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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文艺百家

>>>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由追光动画出品的白蛇系列第三部

《白蛇：浮生》（以下简称《浮生》）终于在

期盼与压力中公映。

期盼在于，早在2019年，系列第一

部《白蛇：缘起》（以下简称《缘起》）就以

唯美风格赢得口碑，开启了白蛇宇宙的

故事构建。但前两部只是白蛇故事的前

传和外传，讲述的是小白阿宣和青蛇的

故事，并未直接讲述正传故事，第三部终

于迎来正传故事，自然倍受期待。

期待越大，压力也越大，《白蛇传》故

事多次翻拍，版本众多，观众难免审美疲

劳，《浮生》能否给观众带来新意，也令人

充满疑问。

值得欣喜的是，《浮生》把握了新时

代的时代氛围，在文化自信的背景下大

力弘扬传统文化，讲述了一个充满中国

世俗精神的白蛇故事，并以现代眼光对

许仙形象作了突破性的改写与重塑，完

成了一部符合观众需求的《白蛇传》。

展现中国文化里
的世俗精神

毋庸置疑，《浮生》诞生在一个国人

充满文化自信、传统文化广受欢迎的新

时代：《唐宫夜宴》的火爆催生了河南卫

视的“中国节日奇妙游”系列，李白走出

《长安三万里》在春晚与观众互动，西安

的大唐不夜城到处是穿着唐代盛装的游

客，马面裙走入百姓生活成为春节爆

款。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喜爱已不仅满足

于静止欣赏，而是亲身体验并将其融入

生活。《浮生》应和着时代氛围，对中国传

统文化做了丰富而有层次的展现，显示

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最突出的是中国文化里的世俗精神。

影片名为“浮生”，意为人生，却比

“人生”多了许多况味。李白说“浮生若

梦，为欢几何”，感慨的是人生短暂、转瞬

即逝；沈复的《浮生六记》记录是日常生

活，彰显的是世俗性。在白蛇的故事中，

其幻化为人与许仙共度的一生无疑是短

暂的，但这短暂世俗的一生足以令其放

弃数百年修行，足见其对小白意义之

重。而国人想象中短暂世俗的一生足以

令白蛇放弃数百年修行，又足见国人对

世俗生活的看重。

《浮生》的故事背景设置在宋代临安

（今杭州），天堂般的美景与唯美爱情相

交织，美得令人沉醉。澄澈的西湖，汹涌

的江潮，清幽的山涧，精巧的园林在银

幕上如诗如画，画风也具有宋代美学风

格。小白携手许仙在九溪十八涧上空

御风飞行时，场景更有航拍一般的开阔

壮观。

宋代临安是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地

区，柳永《望海潮》说“钱塘自古繁华。烟

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

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为充分展示临

安的繁华之美，在场景上，影片在杭州地

理的基础上结合《清明上河图》等资料设

计了宋代临安的市井风貌；叙事上，影片

将许白故事精心安排在一年之中，以中

国传统节日为时间线索进行讲述，推进

情节的同时将宋代临安勾栏瓦舍的市井

风貌及民俗文化融入其中，以满满的仪

式感呈现俗世的繁华。从许白元宵节断

桥相遇开始，寒食节、端午节，中秋节、重

阳节等都与人物命运相关联，吃青团、赛

龙舟、喝雄黄酒、看花灯、钱塘江赶潮等

民俗也一一呈现在银幕之上。片中最热

闹的是端午节龙舟赛，水面上龙舟手生

龙活虎、奋勇争先，岸上观众人头涌涌、

大声喝彩。最动人的则是许白婚礼，红

灯高照，小白头上的簪花将其衬托得分

外美丽，许白结发许愿、喝交杯酒等仪式

一样不少，凸显出中式爱情的忠贞与浪

漫。这些人间烟火也是生活艺术，显示

出小白“在这平常人间，平安度此一生”

