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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为魂，电影为用
——评京剧电影《捉放曹》

   版 · 文艺百家

无关胜负：
国庆档第五代导演的“华山论剑”

   版 · 影视

余力：在他的作品中
就连植物也不安静

   版 · 艺术

中秋国庆长假，逛图书市集成为年
轻人中流行的文化休闲方式。图书市
集打通了阅读、交流、消费、休闲的渠
道，不再只是卖书，而是一场以书为名
的嘉年华。

图书市集在中国历史悠久。1957

年11月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大型书
市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1979

年北京新华书店才举办了第二次书市，
应读者的强烈要求，书市这种形式开始
固定下来，成为一道特殊的文化风景。
过去书市选在大型公园举办，规模盛
大、票价低廉、持续时间长，售卖的不止
是新书、畅销书，还有库存书、二手书
等，凌乱的码放考验爱书人的火眼金
睛，也带来淘的乐趣。

近年一种新型的图书市集出现并
固定下来，如“北京图书市集”“做书市
集”等，在春秋的某个周末举行，地点选
在网红园区，票价虽不便宜但能通过控
制人数来保证体验感。它是“市集文化”
和“CityWalk”潮流结合的产物，可逛
可买、可打卡可社交，颇受年轻人青睐。

这种图书市集之所以火爆，首先因
为书的种类不再追求“大而全”，而是
“小而精”，经过了编辑的精挑细选，其

中不乏一些小众书、艺术书。这些图书
像是一件创意产品，不光具有思想性、
审美性，还凸显了议题性和设计感，仿
佛书也拥有了个性生命。一些书从标
题就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如题为《不
再努力成为另一个人》的书正道出了年
轻人的心声；一些书在装帧设计上颇为
讲究，比如充满创意的封面、便于携带
的小开本、复杂精致的制作工艺等。那
些在设计上风格统一、充满视觉冲击力
的套装书更让人涌起收藏的念头。

图书市集反映出一个趋势，当图书
越来越创意化、个性化的同时，出版也
变得越来越品牌化。过去书市以出版
社为单位，现在图书市集则以品牌为单
位，一次能汇集近百个出版品牌。这也
符合年轻一代的消费习惯，他们所认知
的世界正是由一个个品牌组成。一些
品牌本身就是品质的保证，如三联学
术、商务印书馆；一些品牌将“读什么
书”和“成为什么样的人”对应起来，传
递一种生活态度，如“薄荷实验”从人类
学、社会学的角度观察、记录社会，倡导
“像土著一样思考”；还有一些品牌专注
某种类型出版，如午夜文库致力于推理
小说，“甲骨文”主打世界史。这些品牌

除了以图书的形式呈现，也开发了播
客、视频等多媒体，有些人是先认识了
品牌再来找它们出版的书。参与图书
市集对出版机构无疑是一次宣传推广
品牌、树立风格的好机会，所以他们加
倍投入、降低折扣，形成了良性循环。

参加图书市集正成为年轻人一种
新的社交途径。作家和编辑不再充满
神秘感，在图书市集上和读者实现了双
向奔赴。特别是“看摊”的年轻编辑们，
和读者分享从事出版的情怀、理想和趣
事的同时，也希望能直接了解人们的阅
读趣味和个性化需求，当面对长久驻足
又犹豫不决的读者时，编辑“主动出击”
介绍作品，往往能获得很好的效果。读
者的阅读也不再是私人、孤独的活动，
而变得可以分享、交流，彼此也能因为
对一本书的喜爱成为朋友。除了售书，
有些图书市集还举办了沙龙、脱口秀、诗
歌快闪等文化活动和主题多样的展览，
给年轻人提供彼此相遇、感知他人存在
的机会，在分享和对话中生发新的可能。

