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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日炎炎，位于长沙最繁华商圈的坡

子街派出所门前，人头攒动。一波波游

客前来打卡拍照，其中有到长沙旅游的

一家人，有携手“比心比耶”的闺蜜好

友，还有带着警校录取通知书来此合影

的学生……上海出品系列纪录片 《守护

解放西》 让坡子街派出所成为网红打卡

地，让解放西路成为年轻人向往的文旅目

的地，也让有担当、有智慧、更有人情味

的人民警察形象深入人心。

由哔哩哔哩（以下简称“B站”）和

中广天择联合出品的《守护解放西》系列

首播于2019年，目前已播出4季，总播放

量破12亿次，弹幕评论超750万条，豆瓣

评分最高9.2分，刷新了B站纪录片评分

最高纪录。眼下，第5季正在拍摄中。

“贴着地皮飞，跟着生活走，处处皆故

事，人人是主角！”“多看看别人走的路，

人生才不会走歪路。”网友们对这档警务

类纪实节目有着最直观的评价。“冒热

气”的故事、“接地气”的表达，让《守

护解放西》系列从网红变成了长红。

鲜活案例，增强普法渗透力

“您有新的警情，请查收。”接警大厅的提

示音响起，下一个案件就此展开。作为长沙

最繁忙的派出所之一，坡子街派出所日均处

警量超过100起。以“小故事、大情怀；小警

察、大责任”为切入视角，《守护解放西》系列

的镜头对准了警情复杂地带。节目中，一次

次及时的接警处警、一幕幕温情的纠纷调解，

是坡子街派出所的日常，也是平安中国基层

实践的真实写照。

选取贴近生活的琐碎事，纪录片迅速拉

近与网友的距离。“繁华都市背后，暗藏着隐

秘的角落。它与我们可能只有一根网线的距

离，全方位浸润我们的生活，让人防不胜防。”

《守护解放西4》第7集中出现了一起“刷单诈

骗”案：小伙子下载刷单软件，被诈骗团伙骗

走千余元。“小卡片引诱上钩、诈骗软件步步

设陷、各种‘演员’相互配合……新型网络诈

骗不仅套路环环相扣，还会针对不同人群搞

‘精准定位’，利用贪欲埋下陷阱。”警方提醒

网友，目前办理的网络诈骗案涉及不少高学

历者，甚至有博导被骗。

一个个鲜活案例增强了普法教育的渗透

力，《守护解放西》系列让观众在潜移默化中

接受法律知识的熏陶。在另一起“网络代骂”

案中，一男子提供网上辱骂他人服务，接单上

百获利过万，网络暴力、侮辱诽谤罪等话题立

刻引发热烈讨论。碰到疑难案件，导演组还

邀请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马皑等法律专家为网

友解惑。以引发强烈共鸣的案例作为“纠错

向导”，让安全、守法成为年轻人的生活和工

作态度。“当故事与你我共鸣，我们更应该懂

得自省和坚持。唯有如此，才能不让别人的

故事，变成你我的‘事故’。”导演组说。

“非侵入式拍摄”，呈现民生百态

作为国内最大的纪录片出品方和播出平

台之一，B站自2016年起累计播出5000余部

纪录片剧集，累计出品了超过150部纪录片，

获得海内外超过250个奖项。《守护解放西4》

组建了5个导摄组，15个机位，60天24小时

不间断记录基层民警们接警、处警，为民办事

的全过程。中广天择总策划唐剑聪透露，所

有的故事完全真实，没有任何编剧的干扰和

预设。在500多个案件、近40万分钟的素材

中，节目组选取了30个故事制作出十集成

片。采用“非侵入式拍摄”方式获取了大量鲜

活的影像素材，制作成片后呈现的丰富细节，

让民生百态热辣鲜活，更让人民警察的形象

有血有肉，充满人情味。

在视听制作上，《守护解放西》系列突破

传统纪录片的模式，大胆创新年轻化表达。

漫画风格的片头、精美的综艺花字、恰到好处

的贴纸，为严肃的警务题材增加亮色；网言网

语、逗趣音效穿插其间，让纪录片变得活泼有

趣；运用倒放、分屏对比等形式，叠加变速、变

声、表情音效等综艺效果，使案件叙事更显戏

剧张力。

以真实故事刻画人间冷暖，以纪实手段

解读人生百态，以共情效应传递人文关怀，

《守护解放西》系列赢得受众的喜爱。“抓了么

订单”“电视剧都没这么演”“充分了解物种的

多样性”等弹幕刷屏，爆款纪录片的“热效应”

