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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部好剧，谁之过？
王彦

当下不少电视剧高开低走，
播出过半后频现品质滑坡———

来时技惊四座、好评如潮，走时漏
洞百出、吐槽一片。时下一些电视剧让
观众陷入难堪———前 20 集给出好评
的人，到了后期纷纷哀嚎“又被打脸”！

来看几部近期播出的热门剧集。
《和平饭店》前十集，陈数、雷佳音搭档
的反差萌清新脱俗， 密室逃脱的玩法
更是在谍战剧里难得一见， 因而悬念
迭着悬念，叫人一秒都不舍得快进。可
十集新鲜劲儿过后，易容、掉包、制毒、
拓印、跑酷、徒手劫刑场等反逻辑、反
常识的剧情一再出现， 将之前累积的
好感消解殆尽。《台湾往事》也是如此。
从前 15 集剧情来看， 它完全有着成
为经典的潜力。 可 15 集一过，关乎家
国情怀的正剧旋即演变成俗套的神
剧，连骑个自行车都要动用技术抠图。
仍在播出的《美好生活》也不例外，前
20 集凭细节戳中了中年心事，靠演技
赢得了生活质感， 但 20 集后几乎所
有出场人物都有了三角四角情感纠
葛。于是，这些剧集的网络评分无不高
开低走， 其讨论区里还会看见这样的
话题，“你猜， 这部剧的最终评分会跌
到多少”，“前几天兴冲冲向朋友安利
（推荐）的我，现在只想收回赞美”。

观众的品位不会在一部剧播放过
程中出现大幅波动，频被“打脸”的背
后，其实是对“半部好剧”怒其不争。相
比悬浮的都市言情剧、 玄幻的古装偶
像剧、辣眼睛的宫斗剧等，“半部好剧”
的虎头蛇尾更叫人遗憾万分。

“半部好剧”谁之过？ 祸首就是如
今国产剧的通病———注水。 本应是戏
核突出、节奏流畅的好故事，出于商业

原因，硬生生被大量啰嗦又俗套的“凑
集数”拖垮。 纵观当下市场，都市剧普
遍 40 集以上，古装剧动辄七八十集。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竟然成了稀缺
的品相。

为了多放广告凑集数，往剧情里
硬添加不必要的人物、情节，甚至一些
段落重复剪辑，“闪回”段落越来越长。
正片不够？ 预告片凑！ 看了下集预告，
几乎等于看了下集?只因每集干货不
过是预告片里的有限时长。

“半部好剧”的背后，是一整套注
水节奏：为了在千帆竞发的频道争夺
战里领先一个身位，悬念、冲突必须密
集前置！ 过了前五集“险滩”后，观众
好感度上升，剧情可以平稳过渡，正常
发挥。 十集一过，该放的戏剧钩子都
已放置，观众也多“上钩”，此时在酒里
兑水还是水里兑酒，浓度全凭资本诉
求。如果一集能卖 1200 万，多剪五集
就是多卖 6000 万，何乐不为！反正拖
拖拉拉几十集，只要关键悬念一直在，
观众再不耐烦，在没有更好的剧集替
代前，也不至于一怒弃剧。 去年的现
象级反腐剧《人民的名义》就有此病，
前两集“小官巨贪”吸睛无数，而后虽
靠特殊题材引人入胜，但郑胜利及其
女友的戏份，依然被大量观众选择性
快进。

电视剧行业，本应剧本至上，却成
了经济账本为王 ，结果是 ，精品剧不
精，水剧更水。 要避免“龙头烂尾水蛇
腰”的“半部好剧”层出不穷，需要平台
自身把好品质关，更需要创作者澄净
下来，少些商业投机，回归初心。