图书市集处处彰显着年轻人的态
度，营造一种沉浸式体验。主办方会围
绕一个主题进行策划，如“阅读的诚意”
“唤醒热望”等，让阅读在不同层面延

展。一些市集上随处可见写给年轻人
的语录，如“只要决定出发，最困难的部
分就已结束”“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
避难所”“去跌倒、去胜利，去用生命再
创生命”，发人深思；逛市集的人们则围
绕“我们为什么读书？”“我为什么做出
版？”“写给未来”“我要晒新书”等话题
手写留言。有时候，参加市集的出版机
构也会设置自己的主题，如上海文艺出
版社当代文学中心的主题是“歌声像一
块旧的丝绒擦拭我的心”。摊位的背景
板同样凸显着态度，比如独立书店离河
书店的背景是一个在眼睛旁比划OK手
势的卡通人，旁边写着“看什么看？看
书去！”一些出版社还开发了符合年轻
人趣味的文创产品，不光有书签、明信
片、徽章、贴纸，还有帆布包、靠垫、冰箱
贴、行李牌等日常生活用品，上面印着
书里摘抄的语句，让阅读融入日常。图
书市集还设有咖啡、小食摊位，满足年
轻人边逛边吃的习惯。这些个性化的
表达和用心的细节经由社交媒体的传
播，激发起更多人参与的兴趣。

当网络购书成为习惯、电子阅读成
为主流、线下图书消费面临严峻冲击
时，图书市集在年轻人中的火爆让从业

者又看到了希望。纸质书不会消失，它
是思想、精神的载体，更是日常生活里
可以被触摸的物质，让知识从无形变有
形，让人感到被陪伴。在复杂的社会环
境里，年轻人愿意将钱花在精神享受和
思想提升上，借助书籍探寻世界、审视
自我，对他们而言“阅读是劈向我们心中
冰封大海的斧头”。当年轻人对书的选择
越来越依赖书单和博主推荐时，图书市集
可以让他们翻阅内容，减少盲目跟风，也
有机会邂逅新的领域。图书市集还鼓励
年轻人走出封闭的自我、投入现实世界，
在快节奏的生活里沉静下来，以书为媒
介找寻志同道合的朋友，产生精神上的
碰撞，就像一句宣传语写的：“书发芽了，
我走出家门。春天已经到达许久。”

但这样的图书市集也存在一些问
题。首先是地域分布的不平衡，主要集
中在一线城市，在二三线城市较为缺
乏；二是打卡感过强，虽然是图书市集，
但书更像是年轻人生命里的风景，他们
才是风景中的主角，社交媒体上分享的
多是他们跟书的合影和逛的过程，而非
阅读感受。尤其体现在一种充满仪式
感的行为——盖章上，印章成为摊位的
标配，人潮涌动不一定是在翻阅图书，

而是在盖章。“盖章风”最初流行于景
区，人们通过盖章去了解图案背后的故
事、珍藏美好回忆、和同伴交换信物。
当盖章风蔓延到图书市集，有人坐火车
排队几个小时来书展盖章，但并非真的
有兴趣去了解一本书的内容，只是为了
满足自己的收集癖。一些摊位规定消
费或关注公众号才能盖章，本该成为精
神和物质联结通道的盖章正变得越来
越功利化。

逛图书市集其实是年轻人一场关
于书的旅行。它是狂欢之旅，人们全情
投入、收获满满；也是交往之旅，人们与
书邂逅、与人相识；更是朝圣之旅，能亲
手触摸凝结了人类智慧结晶的作品，在
快速变化的社会里寻找不变的经典。
但一本书完整的生命不仅是创作、编
辑、销售，只有被阅读它才获得了真正
存在的价值。所以如何借助图书市集
的火爆，把消费推进到阅读、把阅读融
入年轻人的日常，真正营造出青年阅读
的浓厚氛围，缔结成一个阅读共同体，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青
年学者)

图书市集与阅读共同体的缔结
霍艳

我们的文学生活

古装剧该如何创新呈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孙芊芊

古装影视剧作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文

化样态，融合了华夏历史记忆和视听表

达艺术，以其题材多样、内容综合、画面

唯美、受众面广等特征，成为传播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优良载体。

近两年来，相较于以往剧情套路化、

服化道雷同化的流水线量产古装剧，国

产古装剧愈发精品化，涌现了如《星汉

灿烂 ·月升沧海》《梦华录》《苍兰诀》《玉

骨遥》《风起洛阳》等优秀剧集。这些古

装剧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东方

美学，通过互联网走入大众视野，借助

智媒的快捷性、交互性、大众性，为传统

文化的当代转化探索出一条青春化、轻

松化的道路。

古装剧呈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

美，既外显为视觉符号所承载的要素，又

内蕴为剧情构筑所依赖的价值体系。细

观近期热播的优秀古装剧，必然同时具

备外在观赏性和内在思想性。因此，本

文以近两年具有代表性的古装剧为分析

对象，结合智媒时代语境，从美学的外显

和内蕴两个方面，探讨其在呈现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进步和不足之处，或可为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总结有益经验。

