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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作家马伯庸通过社交媒体辟谣：引发

颇多争议的网剧《天启异闻录》与自己无关，并

非改编自他的小说。而此前众多娱乐营销号有

意无意将这部网剧称为“马伯庸作品改编”，这

种“碰瓷式营销”更加剧消耗了作品的风评。

《天启异闻录》亮相之初引发不少网友的

“高分”期待，毕竟故事“脑洞大开”：锦衣卫的绣

春刀、佛朗机商人的火枪、力大无穷的怪兽……

各方势力在天启年间辽东角逐。此类国产剧中

少见的奇幻题材让人眼前一亮，有网友戏称：第

一集《绣春刀》，第二集《生化危机》，第三集《加

勒比海盗》，“期待值拉满”。担任主演的黄轩，

及曾执导电影《绣春刀》和《刺杀小说家》的总导

演路阳，也为这部剧集增加了“质保”。但在这

些优势因素叠加之下，《天启异闻录》全网正片

播放市占率第5，表现不温不火，口碑高开低走。

陷于叙事节奏的泥泞，题材稀
缺却后继乏力

古装奇幻剧《天启异闻录》讲述明朝天启年

间，锦衣卫褚思镜前往辽东宁远城外的宁海堡

调查军中伤寒疫病状况，在这过程中发现诸多

吊诡现象，由此展开奇幻冒险故事。由黄轩饰

演的锦衣卫褚思镜性格沉稳，办案经验老到，武

艺高强；吴樾饰演褚思镜的搭档鞑官伯颜，他表

面粗豪，实际上心思细腻，常常在无形中帮助褚

思镜推进查案进展。然而，剧情前期铺垫过长、

叙事节奏缓慢，十分令人“捉急”。褚思镜、伯颜

一行人在兵营里唇枪舌剑，在军队库房里细心

搜查，在街头寻访百姓嘘寒问暖……看似非常

忙碌，但主线剧情进展缓慢。一共12集已播放

过半，前期铺开的主角弟弟下落、筑城背后的朝

中势力斗争、军中疫情真假、乌暮岛上的神秘组

织等线索一个都没收束。

如果对标国外奇幻题材作品，不难看出网

友为何越看越失望。HBO出品的《权力的游戏》

虽然有龙、女巫、魔法等元素，但整部作品讲述

的故事原型取材于中世纪封建领主之间权谋和

战争，堪称一部玄幻文学的史诗；网飞推出的韩

剧《王国》将领议政与国王世子之间的矛盾交代

得十分清楚，并没有故弄玄虚。与之相较，《天

启异闻录》徒有题材雄心，却拙于叙事——无论

怪兽与人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乌暮岛上鬼

气森森的迷雾，还是明朝天启年间辽东各方势

力龙争虎斗的厚重历史背景，各要素的呈现驳

杂缺少相互呼应，故事节奏更是拖泥带水。该

剧在爱奇艺平台上线首日的热度还不到6000，

播放至今的单日热度峰值也只有7200出头，平

淡表现实在与这个精彩题材及强大主创阵容不

相匹配。

“明军版毒液”背后，本土神话
元素去哪了

有细心观众发现，《天启异闻录》中出现《山

海经》《神异经》等东方神话体系的黑鹮、横公、

玄冥等名字，但剧中“货不对板”的国外风格怪

兽样貌一出场就让人“出戏”。如《天启异闻录》

中怪兽的第一次登场，是锦衣卫褚思镜查案时

被一只上半身为人形的硕大八足蜘蛛偷袭。只

见屏幕上的人和怪兽打斗热闹，而弹幕的注意

力则在“这怪兽长得像电影《异形》”。还有网友

在评论区进行普及：“那只人身蜘蛛外形来源更

像是国外《龙与地下城》中蜘蛛女神罗丝。”此

外，剧中人物沈让曾经是明军的一位把总，后来

获得变身为怪兽的能力，但他变身的过程及其

怪兽样貌的建模，却近似国外电影《毒液》中的

怪物，导致有弹幕刷屏“明军版毒液”。

有学者指出，中国的上古神话反映着中华

民族独特的哲学和世界观，是中华民族区别于

世界其他民族的特色文化表征。这种文化魅力

使得中国观众对本土神话元素有着天然的亲和

度。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民俗学专家田兆元也

曾撰文表示，中国神话在对外传播方面，与西方

神话在中国的传播，还存在着不对等现象。实

际上，从早前的电影《长城》到近期的《天启异闻

录》来看，中国观众对“国产西方怪兽”并不妥协

接受，反而始终对根植于中国传统沃土的东方

神话里的各种奇兽抱有期待。

近年来，国漫大片《哪吒之魔童降世》、米哈

游的游戏《原神》《崩坏：星穹铁道》、上海交通大