愿望的美好。

《浮生》充满了日常生活的喜剧性。

许白断桥初见，刚开始是岁月静好的浪

漫，转眼就因许仙被拉走看病而打断，随

着许仙一次次被人拉走又一次次出来后

与小白在附近偶遇，小青在旁一次次高

声说“好巧”，心知肚明的观众早已忍俊

不禁。姐夫李公甫更是喜剧角色，说话

迷之自信，初次见到小青，就忍不住打了

一次狗拳（暗示其为前作的小狗转世）。

守仙草的鹤童则是两个唠叨的胖小孩，

每每因辩论琐碎而误事。

影片将现代生活场景融入宋人生活

之中，富于喜剧性的同时也令人倍感亲

切。忙得停不下脚的许仙像极了今天繁

忙的打工人；小青被许仙姐夫催婚并安

排相亲一段，也是当代被催婚的年轻人

的一个写照；而法海被姐夫换上常服送

去相亲更是令人捧腹。

《浮生》的奇幻想象也与市井生活融

为一体。白蛇系列里最令人惊艳的原创

角色、神秘妖艳的狐妖宝青坊主承担了

重要的叙事作用：一场《西厢记》，机关设

计层出不穷，主角却是令人捧腹的丑角

形象，众人一边惊叹一边发笑，小白却被

一声声的“假装”惊出冷汗；小白要去昆

仑山盗仙草，投身进入的是宝青坊主的

博山炉；许仙要对抗法海的金毛吼，同样

是宝青坊主给了他指点。

重塑了一个理想
的许仙形象

《浮生》的核心故事是小白与许仙之

恋，这个众所周知的故事如果讲不好，传

统文化再美，视觉效果再炫，影片都不会

得到观众认同。而对当今观众而言，这

个千古流传的爱情故事里有一个最大的

bug：许仙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软弱被动，

甚至引狼入室、背叛白娘子的形象，与白

娘子为爱情不顾一切的抗争形成鲜明对

比。在传统父权制文化中，观众对此没

有太多反对，但在女性早已觉醒以及Z

世代“不再相信爱情”的今天，观众也产

生了白娘子的行为是否值得的疑问。事

实上，近年拍摄的一些《白蛇传》版本也

在改善许仙的这一形象，如粤剧电影《白

蛇传 ·情》中，许仙就在被法海困在金山

寺后仍不放弃对白蛇的爱，最终感动僧

人将其放回。追光的白蛇系列最初能够

得到观众认可，除了《缘起》制作精美，更

在于阿宣有情有义、敢于担当。《浮生》能

否令粉丝满意，也在于能否答好这个问

题。

《浮生》并未回避，在影片开始就借

青蛇之口提出了这个问题：

“你我苦苦修行数百年，你为他中断

修行之路，值得吗？”

虽然小白当时直接回答了“值得”

（其实当时不回答更好，因为当时她们并

不知道到人间的结果会如何），但对观众

而言，是否值得还要看许仙的表现。

一些评论认为《浮生》的剧情中规中

矩，对故事没有太大的改变，事实上，影

片最大的突破就在于颠覆了传统许仙的

懦弱形象，重塑了一个与《缘起》中的阿

宣相一致的、符合当代女性爱情想象的

理想许仙形象。从许仙在小白面前吹奏

起他“仿佛自来就知晓一般”的《何须问》

旋律起，就验证了他和阿宣的关联，喻示

着他对小白的情谊。

《浮生》里许仙并不是一开始就勇敢

的，作为一个治病救人的大夫，他仍然温

文善良，也仍然在端午节见到小白原形

就被吓得晕死过去，但与传统许仙形象

不同的是，他对小白的爱情十分明确，并

且在爱情中逐渐变得勇敢起来。片中一

处细节是小白为消除他的心病，带他到

花园去看（青蛇变出的）大草蛇，他一见

大草蛇即一边大叫“娘子，快跑”，一边紧

拉着小白的手逃跑；而在感觉要被大草

蛇追上时，他一面大叫着“娘子，我死了”

