是通往集

体记忆的“高速路”，极易让被疫情阻隔

的群体共鸣得到满足与释放。因此过去

几个月来，包括Beyond修复版演唱会在

内的多场线上演唱会，都有着非常亮眼

的数据——同样是港乐代表，同样带有

浓厚的情怀标签，微信视频号此前上线

了张国荣2000年“热 · 情”演唱会修复

版，观看数据为1740万人次；而在5月

27日晚，“音乐教父”罗大佑首场视频号

线上演唱会正式开启，观看人数近4200

万，在同一时间，孙燕姿抖音唱聊会的观

看人次为2.4亿。

其实，线上演唱会并非疫情发生之后才有。早在2000年，

麦当娜就曾尝试过，并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成功举办线上演唱

会的歌手。然而很长一段时间里，线上演唱会这一商业模式并

未受到业界追捧，直到近两年来才逐渐走入大众视线。根据《中

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12月，我国演

唱会直播的用户规模为1.42亿，占网民整体的13.8%。面对如

此庞大的用户基数，平台也希望乘着这股东风营造更多大火出

圈的案例——据悉，视频号的线上演唱会招商计划已经排到年

底，未来预计还有更多的天王巨星开麦献唱。

眼下，数字化技术正成为驱动文化传承的力量——今年5

月印发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提出，发

展数字化文化消费新场景，集成全息呈现、数字孪生、多语言交

互、高逼真、跨时空等新型体验技术，大力发展线上线下一体化、

在线在场相结合的数字化文化新体验。在业内人士看来，“生逢

其时”的线上演唱会，在完成满屏“爷青回”的情怀生意后，未来

还能解锁多少新鲜玩法，更加让人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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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博物馆数字藏品开发大

风骤起，NFT赛道上热闹非凡。中国国家

博物馆、敦煌研究院、上海博物馆、南京博

物院、三星堆博物馆、西安博物院等众多国

内文博机构，纷纷联手数字平台，争相进军

文创“元宇宙”。

据“博物馆头条”发布的《全国博物馆

数字藏品（文创）发行月报》显示，今年上半

年全国发行的博物馆数字藏品不下500

款，其中仅上个月即多达百余款。像是此

前中国园林博物馆推出的《典籍中的园林》

系列数字藏品打开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的园

林，吴文化博物馆发行的“又见江南”博物

馆数字藏品盲盒既雅且潮，都让人们大呼

“钱包捂不住了”。

博物馆数字藏品作为一种文创新形

态，让沉睡在博物馆里古老的文化宝藏焕

发青春，也让“共享收藏”在另一个时空得

以实现。然而，有专家提出，要小心热起来

的博物馆数字藏品变成一团“虚火”，如何

真正发挥它的长远价值，值得业内思考。

二次创作设计赋予博物馆
数字藏品生命力

记者观察发现，如今市面上博物馆数

字藏品的定价大多在数十元，的确可让文

物在数字手段的赋能下，跨越时空的阻碍，

飞入寻常百姓家，为大众所感知。不过，这

些产品的高下其实是有分别的。

去年年底、今年年初涌现的头一波博

物馆数字藏品中，有不少停留在简单地把

原始文物数据加密化，相当于把博物馆藏

品3D扫描，搬到“云”上，再由区块链技术

加持——说白了就是有着独一无二标记的

数字化文物复制品。而在业内看来，不是

把现实世界搬到虚拟世界就是进军元宇

宙，基于原始文物数据的二次创作设计，才

是博物馆数字藏品充满想象的未来。对

此，一些可能已被看到——

存在于典籍却消逝在历史长河中的

园林，在中国园林博物馆《典籍中的园林》

系列数字藏品中得以“复活”。该馆收藏

了许多园林发展的见证物和相关文化史

料，将藏品与古代文集、图谱、册页等文献

和史料等恰当对应、融合、再度创作，实现

了从二维平面到三维空间，从典籍到园林

的直观再现。其中首发数字藏品就包括

据宋徽宗《御制艮岳记》等古代文献典籍

复原的宋代著名皇家园林艮岳，它代表着

宋代皇家园林的风格特征和宫廷造园艺

术的最高水平。

在青年艺术家的再想象与再创作下，

吴文化博物馆八件具有江南特色的重要馆

藏文物被赋予全新的展示面貌，形成“又见

江南”博物馆数字藏品盲盒。例如，《四时

景》的灵感源于一只西晋青瓷球形香薰。

画面融入对应苏州地区春夏秋冬四季最突

出的花果元素——玉兰花、栀子花、桂花、

佛手，洋溢出吴地人民美好的生活情趣。

《小轩窗》则以一只南宋影青粉盒作为原

型。画面选择宋代仕女作为主要元素，穿

插花卉、丝带、漏窗等元素，传递出宋代女

性对美丽的追求。

提取馆藏出土文物的文化元素，通过“演

绎式”思维进行设计，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联合

某数字藏品平台推出了“秦甲士”数字IP藏

品。这是一系列潮玩化的兵马俑形象，展现

出的身披战甲、无所畏惧，正是大秦文化的精

神内核。

打开无界想象的前提是，守
住文物的自主性价值

越是火热，越是需要冷静思考，尤当身处

早期探索阶段。近来各大博物馆一时间齐齐

布局数字藏品开发，与一年多以前NFT艺术

作品拍出天价紧密相连。而事实上，全球

NFT市场正在快速降温，有统计显示，全球

NFT资产市值不到半年时间缩水三分之一。

姑且不论数字藏品这一新兴领域尚存在

着种种监管空白与经营风险，业内人士更为

关心的是进军数字宇宙的征程中，如何守住

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尊严与自主性，“文物数字

藏品不能演变为资本炒作标的”。一个月前，

国内就有数字藏品平台深陷“跑路”传闻；在

欧洲，近日也有国家直接以金融风险为由叫

停了文博NFT。记者采访中有专家指出，博

物馆数字藏品的价值首先应该在于其无界的

文化传播价值。如何把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

以更年轻态、潮流化的方式传递出来，如何推

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才是其发展“正道”。对此，创意是最大的抓

手，而现有的探索还远远不够。

有专家提出，数字藏品与应用场景的配

合大有前景，例如不妨应用到游戏、娱乐场景

中，创建一个可以发挥其社交价值的环境，成

为年轻一代新的文化生活体验方式。而如何

有效利用区块链技术对版权的意义，则又是

另一门值得深究的学问。鼓励多元的参与主

体介入博物馆数字藏品开发，其实也是为了

更大地激发创新活力。

博物馆数字藏品开发大风骤起
■本报记者 姜方

■本报记者 范昕

■本报记者 王彦

▲中国园林博物馆《典籍中的园林》系列数字藏品。制图：李洁

▲ 吴文

化博物馆

发 行 的

“又见江

南”博物

馆数字藏

品盲盒。

陈思诚新作《外太空的莫扎特》是为暑期档定制的电影，希望用一种轻松

幽默的方式，引发大家对“中国式父子关系”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