学出版社的《中华创世神话六讲》等影视文学作

品，都是在国内取得广泛好评后，进而迈向海

外，不断将中国文化元素推向全球。这是否在

提醒国产影视作品的创作者，适当摒弃两面不

讨好的“国产西方怪兽”，转而拥抱本土神话这

片富饶的“蓝海”呢。

《天启异闻录》：西方的怪兽，无法讲好中国的故事

当柔情百转的九曲桥畔响起慷慨激

越、粗犷豪放的中原之音，是怎样一番别致

的场景？继昆曲和越剧之后，沪上标志性的

戏曲演出场所之一、位于豫园的“海上梨

园”将迎来中国第一大地方剧种——豫剧

的驻场演出。1月21日起，豫剧表演艺术家

李树建将与一众豫剧名家新秀启动《豫园 ·

豫剧 ·遇知音》活动。豫剧千里迢迢来到上

海开创驻场演出新模式，看中的便是戏剧

大码头的平台效应。正如上海市戏剧家协

会顾问沈伟民所说，“成为中国传统戏曲的

展示窗口，正是上海演艺格局多姿、体现文

化大都市吸引力与影响力的有力证明”。

众所周知，上海是许多戏曲名家的成

名之地，京剧大师梅兰芳就是在上海一炮

打响，进而开展全球巡演，将中国戏曲艺术

第一次带到世界。而豫园作为上海的著名

景点，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承载着极

为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年来开展

的花展、灯会、书画展、文物展、“空中戏阁，

海上梨园”等文化活动享誉海内外，每天都

会接待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据悉，

为了此次豫剧入驻豫园，双方进行了长达

半年的前期策划。

去年，李树建曾与河南豫剧院二团携

新编历史剧《清风亭上》亮相“演艺大世界 ·

2023国际戏剧邀请展”，让上海观众一睹

当代豫剧的魅力。彼时，观众的热情就让

李树建充满信心——上海是世界的演艺码

头，在这里，我们还能做得更多！“‘海上梨

园’虽然是小剧场，却是豫剧的大舞台，希

望让更多新人通过这方舞台走向全国、走

向世界。”李树建表示，“借助上海国际大都

市的独特优势，真正为豫剧培育省外市场，

为剧种的长远发展赋能。”

“华灯与戏曲交相映，这种独特的美感

享受为传承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了

一个令人向往、使人迷醉的氛围。”这在沈

伟民看来，中国名园豫园自带的高人气将

在驻演中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天然地为

豫剧“导流”，将其推介给更多元更丰富的

受众。与此同时，“海上梨园”作为小剧场

拥有灵活多变的特质，可以容纳形式主题

各异的演出，全方位展示剧种的魅力。“热

情拥抱八面来风，这是上海的城市性格之

一。”他对记者表示。

届时，观众不仅将在“海上梨园”欣赏

到以豫剧为代表的河南经典戏曲剧目《花

木兰》《朝阳沟》《穆桂英挂帅》《七品芝麻

官》等作品以及水袖、变脸、耍獠牙等传统绝活，也能看到河南优

秀传统文化少林功夫、太极拳和曲艺文化品牌“喷空”团队与河

南李树建戏曲艺术中心联合打造的沉浸式演出。上海豫园湖心

亭总经理兼“海上梨园”主理人王毅文表示：“海上梨园”举办过

多个种类的戏剧演出，豫剧入驻之后，将进一步丰富剧场的演出

形态。”驻演也吸引到沪上戏曲名家的加盟，茅善玉、李军、傅希

如、潘前卫、李政宽等将献上他们的代表性节目。

豫园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文化属性也为文旅融合创造了

新场景。驻场演出期间，“海上梨园”将设立河南名产专柜，推介

郑州烩面、方中山胡辣汤、开封灌汤包、温县铁棍山药等非遗传

统美食，让广大上海市民和海内外游客在豫园内赏豫剧、品豫腔

豫韵的同时，还能近距离感受豫食豫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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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电视剧《繁花》，社交平台有个话题