不断外溢，点燃青少年心中的“英雄梦”。比

如，戴冕之看了《守护解放西》系列，从中国人

民公安大学毕业后报考了长沙的警察，并如

愿以偿地进入坡子街派出所。而正是一代又

一代年轻力量的加入，让基层警务治理工作

得以夯实。

前4季总播放量破  亿次，第5季正在拍摄中

上海出品《守护解放西》何以长红
■本报记者 宣晶

安哥拉作家若泽 · 爱德华多 · 阿瓜卢

萨如今住在莫桑比克东海岸的一个小岛

上，为了参加2024上海书展国际文学

周，他先从住地赶到莫桑比克首都马普

托，接着搭乘去葡萄牙里斯本的航班，之

后又经过超过20小时的长途航班抵达上

海，翻越山海，路途迢迢。他第一次来到中

国，然而当他开口分享创作的故事，他和他

的中文编辑、中文译者以及更多的中国读

者，如同老友久别重逢。上海炎夏的夜晚，

他在思南文学公馆说了一段让听者如沐春

风的话：通过阅读，一个读者辨认出另一

个，他们之间不必有种族和身份的焦虑，这

就是文学让世界变得更好的方式——在文

学的国度里没有异乡人。

阿瓜卢萨的第一部小说《阴谋》是一

部历史小说，以安哥拉反抗葡萄牙殖民统

治的一次起义为背景，他的灵感来自19

世纪末当地报纸上的新闻。阿瓜卢萨回

忆，他读到由那个年代的黑人作者撰写的

新闻故事时，想到当代安哥拉从1961年

到1974年的反殖民战争，“我的祖国经历

了也许是这个时代最漫长、残忍的一场内

战，为什么会这样？我的直觉告诉我，如

果不了解过去，就无法理解现在”。当阿

瓜卢萨深入安哥拉近一个世纪的血腥记

忆，他辨认出往日的殖民者和内战制造者

发明的冷酷话术，这种话术先否定反抗者

的“国民性”，继而否认对方的“人性”，

把对抗的阵营贬斥为“异邦的怪物”，是

不怀好意的“非我族类”，必须消灭之。

这套充斥着敌意的话语体系撕裂了人群，

压制了人对人的善意和人与人之间的理

解。写作是对这类恶意话术的抵抗和反

击。写作者倾听对立者的声音，写作的

过程是进入他人的皮肤，感受他人的心

跳，流下他人的泪水，哪怕对方被定义

为“敌人”。作家可以是任何人，甚至可

以是“不成为任何人的怪物”，在《贩卖

过去的人》 里，作家化身一只壁虎，让

壁虎开口讲那些并未过去的过去。阿瓜

卢萨得出了一个具有悲悯心的结论：写

作锻炼着人们掌管同情心的肌肉，文学

让人们从幽闭中重新建立连接，通过阅

读，不同阵营的人群能够拉近关系，甚

至可能因此解决冲突。在写作 《遗忘通

论》 时，他明确地表达着：不要用“我

们”和“他们”来界定身份，因为我们

是我们，我们也是他们。

就这一点而言，文学本身也应该从区

分“我们”“他们”的思路中跳脱，阿瓜

卢萨很直率地议论：强调亚洲或非洲文学

的“民族性”，这本质是基于西方中心主

义的偏见。当阿瓜卢萨在上海面对一桌子

中国食物，他认为中国是他一无所知的另

一个宇宙。但是他翻开葡萄牙语版的中国

当代短篇小说合集，前言里提到博尔赫斯

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影响，他拍手赞叹：

“看吧，文学是把全世界的个体串联在一

起的桥梁，在这里，不必有异乡人的区

分。”恰似马尔克斯在旅居安哥拉后，认

为在非洲找回了“童年时沉浸的哥伦比亚

魔法”，而米亚克托笔下的莫桑比克，也

让人们联想魔幻的拉美。“文学不该存在身

份和国族认同的焦虑，此类讨论默认了欧美

中心的立场，直白地说，是因为世界给予美

国、给予白人的关注太多了。”