晕倒在地，一面还下意识地推开了小白，

显示出在危难中对小白的关爱和保护。

有此关爱，他在法海与白蛇大战时发现

白蛇就是小白后仍然选择站在小白一边

也就有了基础；他主动跟小白一起对抗

法海，抢走他的法器，让小白得以逃脱，

后来更是耗尽自己的精力对抗金毛吼，

真正成为了小白的保护者。

许仙由懦弱到勇敢的变化自然值得

称许，但对当代女性而言，理想的爱人不

仅仅要勇敢，还要有对于爱情的明确态

度，《浮生》由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一幕：

在法海当面对许仙说出小白是妖，人妖

不能相恋之后，小白决定在许仙面前现

出原形，让许仙自己选择是否爱她。而

许仙虽不无震惊，却仍然坚持对小白说

出了他们成婚时的誓言：“赤绳早系，白

首永偕。”当银幕上人蛇并肩共同面对法

海的威压，许仙也就完成了从懦弱男子

到理想爱人的完美转变。

《浮生》的许仙无疑是一种理想化的

塑造，不少观众评价这一形象令人“眼前

一亮”，忠实粉丝更在广州首映现场为许

白婚礼送上了“份子钱”（电影票）。这一

形象或许会成为《白蛇传》故事发展中的

一个标志，毕竟，作为流传千年的中国四

大爱情传说之一，《白蛇传》虽然承载着

中国传统的文化记忆，但懦弱的许仙早

已不能担负起国人的爱情想象，《浮生》

给了观众一个圆满的解答，实现了这一

传统神话的现代讲述。

（作者为广州大学副教授，广州市文
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文化自信背景下传统神话的现代讲述
——评上海出品动画电影《白蛇：浮生》

周文萍

阿提克 ·拉希米的小说有举重若轻
的笔力。它由多种力量荟萃而成，善于
营造或提取意象，是其中重要的一种。
他的小说，是意象之诗，也是意象之
思。意象成为连通诗与思，连通一切的
桥梁。
《坚韧之石》《土地与尘埃》（花城出

版社，2024）都写到战火中的阿富汗，
让这片苦难大地上沉默的普通人得以
发声。在《土地与尘埃》中，战火中的普
通人，如尘埃一样轻，无关紧要。在《坚
韧之石》中，战火中的普通人，尤其是女
性，则如裸露在风暴中的石头，被日渐
磨损，直至爆裂。

是的，石头可视为理解《坚韧之石》
的核心意象。围绕着石头，《坚韧之石》
中起码有三个重要的子意象：坚韧之
石、聆听之石与牵绊之石。
《坚韧之石》主要写一个无名女子

在房间里护理她身受重伤的丈夫。窗
外枪声不断，死亡与不幸如影随形。
不省人事的丈夫躺在她面前，如一块
石头。在恐惧和疲惫、愤怒和无望相
交织的状态中，她独自言说，更多是对
他说。

丈夫逐渐成了传说中的圣石，聆听
之石。就像她所说的：“你知道，这块
石头放在你面前……面对着它，你可
以感叹你所有的不幸，所有的苦难，所
有的痛苦，所有的灾厄……你向它倾
诉心中的一切，那些你不敢向别人透露
的事……石头倾听着你，吸收你所有的
话，你所有的秘密，直到有一天它爆裂，
炸得粉碎。”

她对“聆听之石”诉说什么？诉说
对丈夫苏醒的期待。诉说对丈夫的失
望。诉说对丈夫种种恶劣行径的愤
怒。诉说她所置身其中的夫权文化的
野蛮。诉说战争的野蛮。诉说周围世
界的黑暗，也诉说黑暗中的点点微光，
比如丈夫的父亲的善良与温情。诉说
个人的不为人知的秘密。在诉说中，我
们得知她所经受的种种苦难。诉说让

我们得以理解一颗苦难的心灵。
不过，关于她，也并非“苦难的心

灵”能够一言以蔽之。她是福斯特所
说的圆形人物，具有复杂性格，且性格
有多面性与变化性。她是善良的，能
忍耐，会撒谎，有些小狡猾，也会有种
种恶作剧。这些成了她得以活下来的
手段。于她，这是一种西西弗斯式的
“力量”。

拉希米的作品时常涉及绝望与意
志的角力，不是每次都能绝处逢生，可
是抵抗的意志总是在那里。惟有抵抗，
才有可能存活；惟有抵抗，才有可能在
苦难和痛苦中获得解放。

相比之下，他——她的丈夫，是一
个扁平人物。他好战，盲目，自私，不尊
重女性。他如同石头一样顽固，没有人
情味，也不懂得爱。而且，好像从来都
如此，从来没有变化。哪怕是他昏迷很
多很久、又苏醒过来以后，哪怕是在她
对他诉说了很多以后，一切都没有变
化。当他苏醒过来，所做的第一件事就
是打她，像以前一样。两块石头互相撞
击。最终，他因为顽劣而失去生命。在
他不管不顾地打她时，她也义无反顾地
伸手够住了匕首，把匕首插进他的心
脏，“没有一滴血喷涌出来”；而她，在血
泪中重生，“风起，候鸟飞过她的身体。”
这样的结束方式，像是现实，又更像是
一个寓言。小说结束于思，也结束于
诗。唯其如此，《坚韧之石》格外地发人
深省。