上海博物馆“珍藏”
赴美法俄推出特展

本报讯 （记者李婷） 上海博物馆

今年推出三个特展， 把中国艺术带到美

国、 法国、 俄罗斯， 让中国文化的芳香

远播海外。 这三个展览分别是正在美国

芝加哥艺术博物馆举办的 “吉金鉴古：
皇室与文人的青铜器收藏”， 刚刚在法

国巴黎池努奇博物馆揭幕的 “中 国 芳

香： 古代中国的香文化”， 以及将于下

月中旬亮相俄罗斯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

“上海博物馆藏明代艺术珍品展”。
三大展览中， “中国芳香： 古代中

国的香文化” 展比较特别， 这是中国香

文化在欧洲最整齐的一次亮相。 展览以

时间为顺序展开 ， 通过上海博 物 馆 的

91 件 （组） 陶瓷 、 绘画 、 青铜等 ， 以

及巴黎池努奇博物馆的 19 件亚洲艺术

收藏， 全面展示战国至清末中国人如何

用香与品香， 以及香如何融入皇室、 庙

宇和文人雅士的日常生活。
展览中， 年代最早的一件展品是战

国时期的络纹熏。 据考证， 这应是一种

与熏炉配套使用的熏笼。 有记载显示，
早在汉代 ， 熏香已经在贵族中 广 泛 流

行， 出现了专门用于熏香的熏炉， 以及

能直接放在衣物中用来为衣服、 被褥熏

香的熏笼。 唐以后， 熏笼的使用更为盛

行， 诗人白居易 《后宫词》 中便有 “红
颜未老恩先断， 斜倚熏笼坐到明” 的诗

句。 而许多画家也曾用画笔描绘闺阁、
僧道、 文人的用香情景。 比如， 此次展

出的陈洪绶的 《斜倚熏笼图》 堪称明代

生活用香的经典之作： 美丽的女子斜身

倚靠熏笼，裙裾招展，熏笼下放置一鸳鸯

形香炉。古人不仅以诗书画咏香，更发挥

聪明才智，打造出各式各样的香具。展出

的一件清代的透雕鎏金炉， 便是其中的

代表。这个香具做工十分精美，盖顶饰一

狮子，盖面隆起为镂空的缠枝花纹。这件

器物同时运用了错金和鎏金两大工艺，
器表经过特殊处理呈现三种不 同 的 颜

色。 盖底部有款识 “造办处制”， 乃是

专供内廷和皇家使用的器物。
正在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热展的

“吉金鉴古： 皇室与文人的青铜器收藏”
展， 共展出横跨商代至今 3400 多年约

180 件作品。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镇馆

之宝柉禁组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天下

第一鬲” 师趛鬲等齐聚芝加哥向公众展

示。作为中国青铜收藏重镇，上海博物

馆则提供了 30 件古代青铜器和 1 件

清代绘画。其中，史颂鼎、鲁侯簋、齐侯

匜等均为国家级重要文物。 商代晚期

的小臣系卣自多年前从海外收购回国

后， 一直是上海博物馆中国古代青铜

馆常设陈列的重要组成， 这是首次出

馆展示。因此，这次展览也被评论界称

为美国今年最不容错过的大展之一。
下月中旬， “上海博物馆藏明代

艺术珍品展” 还将亮相克里姆林宫博

物馆 。 该展览 将 精 选 家 具 、 文 房 用

品、 绘画、 缂丝、 瓷器、 漆器、 珠宝

首饰 、 陪葬俑等各类文物 83 组 156
件， 全面介绍和展示明代人们的日常

生活、 审美意趣、 丧葬习俗以及明代

高超的手工艺技术。 展览将重建明代

文人书房的真实场景， 同时还将展出

一组由 66 件出土陶俑组成的 “仪仗

队”， 为俄罗斯观众带去中国古代文

化的精粹， 加强 “一带一路” 国家间

的文化交流。 业内人士指出， 文博机

构赴海外办展， 充分表达了 “中国文

化走出去” 的主动性。 史依弘独挑“四大名旦”代表作
本报讯 （记者黄启哲）一人独挑京

剧“四大名旦”代表作，这在过往的舞台

上似乎从未有过， 梅派大青衣史依弘打

算挑战一下。 记者昨天从上海大剧院获

悉，5 月 1 日，史依弘将带来京剧专场“梅
尚程荀史依弘”， 一人主演梅派 《苏三起

解》、尚派《昭君出塞》、程派《春闺梦》、荀
派《金玉奴》“四大名旦”代表作。 跨越流

派，又是出文入武，在很多人看来是“了不

得”的事，史依弘的初心却很朴素：“趁时

光大好，我们这代人要多学几出戏。 ”
一人唱遍四个流派， 是史依弘构想

已久的事 。 五年前 ， 她推出一 档 名 为

“文武昆乱史依弘” 的演出， 京剧 《白

蛇传》、 昆曲 《牡丹亭》 等剧接连上演。
这场演出令她收到不少观众来信， 信中

不约而同提到她在舞台上的综合性展示

能力， 希望她能 “把旦角的四大流派都

演了”。 这正说中了史依弘的心愿。 不

拘泥于梅派传承， 广泛学戏， 是史依弘

过去一直努力的方向 。 “1993 年我就

演出了 《昭君出塞 》 这出尚派 的 代 表

作， 此后还演出了尚派的 《拾玉镯》。”
七年前 ， 她还尝试演出程砚秋 代 表 作

《锁麟囊》， 以 “梅韵程腔” 的独特演绎

方式引发不少热议。
尽管此前 “攒” 了各大流派的传统

戏， 这一次史依弘却固执地给自己选了

两出新戏———程砚秋代表作《春闺梦》与
荀慧生代表作《金玉奴》。为学《春闺梦》，
史依弘找到程派表演艺术家、 俞振飞之

妻李蔷华和京剧界有“万宝全书”之称的

老艺术家孙元喜。这出程派经典，由一句

“可怜无定河边骨， 犹是春闺梦里人”诗
文衍生成戏， 是当年程砚秋与俞振飞两

位京昆大师联合创排而来。剧中如小生、