中国作家孙甘露概括阿瓜卢萨的特点是

人物和出其不意的意象相关联，在波澜不惊

的话语里出现惊心动魄的事件。阿瓜卢萨写

过这样一段刺目刺心的细节：一个年轻男孩

长久地做着命悬一线的排雷工作，他时刻感

觉自己的嘴里有雷管类似枇杷的气味，有一

天当一个外国记者采访他，问他正在想什

么，男孩回答：“嘴里的枇杷味。”少年和地

雷，枇杷和死亡，类似具有悬殊反差感的描

写对象反复地出现在阿瓜卢萨的作品里，他

认为自己身处的非洲大陆就是这样遍布着冲

突和混乱，多元又复杂。比如在安哥拉多年

内战中，反对葡萄牙殖民的阵营里很多是欧

洲后裔，他们祖辈从葡萄牙迁居而来，但孙

辈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是“独立的安哥拉

人”。比如，被尊称为“莫桑比克摄影之

父”的一位前辈，其实他带有中国广东血

统。阿瓜卢萨总结，非洲的大地上有太多非

凡的人，也有无数离奇的事。他的朋友、毛

里塔尼亚导演希萨柯曾经到安哥拉拍纪录

片，他和摄影师在街头随机采访人们，听他

们讲自己的故事。起初阿瓜卢萨觉得这工作

方式太扯了，但他随摄制组拍摄几天后，惊

讶地发现那么多普通人有一肚子的故事要分

享。他说：“这种讲故事的紧迫感就是非洲

文学的特性，甚至可以说，讲故事的紧迫感

是非洲作家出生时的脐带。”

在阿瓜卢萨的笔下，总有相似或相同的

人物穿梭在不同的小说里，有读者趣称这是

他的“文学宇宙”，他回应，如果他的作品

中存在一个“宇宙”，那是有关“阅读”的

宇宙，在那里，文学克服了现实。文学不仅

有改善现实的力量，它能更进一步地介入并

成为现实本身。最初让他产生这种想法的是

领导安哥拉独立战争的诗人们。在他被翻译

最多的一部小说《遗忘通论》里，他塑造了

一个被困在安哥拉首都卢安达公寓里的女主

角，她继承了一屋子的藏书，于是她靠阅读

的方式离开了幽闭着她生命的小公寓，阅读

在象征层面解放了她。写作《生者与余众》

时，他在小说中设想虚构的角色进入现实、

改变现实。

他的另一段创作趣事更坚定了他对文学

的信心。他曾和朋友一起给安哥拉的报纸写

连载小说，为了掩饰有两个作者轮流在写，

他们假冒女性的第一人称叙事，虚构了笔名

“费伊沙”，冒充一个不存在的女作家。但是

追连载的读者们深信不疑，他们迷恋这个叫

“费伊沙”的女作家，在维基百科上为她创

立了词条，当连载正式出版后，人们四处打

探“费伊沙”，在巴西的一次文学节签售

中，编辑谎称“费伊沙正在阿富汗考察，所

以不能前来”，而现场读者深信不疑。被虚

构的影子作者“费伊沙”取代了阿瓜卢萨，

他甚至怀疑：“如果我对葡萄牙语系的读者

坦白，恐怕没人会相信我。”

在小说《热带巴洛克》里，阿瓜卢萨写

到一个中国孩子在一座等待被建成的城市里

到处涂鸦，他说，这个故事是他最喜欢的，

因为“孩子、不确定的未来和自由的表

达”，正是关于文学的绝妙意象。

阿瓜卢萨：在文学的国度里没有异乡人
■本报记者 柳青

24年前，导演郑大圣在上海三山

会馆的古戏台下，观看了2000年版昆

剧 《琵琶行》 的首演。24年后，接过

母亲黄蜀芹的接力棒，他执导的新古典

主义昆剧 《琵琶行》 将在黄浦江畔

1862时尚艺术中心上演。“当诗人笔下

中国文学史上如此重要的一次相遇，和

上海的璀璨夜色同步呈现在眼前，也映

照着千年 《琵琶行》、600年昆曲依旧

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郑大圣感慨。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七言叙事长诗