这部小说的篇幅并不长，可是读者
在阅读时却不觉得它是短的。它的很
多细节和情节的安排非常巧妙。情节
和细节之间的空白、对应或反转，让这
部小说从有限通往无限。在这一点上，
它让我想起余华的《活着》，还有《许三
观卖血记》。

在《坚韧之石》中，语言与记忆同样
是石头般的存在。我们不妨称之为牵
绊之石。这牵绊，与拉希米的遭遇密切
相关。

他1962年出生于喀布尔，1980
年自阿富汗辗转至巴基斯坦等地，于
1981年抵达法国，后来以难民身份在
巴黎索邦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土地与
尘埃》是拉希米首本正式发表的小说，
用波斯语写成；《坚韧之石》则是他第一
部用法语写作的小说，2008年获龚古
尔文学奖。

拉希米曾说过：“用波斯语写作时，
我会不自觉地进行自我审查。而我习
得的语言，我选择的语言，让我有了表
达思想的自由，让我远离了自我审查，
远离了自幼形成的无意识的羞耻感。”
语言的转换，还有移居，都给他带来了
更多的自由。可是，旧有的语言、记忆，
还有曾经的生活经验，对他始终会构成
某种牵绊，也会对他的写作起到塑造的
作用。这种牵绊，很难用三言两语说清
楚，唯有在具体的阅读中，我们才能切
近地领略。

阅读《坚韧之石》，我们仿佛不时看
到石头从荒山上无可阻挡地坠落，传来
一声又一声的钝响。那些声音未必尖
锐，却让我们的心灵感受到某种沉重。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些声音来自遥
远的国度，来自我们所陌生的、起码不
那么熟悉的土地。可是，当它们抵达
我们的心灵，我们依然会深受触动。
小说里涉及的爱情、亲情、婚姻、战火、
文明或野蛮等种种问题，也是我们所关
切的。它们是共鸣与回响得以产生的
路径。

拉希米的小说也深具文学性与个
性。他笔下的一人一物，一词一句，如
磁石般吸引人。他以简约的语言书写
丰厚的生活和复杂的历史。这些文
字被写下之后，仿佛就有了魔力，召
唤我们阅读，穿过漫天黄沙，去往一
个我们所陌生的世界。它们召唤我们
去看，去听……