旦角同步走身段等演绎方式就是借鉴昆

曲《牡丹亭·游园惊梦》而来。李蔷华已近

90 岁，孙元喜也已是耄耋之年 ，教起戏

来却一丝不苟。学荀派的《金玉奴》，史依

弘又找到童芷苓的学生、 戏校任教的李

秋萍，对方更是像“教小学生一样”从眼

神到动作一一指导。
台下勤学多问，台上也有前辈相帮。

此次专场还特别邀请蔡正仁、金锡华、萧
润年三位老艺术家， 三人年龄相加已超

过两个世纪。
四出戏在 5 月 1 日连续上演， 每出

戏平均时长 50 分钟， 没有垫场戏， 史

依弘一人从中午唱到夜里， 还要在不同

流派风格、 文戏武戏间切换， 着实是个

考验。 “有些人觉得京剧流派是不可逾

越的， 我认为这存在一定的误区。” 上

海京剧院院长单跃进支持史依弘的 “不
安分”， “流派不仅仅是 ‘认祖归宗’，
四大名旦、 四大须生之前没有流派， 而

这些伟大的艺术家正是在广泛 学 习 之

后， 融入自己的艺术创造， 才形成了自

己的流派”。 京剧观众追崇流派， 其实

追崇的是艺术家的个性。 他说： “只有

打破门户之见， 广泛地吸收学习， 才能

更好地产生自己的艺术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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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为伟大信念默默坚守的英雄致敬
电视剧《沙海老兵》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热播，展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动人往事

由高希希执导， 邵兵、 李依晓主

演的电视剧 《沙海老兵》 正在央视综

合频道播出。 电视剧展现了英雄团官

兵穿越素有 “死亡之海” 之称的塔克

拉玛干大沙漠， 抵达新疆和田， 从此

扎下根来， 在沙海中坚守理想、 默默

奉献的故事。
从 《历史的天空》 到 《幸福像花

儿一样》， 导演高希希是国内军旅题

材电视剧的一把好手。 这一次， 他将

镜头对准上世纪 50 年代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的动人往事， 再现这段在影视

剧中并不多见的历史记忆， 展现老兵

为祖国建设无私奉献、 无悔坚守的崇

高精神。 高希希说， 这是一部关于青

春、 关乎理想的作品， “为了一种信

念默默坚守 ， 是 一 种 高 昂 的 理 想 主

义， 是一种不能被遗忘的精神品质”。
《沙海老兵》 的故事从建国前夕

说起， 一直讲到 1984 年国庆三十五

周年阅兵， 邵兵饰演的团长栗峰带领

着战功赫赫的英雄团， 接到开拔新疆

的艰巨任务， 在维吾尔族兄弟的帮助

下 ， 他们穿越 沙 漠 ， 完 成 了 奇 袭 任

务。 之后， 英雄团又奉命留守建设新

疆， 在戈壁滩上建立起了家园， 默默

奉献自己的青春。
电视剧中一波三折的故事背后是

真实的历史事件。 “白雪罩祁连，乌云

盖山巅， 草原秋风狂， 凯歌进新疆。”
1949 年 9 月 ，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

军团的部队， 就是唱着这首由王震作

词的战歌 ， 翻 祁 连 、 穿 戈 壁 、 剿 土

匪， 使新疆各族人民过上平等团结、
当家作主的新生活 。 1954 年 10 月 ，
驻新疆的数万解放军官兵集体就地转

业， 组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这批将

青春献给 “远方” 的战士中， 有很多再

也没有走出过新疆。
电视剧 《沙海老兵》 虽然在人物塑

造和情节设置上有艺术创造， 但传达的

无怨坚守的老兵精神却真实可 感 。 剧

中， 高希希通过把英雄还原成真实可信

的人， 来再现生活化的历史细节。 拿主

人公栗峰为例， 在军人的服从与刚毅背

后， 也有明显的情感发展脉络。 和平解

放新疆后， 全团官兵化剑为犁， 成立生

产队工作队， 扛枪打仗的战斗英雄突然

要在异乡安家落户， 让栗峰一度不太适

应。 当官兵们在这里组建家庭、 扎根落

户后， 他收到前往北京的调令， 却又对

这片土地充满了不舍。
为还原当年恶劣的自然环境与老兵

的奋斗， 几位演员做出了不小的努力。
沙漠天气莫测， 前一秒阳光灿烂、 后一

秒飞沙扑面的情况时有发生， 一场戏

下来， 演员常常满嘴是沙。 为了找到

老兵的状态 ， 邵 兵 专 门 租 了 辆 自 行

车， 自己骑车去拍戏， 让皮肤晒得黝

黑。 青年演员李依晓在剧中饰演栗峰

的妻子———一位女兵文青， 这个角色

要从青年演绎 到 老 年 ， 演 员 通 过 增

肥， 在嘴里塞入棉花， 在腰上垫棉垫

等手段， 尽可能表现老年人的状态。
史依弘将挑战 “四大名旦” 四个流派代表作。 （演出方供图）

《沙海老兵》 展现了英雄团官兵在新疆和田组建家庭、扎下根来，在沙海中坚守理想、默默奉献的故事。图为该剧

剧照。

商代晚期的小臣系卣清代透雕鎏金炉战国时期的络纹熏

陈洪绶的 《斜倚熏笼图》 堪称

明代生活用香的经典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