《琵琶行》共88句616字，可谓字字珠

玑。2000年春天，昆剧 《琵琶行》 经

“闽南才子”著名剧作家王仁杰执笔、

著名导演黄蜀芹执导创排，由上海昆剧

团国宝级艺术家梁谷音担纲主演，一经

首演便轰动全国，这部90分钟五场大

戏的佳作成为全国第一部实景演出的昆

剧新作。“当时创作的前辈非常大胆，

近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后，看看我们还

能尝试些什么。”日前，俞振飞昆曲厅

里，在这一版的主演沈昳丽和黎安排练

重头戏《相逢》的间隙，郑大圣这样对

记者说。

“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

面”“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

语”“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

识”……这些都是《琵琶行》中耳熟能

详的名句。“最核心的那几句话，写出

了人的际遇，让当代人依旧感同身受，

这是白居易伟大的地方。”身兼导演和

剧本整理，郑大圣透露，主创就是从这

些名句中提取出重要的戏剧时刻。此

外，这一版《琵琶行》在致敬旧作的前

提下，对剧本和导演手法都进行了创

新，增加了闪回等方式丰富叙事。郑大

圣讲戏，习惯细致地和演员探究外在因

素对人物的影响以及角色内心的起伏变

化。白居易在嘈杂的街道上如何通过声

音寻到倩娘，双目失明的倩娘要以何种

姿态出场都是郑大圣关注的细节。在他

看来，梨园行“说戏”的传统比影视剧

排戏更加仔细。“戏曲的一句唱，老师

可以和学生说上一下午。戏曲的程式就

像丰沛的武库，丰富的表现手段可以应

对导演的各种要求。”