外显：
以服化道细节展

示中华审美

跟刚成过去的往事不同，历史上的

往事必须通过各种完全不同于当前生活

的服装和背景才能再现出来。古装剧的

创作，为建构起大众对古代世界的当代

想象，需贯穿写实、求真、严谨的态度，去

渲染所涉时期的真实生活和历史基调，

努力打造与之匹配的建筑、服装、妆造、

语言、礼仪等生活场景，运用声画并貌的

镜头语言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形”。

在剧集市场整体进入比拼好内容的

环境下，服化道千篇一律的古装剧集已

逐渐被市场和观众抛弃。这要求主创团

队用心打造场景建筑、设计人物造型、深

挖历史细节，真正回归中国传统美学。

古装剧中时空场景的构建，离不开

对历史和地域文化的钻研。《梦华录》开拍

前，导演前往河南开封府和江南一代的水

乡古镇进行了大量的考察和采风，以展现

“一城宋韵半城水，梦华飘逸伴汴京”的北

宋东京城。《苍兰诀》以东方水元素为基

础，参考了《楚辞》《山海经》等典籍，构建

了水云天、云梦泽、苍盐海三个时空场景；

其中仙界水云天中“云中水阁”的形制，是

参考了云冈石窟、山西隰县小西天、长治

观音堂等中国传统的万佛窟形制。《风起

洛阳》以GPS图扫描式还原恢弘的洛阳古

都，剧中的南市、不良井、百里府、太初宫、

联昉等重要场景全部实景搭建，总占地超

过四万多平方米。整部剧共复原场景

100多处，服装、造型各达5000多件，美术

道具多达1.5万多个。

除了用心刻画大场景，在古装剧中

植入传统文化时，还讲究在细微处见真

章。《星汉灿烂》中王侯贵族们在宴席上

的喝酒器皿，是带柄的椭圆小碗。此种

餐具为漆杯，价格昂贵，优于青铜杯，象

征着特权和财富；《风起洛阳》里百里弘

毅与柳然的婚礼，参照古代书籍中府内

宾客高唱迎亲、老妇人撒谷豆避三煞、两

小童捧镜开路辟邪、唐婚女子却扇掩面

等礼仪；为尽可能还原茶百戏，《梦华录》

邀请了福建省非遗茶百戏传承人进行授

课指导，演员本人也做了很多练习。剧

中，在女主赵盼儿与茶汤巷胡掌柜的斗

茶这场戏中，细致唯美地刻画了碾茶、热

盏、击拂、水痕等制茶工艺流程。为赢得

斗茶，赵盼儿还以茶作画，在顺滑的茶汤

之上勾勒出花月图，展现了以茶为画的

茶百戏。《苍兰诀》邀请了27位非遗匠人

亲自指导，在剧中呈现了苏绣（长珩携带

的兰花素帕）、漆艺（女主小兰花司命殿

的锦盒）、团扇及绒花（大婚时女主配

饰）、夏布（云梦泽女子服饰布料）等共计

32种非遗传统工艺，囊括了五大中国非

遗艺术。

不过，虽整体服化道水平上升，但当

今一些古装剧却少了古典的气韵。具体

表现为两方面：一是源于演员本身。古

装剧最终的呈现效果，很大程度上依赖

演员的表现力。置身互联网时代，追求

流量和关注无可厚非，但倘若过分看重

演员的人气热度，忽略演员的业务能力，

则会影响剧集的整体质量。如《风起洛

阳》，人民网评的官方微博号一针见血：

“如果没有强大的演员队伍支撑，再好的

作品和内容也会大打折扣。”二是源于后

期技术。中国影视后期技术不断取得突

破，体现了社会科技进步，可某种程度上

却便利了“偷懒”行为。有的古装剧的水

下场景采用特效完成，演员入水前后的

妆发和衣服丝毫未湿；若演员档期冲突，

就先使用替身，再进行后期抠图；剧中打

斗戏份依靠特效，演员只需伸伸手指、动

动胳膊，难以表现中华传统武术之美；过

度使用滤镜和磨皮，失去了历史的真实

感和生活的烟火气。

艺术的价值应以纯粹、真诚为本，而

不是只追求商业价值。古装影视剧创作

要坚持做好内容，融合中华传统美学和

当代审美追求，展现中华审美风范。

内蕴：
以“大爱大义”彰

显家国情怀

古装剧在“说古”，也在“论今”。它

是现实的镜像，蕴藏着对现实社会的多

义能指，呈现出一定的价值导向。古装

剧的创作，应把握社会脉动和文化肌理，

以优秀传统价值观，浸润当代受众的精

