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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宣晶

文明，是解码一个民族为何能绵延不绝的重

要钥匙。从“满天星斗”到“多元一体”，中华文明

融合发展的伟大进程，既埋在浩如烟海的古书和

古籍里，也藏在古迹与古物中。5月26日，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家文物局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

片《寻古中国》开播，用独具匠心的影像，为“何以

中国”写下生动的注脚。

“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

当司马迁笔下的“滇王王印”现世，沉睡千年的古

老文明逐渐“苏醒”。首播的《寻古中国 ·古滇记》

围绕“古迹、古籍、古物、古人”等线索，创造性地把

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探寻中华大

地上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节目以“思想+艺术+

技术”融合传播理念，让更多文物、古籍和文化遗

产“活”起来、“火”起来。青铜器记录下“无字史

书”，螺蛳山定格下“平常的一天”，石寨山的“滇王

之印”“并入益州郡”都在指向大一统，《寻古中国》

将古滇国的文明碎片一片片拾取拼接，在文明的

纵深处进行探寻，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梳理与阐释，

展现文明的交流与融合。

在文明纵深处探寻，解码中华文
明起源形成与发展

如今，“滇”作为云南省的简称众所周知，但

2000多年前古滇人创造的文明却鲜为人知。历史

深处的神秘古滇国存在于《史记 ·西南夷列传》《汉

书》等古籍中，它的存在也被先滇时期的环形贝丘

遗址、战国时期的牛虎铜案、西汉时期的滇王金印

等古迹、古物所印证。借助云南滇池周边地区的最

新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寻古中国 ·古滇记》走进

一个个考古现场，透过大量螺蛳壳堆积的地层、数

以万计精美绝伦的青铜器等发现，勾勒出古滇人

的生活场景和发展脉络。

作为祭祀礼器的牛虎铜案，不仅是工艺精湛

的艺术品，还折射出了中原祭祀礼仪对古滇国的

影响。先滇时期环形贝丘遗址，展现出滇人“靠水

吃水”的生活习俗，这样的饮食习惯延续至今。以

失蜡法铸造的贮贝器，定格下扛铲者、背袋者、抱

罐者、抻布者、顶物者等各色人物的生动一瞬，反

映了古滇国热闹的集市场景。出土于云南晋宁石

寨山的“滇王金印”，则为典籍记载下的“滇王王

印”找到了考古实证。《寻古中国 ·古滇记》首次披

露的宝贵文物不韦丞印封泥，以及此前广受关注

的滇国相印封泥、数百枚简牍等考古证据，共同表

明西汉中期以后，中央政府已经对包括古滇国在

内的云南地区实施了非常有效的行政治理。《史

记》中关于古滇国的记载以及考古中大量古迹、古

物的不断涌现，证明了古滇文化最终与中原文化

相融合，汇入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

中华大地积淀着人类文明旅程中最悠久和绵

长的文明精华。记者获悉，《寻古中国》首批共推

出《古滇记》《古蜀记》《玉石记》《寻夏记》《云梦记》

《稻谷记》《河洛记》等7个系列节目，生动解读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系

统。以“寻根探源，叩问来处，讲述中华文明故事”为主旨，这部系列纪

录片将中华文化的多个枝节与主干进行统一性解读，以真切的史实、物

证来展现中华文化的凝聚力与丰富性。

古滇、古蜀、云梦、河洛……这些藏在古书里的名字引发人们无限

遐想。如果能穿越到千年前的古地名现场，那时的人们生活、人们的创

造又是何种景象？看完《寻古中国》的一个又一个系列，就会得到满意

的答案。节目把零珠片玉的历史线索，通过推理想象和数字建模，最大

限度地还原为历史现场；把晦涩难懂的符号元素，以清新的文风和年轻

时尚的表达，为观众道破玄机；引领今天的受众理解和感悟中华先民的

人生观、宇宙观，感知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

重返历史现场，创新制作方式让文物“活”起来

用年轻化语态讲述文明故事，《寻古中国 ·古滇记》创新“实景主

持+CG动画”的制作方式，呈现效果更加真实立体。节目中，主持人站

在古滇国的土地上时，画面中配套出现动态影像，以实时交互的方式展

现千年前的古滇国风貌，更具沉浸感与趣味性。而穿越机的拍摄视角

则让观众感受宏大的考古现场，体验厚重的历史感叙事。

场景“活”起来，文物“活”起来。节目深化“思想+艺术+技术”创作

理念，对文物进行360度环绕体采集，充分运用自由视角、大场景3D扫

描、XR+等新技术，以立体“放大镜”般的定格方式给文物留下珍贵的影

像资料。一个个散落的古迹、一件件珍贵的文物，拼合还原了古滇国的

社会样态和生活面貌，串联起古滇与中原的共生脉络。

通过创新设计视觉形象，《寻古中国》把视角从博物馆直接带到考

古现场，以一眼万年的古今“穿越”，展现中华文明五千年从未断流和多

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生动反映中华民族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