“?天前和?天后看繁花”，意指随剧情而变

的观剧心理。数千万阅读量的话题下，热门

第一条对唐嫣不吝赞美。“刮目相看”“王家

卫用对了唐嫣”“人生角色”等评价一时占据

主流。

时间倒回《繁花》开播前，王家卫还在对

画面精雕细琢，几乎没有演员看过全片。导

演的一贯神秘、情节的隐而不宣，让大家在

路演时都不敢轻易剧透细节。大众观望，主

创也在等待，等这部拍摄了三年的电视剧在

播出后“响”还是“不响”。

本报专访唐嫣那天，她正处于这段等待

期，等“汪小姐”为大众认识，等《繁花》被观

众认可，也等待更多人给演员唐嫣的最新判

词。对一些问题，她表示“时候未到”，但有

三件事是彼时便确凿无疑的：她说“美”是多

维的、多向的；她说《繁花》于目前的自己是

无可取代的；她说“汪小姐”这个角色有一部

分留在了唐嫣身体里。

《繁花》播到现在，至少“汪明珠”的名字

在许多人心里“碰碰响”了，不只是因为这个

看来娇俏俏的姑娘在暴风雨里高喊“我要做

自己的码头”，也不见得是为她自立门户后

开出第一单而折服。“汪小姐”能撬动人心的

魅力，很多时候在乎一种“明天感”，是在丛

林法则里始终相信明天会更好的明媚敞亮；

是在穿透了鎏金色调和浓烈光影后，人们在

唐嫣的“汪小姐”身上看到了一个上海姑娘

能拥有多么阔达的精神世界。

从未见过的自己

剧组第一次官宣阵容时，外界不无愕

然。“汪小姐”，一个在原著里命途坎坷又带

着“人情复杂、万事纠葛”肉感的角色，到了

电视剧该怎样呈现，是照样凌厉还是温柔善

待，没人猜得到王家卫的底牌。

问题到了唐嫣这儿，演员答得辩证，“她

让人心疼又让人欣赏”。心疼她依然风吹雨

打、起起落落，欣赏她“有韧劲、有冲劲、有担

当、至真至情、拿得起放得下、敢打敢拼……

有很完整的人物成长线、丰满的表现维度，

几个标签不足以形容”。一时怜惜给角色，

“善待”则是角色与演员共享的。尤其，王家

卫爆改后的“汪小姐”，打开了唐嫣从未见过

的自己。

1988年，“汪小姐”的青葱岁月，姑娘上

外毕业后，顶替父亲进了外贸大楼，生命和

日常的基调都有些高亢。“戴尼龙袖套和半

截的绒线手套，啤酒瓶样厚底近视眼镜后

面，一点青涩、几分较真、风风火火，都是妈

妈那辈人年轻时的样子。”拍摄间隙，唐嫣给

家里打视频，手机那头的妈妈脱口而出，

“灵，登样”，两个沪语用词都是漂亮的变体

说法。“真的很美。”唐嫣说，萌新的“碰哭

精”、众星捧月的“汪小姐”、暴风雨里成长的

“虹口小汪”、自立门户的“汪明珠”，“一个造

型有一个造型的美感”。

毋庸置疑，美，对于女演员而言是天

赋。因为形象优越，还在中戏上学时，唐

嫣就被张艺谋选中为雅典奥运会闭幕式

“北京8分钟”的“奥运宝贝”。但也无法

否认，美或者说表面的颜值这桩事，在众

声喧哗的互联网时代，是让很多女演员态

度微妙的“资产”。

《繁花》剧组的邀约递来，唐嫣并不讳言

那是难以置信的。更让她惊讶的事发生在

与王家卫的初次见面，“聊天中，导演一直让

我别给自己太大压力，许多话让我感觉他已

经非常了解我了”。现在回想起来，那天也

像是契机、一个让演员唐嫣自我审视的契

机，王家卫导演为什么找到她、他看到了她

哪些特质……她把寻找的答案放到“汪小

姐”身上，最终，长波浪、高跟鞋、外滩27号

的金花是她，头发蓬乱、工服灰暗、暴风雨下

的狂花也是她。

演员本人说，妆造只是角色内心的外

化，“小汪身上有野蛮生长的活力，像‘打不

死的小强’，那种朴素的生命力是一个女生

不同阶段的美，我全盘接受”。

恩师王家卫

上世纪90年代初，唐嫣还是个小姑

娘。彼时的她观察家乡的视角，肯定和成年

人汪小姐有所区别。饶是如此，唐嫣很笃

定：“《繁花》里的一幕幕似曾相识，代入感太

强了。”