神世界。

近几年国剧“加速出海”，古装剧为

主力军，如《梦华录》《苍兰诀》《星汉灿

烂》先后上线国际知名流媒体网飞。从

走出国门的角度来看，具有全人类共同

价值、世界观建构宏大的古装剧更易引

起海外观众情感共鸣，塑造中国的大国

形象。

以孔孟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文化

精神，看重“做人”“践行人道”，而西方文

化更看重“成物”“追寻物理”。《论语 ·颜

渊》篇中记载，樊迟问“仁”，孔子答曰“爱

人”。怀有仁爱之心，意味着不再将情与

爱视作囿于个人兴致的私事，而是视作

关乎苍生的大爱，方能达到生而为人的

最高境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崇人与

人之间的“情”与“义”，这样的价值观恰

好可以弥补西方现代性的缺陷。

推崇“爱与大义”，作为中国优秀传

统价值观，被很多古装剧吸纳为精神内

核。《风起洛阳》以守护神都为主线，传递

了以高秉烛为主的“位卑者”身上“未敢

忘忧国”的英雄情怀，最后以武思月等一

众小人物的牺牲成就了国之大家；《玉骨

遥》男主角时影的最初那句“学法者何

为？以拯黎元危难”既是入门誓言，更是

一直贯穿到最终的使命践行；《苍兰诀》

倡导“大爱精神”，延续着中国从古至今

“天下兼相爱”的思想。女主小兰花的真

实身份是息山神女，背负着止战、治愈的

使命，不惜牺牲自己拯救众人。难得的

是，这部剧并没有否认“小爱”，而是消解

了“爱一人还是爱苍生”的二元对立。东

方青苍从“爱一人”的愉悦中，慢慢体悟

到“爱苍生”的责任。

然而，某些古装剧却弱化了四海八

荒的“大世界”，突出了男欢女爱的“小情

感”。该类剧集以爱情为主线，用浪漫主

义的叙事风格，将“大IP+高颜值男女主+

虐恋”视为流量密码。如《长月烬明》用

大量笔墨描写了男主澹台烬和女主叶夕

雾的分分合合，家国情怀变成了儿女情

长。当叶夕雾用牺牲自身仙髓换澹台烬

邪骨，她的出发点不是为拯救苍生，而是

与澹台烬赌气“生生世世，不复相见”；澹

台烬身为一国之主，但他“本就不喜欢这

个世界”。他关怀黎民百姓，只因想“像

她（叶夕雾）那样试着去爱这个世界”。

这种角色设定或是为了加深男女主的感

情线，或是为了探讨人的矛盾性，但最终

表现为男主的“在其位不谋其政”。这种

意识形态的杂糅，有悖于中华文化家国

为重、大义为先的价值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非静止不变的，

而是动态的、流动的。古装影视剧作为优

秀传统文化的影视化表达，既从中华文化

中汲取了养分，也是呈现中华文化之美的

重要载体。在智媒时代，传统媒体的单向

性、局限性被打破，古装影视剧得以接受

到更多声音、面向更广阔市场，同时也迎

来更多挑战。古装剧创作者应怀揣工匠

精神，严肃认真研读史料，融入传统美学、

民族精神，更好承担起“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使命，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
理学院副教授、艺术管理系副主任）

从外在观赏性与内在思想性两个维度考量

近两年来，国产古装剧愈发精品化，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东方美学，

通过互联网走入大众视野，借助智媒的

快捷性、交互性、大众性，为传统文化的

当代转化探索出一条青春化、轻松化的

道路。

上 图

为《 苍 兰

诀》剧 照 ，

圆图为《梦

华 录 》剧

照，右图为

《玉 骨 遥》

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