明体的发展历程。与此同时，节目走进考古一线，真实生动地记录了考

古工作者“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探源过程和心路历程。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

代中国厚重的文化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其中，既包含

着“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等重大议题，也蕴含着“知来处、明去处”

的东方智慧。《寻古中国》将不断走入中华文明的其他细流中，系统梳理

出中华文明的历史脉络，用鲜活的电视语言展现中华多元一体格局的

形成和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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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关仁山是那样
长久而执着地关注农村变化、书写农村
生活。从《日头》《麦河》，到《天高地
厚》《金谷银山》，他对农村题材的情感
投入是全部的、完整的，他的文学写
作，丝毫没有从乡村生活中偏离和游离
出去过。有的作家的作品表面上是写乡
村乡土，其实是借助乡村乡土在表达自
己的一种文学理想，乡村乡土只是其小
说实验中的元素和符号。而关仁山的当
代农村题材的创作是鲜活的，是直面当
下的，四十多年来，他不仅注视着农村
正在发生的变化，而且对祖祖辈辈生活
于大地上的父老乡亲们日常生活的一点
一滴，都有深情的关切。作家出版社新
推出他的三卷本长篇小说《白洋淀上》，
他以近二百万字的宏大篇幅，围绕雄安
新区建设和乡村振兴计划，展示了中国
北方农村生活的最新变化。

中国农村生活的开阔和书
写不尽

关仁山对农村生活怀有深厚感情，他
出身农村，熟悉农村生活。他从上世纪八
十年代起就创作农村题材的小说，这种
关注热情一直持续到今天都没有减退。
与一些把乡土当做文化地理标记的文学
写作不同，他不是将一些地方的乡土风俗
大肆渲染，以此作为自己的文学标签和写
作符号；相反，他是一种平实的现实主义
文学书写，是沉浸到当代农村生活之
中，以文学的方式感受着农村生活的酸
辣苦甜。

他的风格是朴素的，毫不喧哗，无故
作惊人之举。读他的小说，让人真切体会
到中国农村世界是一个多么开阔而写不
尽的世界。关仁山是有这方面自觉意识
的，他很有定力地一部接一部地创作农村
题材的长篇小说，他毫不犹豫，毫无瞻前
顾后和患得患失。

最新长篇小说《白洋淀上》书写了
2017年4月以来，河北雄安新区设立后，
在白洋淀地区所引发的一系列生活变
化。雄安新区建设是国家战略，引发了白
洋淀地区广大农村的巨大变化。《白洋淀
上》从开篇就对这一国家战略持积极态
度。小说中的人物，从省部级高层领
导，到白洋淀王家寨的父老乡亲，都深
感这是一次重大的历史机遇。尤其是白
洋淀地区的农民兄弟，对这种变化怀有
热切的期盼，他们相信国家、政府的政
策会给这片土地上的百姓带来安居乐业
的生活。

小说首先揭示了随着雄安新区建设
的开展，给这地区带来的环境变化。一
是引黄河水进白洋淀，将原先白洋淀地
区缺水和水质污染问题改善了；接着是
建造千年绿化林带，大片的优质原生林
植根湖区，原先脏乱差的农村生态环境
从根本上得以改观；还有那些污染白洋
淀周边环境的低水平生产加工厂关闭停
产了，高新技术人员和产业落户雄安；

个体农户告别了一家一户手工作坊的生
产方式，学习新技术，土地流转，向着
现代化、规模化的业态转化。这一系列
农村社会生活的改变，是随着雄安新区
建设，在白洋淀地区农村发生、发展着
的，是中国北方农村正在进行的一场历
史巨变。