（作者为评论家、作家）

石头及其坠地的钝响
——读龚古尔文学奖获奖作品《坚韧之石》

李德南

江河东流去，诗画入梦来。近日，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大型文化节目

《诗画中国 ·江河万古流》收官，以丰富的

电视节目表达方式让故宫博物院收藏的

《黄山图》《杜甫诗意图》《钱塘观潮图》等

画作“活起来”，得到专家学者和观众网

友的颇多赞誉，为弘扬传统文化、丰富当

代文化树立起文艺创作的标杆。

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承载

者，故宫博物院深入挖掘阐释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与总台及其他文化机构倾力

协作，打造《诗画中国》等文化节目，通过

创新节目内容和形式，将物质文化遗存

转化为文化发展动能，全力推进“活力故

宫”建设，努力架起文化遗产与社会公众

之间的沟通桥梁。

2022年，第一季《诗画中国》开先

河、辟新径，以诗画合璧的全新样态和独

特视角，为60余幅古代名画、70余首诗

文予以歌曲、舞蹈、音乐、戏曲、木偶剧等

多种艺术形式的创意展演，尽显中华历

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更是用独

属于中华美学的诗情画意打动世界，获

得第60届“亚广联”电视类娱乐节目奖，

成就了一个现象级原创文化IP。

序章开启，当如何续写，又如何超越？

探源：从诗画看江
河，从江河看文明

新一季的节目创作把准了一个关键

词——“探源”。在求解“文明从何而来，

文化何以形成”的问题中，展开新的恢弘

画卷。

历数中外文明的起源与发展，都离

不开大江大河的孕育与滋养；回溯中国

传统诗画的题材与内容，江河又是其中

极其重要的对象和意象。对自然的敬

畏、对家国的感怀、对生命的追问、对美

好的感知等等都浓缩于这不舍昼夜、奔

涌向前的江河之上。

《诗画中国 ·江河万古流》以祖国的

江河文脉为线索，以诗画为载体，从大家

诗画中撷取地理人文线索，延续诗画融

合的艺术表达和多元呈现的艺术手段，

从诗画看江河，从江河看文明，探寻中华

文明奔流不息的源泉和脉络，展开了一

部中华文明的重要图像志。

如果说第一季节目是一场“City 

walk”式文化漫游，珍宝集萃、精彩纷呈，

让人目不暇接；那么本季节目更像是一

次深度体验游，震撼依旧但更具历史纵

深感，令人回味悠远。

首期节目以长江为开篇，便是这场

文明探源旅程的重要一站。

“万里长江万首诗”，跟随朗诵艺术

家陈铎铿锵有力的浑厚声线，观众们以

画中行者的视角，徜徉于明代画家吴伟

的近十米长卷《长江万里图》卷中；舞蹈

演员们以江为幕、踏水而来，呈现出一幅

壮阔浩渺的长江音舞诗画秀。歌手许嵩

以歌入画，为《早发白帝城》原诗谱曲，于

《蜀川图》卷绘就的巴山蜀水间，唱出北

宋画家李公麟寄情山水的旷达，体会诗

人李白“轻舟已过万重山”的释然。出生

于湖北的演员曾黎“化身”一位明代仕

女，以戏腔带观众“进入”《江汉揽胜图》，

还原昔日武汉三镇的繁荣胜景。演员张

桐一人分饰李白、苏轼、沈周三角，唐代、

北宋的诗文大家与明代的丹青妙手跨时

空同台，深度呈现《庐山高图》轴创作背

后高山仰止的文心与艺心。

用诗画丈量山海纵横，这一季节目

通过深入挖掘大江大河的文化内涵，生

动讲述生于江河间、流传千百年的传奇

故事，揭示出中华传统文化中风物与人

文、笔墨与丹青、诗情与画意交相辉映的

鲜明特征。在追寻中华文明发展历程的

同时，让博物馆里的书画藏品、古籍里的

经典诗词“活”起来，让文明之源流淌进

现实生活，成功打通了现代观众与传统

文化的对话通道，让传统文化可感可知、

可亲可近。

开新：承古人之创
造，开时代之生面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江河以

善利万物、润泽天下成就万古奔流；经典

的魅力也在于超越时间，让一代又一代

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创造属于每个时

代新的经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诗画

中国 ·江河万古流》绝不仅仅是向传统文

化致敬，更意在从传统文化宝库中获取

灵感、汲取养分，运用丰富多样的艺术形

式进行当代表达，创造出底蕴深厚、涵育

人心的新时代文艺精品，擘画新时代精

神图谱。

节目打破原有的观演模式，创新设

置的“诗画手工班”环节令人眼前一亮。

在开卷、品卷之后，邀请当代艺术家、美

术爱好者、非遗传承人、高校学生、小朋

友等等，接过先贤手中的“诗笔”与“画

笔”，以现代人的视角进行“伴随式二次

创作”，用浮雕、版画、3D打印等创意表达

赋予经典以“时代品格”与“时代温度”。

第二期节目开启黄河的探源之旅，

演员濮存昕化身明代画家陈洪绶，以《黄

流巨津图》的创作者视角“入画”，在“活

起来”的古画中演绎黄河波澜壮阔的磅

礴之势与艄公搏浪而行的不屈精神。更

多江河实景的加入，也为热气腾腾的中

国文旅再“上分”。在《黄山吟》《天下黄

河九十九道弯》等节目中，黄河及其流域

的山川、峡谷、高原、清泉等美景被一一展

现，尽显万里黄河的恢弘气势与中华文化

独特的审美风范，每一个作品既是风景

画，更是宣传片，引发各地网友们纷纷“种

草”，把其中不少地方纳入自己的旅行清

单。“中国之诗画”与“诗画之中国”相映

生辉，再次彰显文旅融合的重要成果。

江河如带萦九州。与江河对望，亦

是与历史相遇、与文明对话。《诗画中国 ·

江河万古流》饱含着对脚下这片土地的

热爱、秉持着对传统文化的深刻自信，扬

帆起航、驭风而行，开辟出当代人品味传

统、体悟经典、传承文明的崭新航道。作

为传统文化的研究者、推广者，我们乐见

这样的节目不断涌现并日益深入人心。

同时更坚信，在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下、

在创作者的精心打磨下，新一季节目必

将更上一层楼，为新时代探索中华文化

新辉煌注入澎湃活力。

（作者为故宫博物院常务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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