有些亲切感由“硬件”营造。第一次走

进片场搭建的进贤路，唐嫣为眼前的“神还

原”兴奋不已。弄堂、烟纸店、自行车、路牌，

先映入眼帘，随后移步换景，几乎步步有惊

喜。棒头糖、“老坦克”、缝纫机、热水瓶、磕

掉了边缘搪瓷的痰盂罐……细节太多了，演

员们刚进片场，看到这个东西也有，那个东

西居然也有，惊呼声此起彼伏。剧组也请来

当年外滩27号上班的初代白领们给演员讲

课，城市的记忆与个体人生温柔重合，“开机

时自然而然就入戏、入情了”。

许多观众达成了共识：《繁花》就要看沪

语版。一则沪语是片场用语，声场的远近、

轻重乃至气流都是与表演一脉相承的；二来

沪语作为母语，揭开了演员们本能式反应、

潜意识表演。唐嫣承认，家乡话是迅速进入

角色内心的秘钥，“看着剧本，就会自动切换

成上海话，从未有过”。沪语不仅带来亲切

感，许多文字下的潜台词也跟随上海话独有

的表达平添意蕴。演员形容台词为“千层蛋

糕”，写来与普通话一样，但在气息和顿挫的

发音背后，“方言的习惯带着心照不宣的暗

号”，让演员和角色卷起岁月乡愁的记忆，化

在烟火气里等待观众前来相认。

但方言并不只是“解除封印”“降低难

度”的，尤其对唐嫣。上海话本就语速轻快、

雀跃，“汪小姐”快人快语，情绪一上来，台词

几乎没有气口。后期重配普通话版本时，同

组演员替“汪小姐”暗暗叫苦，唐嫣深呼吸，

“唯一办法，就是在话筒前投入地、全身心地

再演一遍，用普通话再感受一遍汪小姐”。

在唐嫣眼里，自己“卷”自己，是《繁花》

剧组的常态。她将王家卫视作“恩师”，“导

演会根据我们在镜头前的表现不断深挖，听

他讲戏常会有醍醐灌顶的感觉”。有这样亦

师亦友、善于挖掘演员潜能的导演在，拍戏

便是大家最享受的事，收工反而成了让人黯

然的一刻。“每天收工，很多人舍不得离开，

怎么就结束了呢，都意犹未尽。”于是，有了

吴越主动拖堂、被导演抓包后顺便补拍的幕

后花絮，成就的却是“小汪”含泪收下师父邮

票集，为岁月珍贵情深意长掬一把泪的动情

场面。

生命的痕迹

《繁花》整整拍了三年，“杀青多”是网友

的玩笑辞令，但摆在演员面前的难题很现

实：怎样接戏？妆造和道具的衔接交给剧组

工作人员，人物状态怎样保持一致考验着演

员。外型上看，不能胖、不能瘦，就连多几条

皱纹都会被高清的镜头捕捉；更要紧的在眼

神、在心境。

生命会在岁月里留痕，可对一部剧的同

一个角色，演员需要“无痕”，藏起自己在

真实岁月里的痕迹，抹掉其他剧组角色带

来的痕迹。“我可能没有这样的难题。”唐

嫣说，“因为过去三年里，我全身心投入，

我的情绪事实上是被汪小姐牵着走的。难

过着她的难过，欣喜着她的欣喜。”此话听

来轻松，可稍稍咂摸，很容易分辨个中五

味杂陈。都说女演员“花期”宝贵，三年

只接一部戏，三年只跟一个角色死磕，时间

的洪流会带来也会带走许多人和事。唐嫣

不说选择，只谈值得。

王家卫导演是恩师，外界只道他把唐嫣

带到了作为演员的新境界，但演员本人说：

“他给我上的最重要一课不单单是表演，而

是人生。演戏是演另一个人的人生，在剧组

与王导聊天时，常常好像走进了人生课堂。”

她把对手戏演员看成“高山”，是自己戏里戏

外的贵人。饰演金花科长的吴越、饰演范总

的董勇都是演技精湛的前辈，“跟他们对戏，

压力不小”；虹口码头的工头范志毅从足球

跨界来客串一把，“他的表演状态很自由，而

越自由越厉害，一样是挑战”。故事里，师

父、范总、工头都是角色的贵人和革命战友，

“戏里，他们帮我从‘汪小姐’蜕变成真正的

汪明珠；戏外，他们帮到我唐嫣，让我知道，

对手戏演员强，我也可以遇强则强”。

还有些痕迹潜移默化着留在了生活里，

变成唐嫣的一部分。“‘小汪’行动力强，生命

力饱满，一言一语都像是上了倍速的。”忽然

一天，唐嫣在家发现自己的动作变快了，以

往洗漱、吹头的时间几乎压缩了一倍。“过去

的三年，我全都是汪小姐，身、心、灵结合一

体，我不认为自己是唐嫣了。”

汪明珠的故事还在继续，演员唐嫣也

是。1983年生于上海，唐嫣在《繁花》开播

时40岁了。“《繁花》让我更热爱表演。”三年

打磨，愿她像“汪小姐”那样，跳脱纠结的混

沌、穿越繁花迷人眼，在演员这条路上真正

抵达“不惑”。

唐嫣：我过去的三年，都是“汪小姐”

《豫园 ·豫剧 ·遇知音》本月起每月下旬演出三场。（主办方供图）

吴樾饰演褚思镜的搭档鞑官伯颜，表面粗豪，实际上心思细腻，常常在无形中帮助褚思镜推进

查案进展。图为《天启异闻录》剧照。

长波浪、高跟鞋、外滩27号的金花是她，头发蓬乱、工服灰暗、暴

风雨下的狂花也是她。唐嫣说，小汪身上有野蛮生长的活力，像“打

不死的小强”，那种朴素的生命力是一个女生不同阶段的美。

制图：张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