对于关仁山这样长久关注农村生活
的作家而言，他在小说中以一种历史对
照的手法，来展示他宏大的文学视野和
文学想象。他的现实主义文学表达，不
是简单地照搬以往那种书记员式的客观
记录与宏大叙述，而是发挥他自己的文
学特长，以饱满激越的现实主义文学情
绪，深情地诉说人物故事，有点接近孙
犁、浩然小说世界中的那种审美和对未
来生活充满希望的理想态度。小说中一
些重要事件或人物情节的描写，穿插了
不少历史场景的对照。诸如20世纪初的
白洋淀人是怎么迎亲婚嫁的，对照着21

世纪的今天，像主人公王决心、乔麦是
怎样迎亲婚嫁的。这种对照以最简洁的
方式提醒人们，经过百年历史发展，白
洋淀地区的乡风村俗已经被彻底改变
了，乡村文化的根受到历史大潮的洗
礼，现代中国商品经济的氛围已经深深
地笼罩着今天的乡村世界。小说中的这
种历史回溯片段的穿插、对照，或许初
读他小说的读者，会觉得情节跳跃太
大，人物、故事头绪太多：一个今天的
人物，故事还没有充分展开，另一个历
史场景就紧跟着上来。但读多了之后，
就会懂得这是作者在有意用一种历史对
比的手法来处理人物、故事。其文学合
理性在于面对巨大的乡村社会变化，有
很多人物故事和历史内容要交代，千头
万绪如果都娓娓道来，估计二百万字的
篇幅都难以承受。

关仁山选择了这种对比对照手法来
处理人物、故事，简洁明了，省去了许多过
程描写和文字交代。以婚姻为例，白洋淀
农村原有的迎娶方式热烈而隆重，但到了
今天，结婚、离婚好像就是一句话的事

儿。小说中王决心与朱环，还没有进洞房
就离婚了，婚变来得轻而易举，这在传统
社会需要下大决心决断的人生大事，在今
天一些农村青年眼里，被轻轻地放到了一
边。农村女青年乔麦为了攒点钱帮哥哥
成亲，自己先嫁给王家寨的能人腰里硬，
一般人以为有文化的农村青年会有更多
的男女追求，但在乔麦的婚姻起步阶段，
钱确实起到了奠基作用。

小说中从白洋淀这块土地上成长起
来的甄爱社，尽管做到了副省长这样的高
官，却也是收不住自己的多种享受欲望，
最终将自己送进了班房。这些形形色色
的人物，从各个方面显示着白洋淀地区农
村生活的多样性和不同于以往的时代特
色，很有生气，别开生面。

着力塑造中国当代文学中
的新形象

长篇小说《白洋淀上》以宏大的篇幅
着重塑造的是新时代的新农民王决心和
乔麦这一对男女，他们是当代中国文学世
界中的新形象。

与所有现存的当代长篇小说中的青
年农民形象相对照，他们与土地的关系
真正具有农民的禀性和气质——土地不
仅是他们的生命和共同财富，也是他们
的情感归宿与梦想寄托。他们之所以没
有离开土地，离开家乡，是因为这里有
他们的根。与中国现当代小说中农民出
走的行为意向相比，王决心和乔麦是深
深扎根于自己的故土的新人。在城乡社
会结构的变化中，很多年轻人离乡出
走，到城市谋求发展。但王决心和乔麦
这对年轻人，依然留驻在白洋淀的乡村
土地上。乔麦为了讨生活而不得不从一
个村嫁到了另一个村。如果不是王决心
以及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开展，或许她最
终也会像很多农村青年那样进城打工。
王决心的前妻朱环，就离开白洋淀，到
南方城市去打工。或许这样的选择是农
村青年基本的生活状态。但对关仁山这

个土生土长的乡村作家而言，需要思考
这样的问题：当下中国乡村世界的最终
出路和归宿何在？在抚养过自己的生长
之地，农村青年有没有可能找到自己的
发展机遇和未来希望？《白洋淀上》以王
决心和乔麦这对创业者的动人故事，告
诉新世纪的人们——农村青年在自己的
故乡可以有所作为。

当然，关仁山在小说中选择的环境
有点特殊，那是雄安新区以及白洋淀地
区的农村。如果说，前四十年有南方深
圳的开发，构成了一个小渔村蜕变为世
界名城的传奇故事；那么四十年后，雄
安新区的建设，在人们心目中也在延续
着这样的期待。只是很多人对这新世纪
的新传奇，还没有建立起足够的新的时
代想象。小说展示了新时代更加阔大新
奇的文学景象：国家层面对雄安建设的
全面规划；央企和高新技术团队的进
驻；生态环境和基础建设严格有序的推
进；乡村建设和经济转型有序开展等，
这些小说中的叙述与展现，给人们提供
了新时代中国农村变化的新流程、新图
景和新气象。但关仁山在小说中也没有
抹去历史巨变中的沧桑感和社会转型时
的疼痛。通过小说的窗口，人们会注意
到白洋淀地区的农民兄弟为建设未来新
城，默默地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一些人
献出了祖祖辈辈留下的土地；一些人放
弃了自己原有的劳作方式。王决心一家
世代在白洋淀靠捕鱼为生，最后也不得
不上岸，开始学习新的谋生方式。

乔麦是新一代农民，作为女性，她
不甘心像父辈那样一辈子受苦受累，希
望赶上国家农村新政的好时机，流转土
地，深耕农业，发展自己，改善生活。
但巨大的经济压力，让她承受着常人难
以想象的内心压力。这两位农村新人创
业奋斗的艰辛，让人们再一次体会到今
天农村青年成长成才的不易。关仁山以
朴实的现实主义描写，在这些人物关系
和人物塑造上，显示出鲜明的文学个性
和时代感。
《白洋淀上》描写的是正在进行的历

史事件，这种近距离描写对一位当代小说
家而言，是一种考验和挑战。一般而言，
写过去的人物、故事相对比较顺手，而写
当下的人物、故事，难度大，不太容易掌
控，因为人物、故事都处于流变之中，需要
作家自己去判断、评估。

尤其是当代农村生活，从新中国成立
以来，写新农村生活的作家不计其数，
但留下来的优秀作品并不多。关仁山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生活持续不断的
文学书写，独树一帜。面对他一次次用
心用力展现的当代各阶段中国北方农村
生活的变化图景，人们将不得不一次又
一次驻足观看，认真阅读，倾听其笔下
人物的呼唤，感受其小说中人物命运的
悲欢离合。

2023年小满于沪西寓所
（作者为文艺评论家、上海戏剧学院

副院长）

——关仁山长篇新作《白洋淀上》读后
杨 扬

为中国当代农村生活建立宏阔的文学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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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人电影版 《小美人鱼》 的主角海

莉 · 贝利有可能是迄今最倒霉的“迪士尼

公主”。自选角阶段她就成为“怀璧其

罪”的矛盾焦点，影片公映的首个周末，

口碑不佳，大量负面评论集中指向女演

员，却视而不见这样一部大制作童话电影

在视觉奇观和音乐层面的功亏一篑。

《小美人鱼》的确是一部严重低于预

期的迪士尼真人电影，但要为影片的“不

好看”负责的并不是女主角，正相反，这

个青春健康、唱功优越的姑娘极为本分地

完成了她的工作。以女主角的颜值来给电

影打分、对女演员进行容貌羞辱，这恰

恰证明迪士尼至少在选角这件事上做对

了——向俗陋的刻板印象发起挑战。可惜

这点挑战意识最终全面地输给保守的剧作

和制作。

在安徒生写作的时代，他既没有意

识、更没有白纸黑字地规定小美人鱼长什

么模样。这就不奇怪英国剧作家马丁 · 麦

克唐纳在讽喻剧《暗黑暗黑的阁楼》里写

出神来之笔：焉知“小美人鱼”不是缘起

于刚果的女奴、是被近代西方文明刻意忽

略和遗忘的恐怖历史？迪士尼当然不具有

知识分子的尖锐态度和冒犯感，但动画片

《小美人鱼》在其诞生的1980年代末，也

并不是对当时大众审美习惯的迎合。小美

人鱼的动画形象是红发绿眼的女孩，这是

爱尔兰裔的明显特征，当时的爱尔兰裔社

群是依然被美国主流阶层所排挤和轻视

的，创作团队有意识地用这样的形象向他

们表示情感上的倾斜和支持。所以，小美

人鱼不存在“应然”的具体形象，要求她

肤白貌美是个伪命题。

电影《小美人鱼》开场的第一个画面

题献给原著作者安徒生，画面字幕是对原

文的引用：“人鱼没有眼泪，所以他们承

受的痛苦比人类更深。”这句话和全片一

点关系都没有，纯属多此一举的文艺腔。

事实上，在按部就班地再现原著让人心碎

的精神世界和另辟蹊径讲全家欢的人间童

话之间，迪士尼历来选后一种。1989年的

动画片《小美人鱼》自成经典，早就剪断

了和安徒生之间相连的精神脐带。在原作

中，小美人鱼真正的一生所求是“不灭的

灵魂”。迪士尼借用了原作的部分设定，

另起炉灶地讲了一则励志的成长童话：对

外部世界充满好奇的孩子愿意不惜一切代

价地进入“他人的世界”，不同的群体终

将互相接受、彼此融合，而不再视彼此为

“怪物”，在这个过程中，爱情是勇敢者得

到的赠品。显而易见，这是移民社会里的

幼儿宣教思路。

从严肃的文学眼光来看，动画《小美

人鱼》是对原作的降维式改写。但在它诞

生时，它打破了观众对“忠实改编原著”

的期待，创造了一个成功的大众娱乐的产

品。它的肤浅的甜美快乐，反而是它敢于

突破保守改编思路的成就。这就触到了包

括《小美人鱼》在内的几部真人版“迪士

尼公主”所共享的先天病。《美女与野

兽》《灰姑娘》《小美人鱼》，迪士尼的这

些动画经典，没有一部是对这些故事原型

的“唯一合法改编”，这些创作于不同年

代的动画经典在它们诞生时，是不同程度

带着时代趣味的“故事新编”。但把这些

经典旧作翻拍成真人版时，电影资本为了

收益最大化，选择了保守且偷懒的安全生

产的方式，也就是照着动画复制粘贴。依

赖动画版的红利，决定了这些真人版公主

电影在精神气质层面的保守，剧作内在的

保守，注定了影片难以实现外在的美学表

达的提升或变更。

比如《小美人鱼》，选角的确是反对

种族刻板印象、挑战容貌焦虑，很得时

代风气。但叙事的底层逻辑仍然是“爸

爸的小公主，妈妈的好女儿”，男女主角

功德圆满不是自由意志争取来的，而是

父母成全后的“目送”，小美人鱼都离开

大海融入人间了，仍然是“爸爸的女

儿”。试图把时代先锋和保守产品两头的

红利都得，这不是“既要又要”的投机

思路么？

以及，对动画逐帧复刻的真人版，实

质把电影观众的期待变成了类似东亚传统

戏剧的观众：默认情节和细节一成不变，

关注演员和表演时的情境的呈现。这就对

真人版的导演提出了近似于“不可能的任

务”级别难度的挑战：怎样再现动画名场

面的同时，用现有的技术制造“更强烈、

更有冲击力、更爽”的奇观体验？让罗

伯 · 马歇尔来导演 《小美人鱼》，是个

“双向不奔赴”的糟糕决定。罗伯 · 马歇

尔擅长处理有限空间里的高度舞台化的杂

耍式场面，他的优势是创造艳俗的、极其

有人造感和人工感的娱乐马戏，让他拍无

边无界的海底奇观，简直虎落平阳，毫无

用武之地。关于海的恐怖和海的斑斓，珠

玉在前的影像呈现太多了，而眼下的这部

《小美人鱼》 呢？有观众在社交网站留

言，说得很是中正：从头到尾，一个能留

下印象的场面都没有。

海莉 · 贝利并不让人失望，她的嗓音

和唱功甚至比预想的更好。比起姑娘的演

唱，作曲林-曼努尔 · 米兰达才是失手

的。一如导演没有在动画的基础上提升视

听的品质，被视为“大神”的作曲米兰达

也是循着动画的音乐原地踏步，影片的歌

曲水准不堪和他的前作 《魔法满屋》 或

《海洋奇缘》相提并论。难以想象《汉密

尔顿》的词曲作者为《小美人鱼》执笔，

结果连一支唱得响的歌都没有。

丢了视觉奇观和传唱歌曲这两个引以

为傲的强项，迪士尼真人公主片的魂魄全

失，这还要甩锅给女演员吗？

迪士尼真人公主片魂魄全失？这回真不怪她
■本报记者 柳青

文学聚光灯

关仁山三卷本长篇小说《白洋淀上》，以近二百万字的宏大篇幅，围绕雄安

新区建设和乡村振兴计划，展示了中国北方农村生活的最新变化。

真人电影版《小美人鱼》公映的首

个周末，口碑不佳，大量负面评论集中

指向女演员。图为影片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