对于沈昳丽和黎安来说，出演《琵

琶行》都是一次“圆梦”。2000年《琵

琶行》首演，黎安在台上饰演白居易的

“友人”，沈昳丽则从彼时台下的“遥遥

相望”一脚跨进了诗中。此番饰演“倩

娘”，沈昳丽得到了来自前辈梁谷音的

鼓励——“这不仅仅是传承，你们要有

自己的风格和面貌”。为了不辜负老师

的期望，主演们从前期工作开始就做足

准备，沈昳丽看录像学唱腔，拿下了

20多首曲子；黎安更是阅读了陈寅恪

等学者对于白居易的研究文字，并潜心

练习克服老生改小生的唱腔变化。

这一版《琵琶行》将于9月7日—8

日登陆1862时尚艺术中心，一连两晚

的演出选择在了黄浦江边的旧“船

厂”。为何不在传统的戏曲剧场？

郑大圣的灵感来源于《琵琶行》的首

句——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

瑟。同样是在江边，又是与古人送客临

近的演出时间，他希望将白居易笔下的

场景跨越时空，平移至观众生活的上

海。与此同时，1862时尚艺术中心在演

出期间也会打开“浦江的阳台”。届时，

观众可以在欣赏演出的同时，透过舞台

背后的玻璃门，一览黄浦江的夜景，与唐

诗、与历史，在心动时分相遇。

新古典主义昆剧《琵琶行》下月登陆    时尚艺术中心

与白居易“相逢”黄浦江畔

■本报记者 王筱丽

仿生人安迪为了带女主角等避过危

险的抱脸虫，告诉她们：“人类在恐惧的

时候会汗毛竖起、皮肤温度降低，躲过通

过热感应定位猎物的抱脸虫。”在这个炎

炎夏日，不少观众在影院里体验到了惊

惧带来的“透心凉”以及肾上腺素分泌带

来的紧张刺激。截至记者发稿，上映7

天的《异形：夺命舰》揽收逾3.7亿元票

房，已经超过此前《异形：契约》的3.11亿

元和《异形：普罗米修斯》的2.23亿元总

票房。

网络评分7.6分的该片进入大众视

野，源于一条社会新闻：8月16日，有观

众携带8岁儿童观看该片，观影过程中

儿童因内容恐怖而感到不适和恐惧。家

长对此表示强烈不满，谴责影院放映不

适宜儿童观看的影片，要求退票及赔

偿。事件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发酵，“异形

吓坏8岁小孩，家长投诉影城”等相关话

题占据各大平台热榜，引发公众对《异

形：夺命舰》“恐怖程度”和“内容尺度”的

广泛讨论。原本“低调”开画、上映前两

天排片率徘徊于14%上下的该片吊起了

不少人的胃口，目前的排片占比接近

27%，遥遥领先一众影片。值得玩味的

是，这部电影竟意外吸引了不少女性观

众。根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观众人群

中47.7%为男性，52.3%为女性。而灯塔

专业版显示，观看《异形：夺命舰》的用户

主要集中于一、二线城市，都市白领是观

影主力。

《异形：夺命舰》出圈，是因为“越害

怕，越想看”？

绝境中的考验渲染惊悚氛围

飞船穿越狂风暴雨、电闪雷鸣的云

层，进入太空后，女主角蕾恩才第一次见

到了这颗生活了多年的星球所围绕的那

颗太阳。太空中和煦的阳光播洒在演员

卡莉 ·史派妮的脸上，形成了宁静而美好

的画面。明知道这群人正在奔赴一场

“作死”之旅，观众不禁问自己：如果处在

片中的境地，她们的选择有错吗？《异形：

夺命舰》中，每个人物的行为动机有其合

理性，是吸引人看下去的重要动因。

从观众反馈来看，影片的选角颇为

加分，人物群像特点鲜明，青春荷尔蒙

的气息也与阴冷肃杀的太空形成了鲜

明的对比。电影中对每个人的描画均

着墨不多，但几个镜头、几句对话就把

人物的性格、脾气交代清楚。阳光开朗

的泰勒和天真热情的凯是片中的“颜值

担当”；比约恩则是类型影片中常见的“猪队友”角色，给主角

灾难般的冒险之旅起到雪上加霜的作用；而片中最重要的人

物关系则是女主角蕾恩和她的仿生人弟弟安迪。安迪从一开始

的温驯善良，到升级芯片后的精明强干，再到后期又恢复初心

成为那个围着姐姐转的乖弟弟，角色的人物弧光跌宕起伏，给

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蕾恩则自始至终围绕着两个目标而拼尽全

力：生存和保护弟弟。评分网站上，一位观众评价这是电影中

唯一的暖色调。

最为吸引人的当然是影片中的惊悚氛围渲染。“深空之中，

没人会听到你的尖叫。”空间站中危机四伏的封闭环境，恐怖冷

血的异形怪物随时冲脸追杀，绝境之中对友情和人性的考验，让

观众的情绪在紧张、恐惧、绝望中来回被撩拨。

剧情单薄和少儿不宜，是两大槽点

“剧情太好猜了！”这是《异形：夺命舰》被诟病的一大槽

点。该片属于典型的好莱坞高概念电影——也就是俗称的“爆

米花电影”，强调易于理解、易于营销。从片方对剧情的一句

话介绍里就可以看出情节有多简单：一群年轻的太空殖民者在

冒险探索一个废弃的太空站时，意外遭遇了宇宙最可怕的生命

体——异形。

影片不仅剧情单薄，套路和桥段也比较老套，不少经典的场

景更是“致敬”了此前的同系列作品，对熟悉该系列电影的观众

来说没有多少新鲜感。也有业内人士指出，内容只是电影的一

个方面，若能把简单的故事讲好，也是电影工业成熟度的表现。

正如网友所说：“我们讨厌的不是套路，而是低质量的套路。”

而在影片自身之外，《异形：夺命舰》引发的另一大争议，是

“太惊悚”和“少儿不宜”。尤其是影片最后15分钟的内容，恐怖

指数颇高，有不少网友表示担心孩子观影后受影响。业界呼吁，

该片的热映说明了市场对类型电影的客观需求，影院和片方应

肩负起提醒和告知观众的责任，而家长也应根据实际情况筛选

观影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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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卫中名家共享书房

时隔24年，上海昆剧团携手导演郑大圣，重探《琵琶

行》原作脉络，以新古典主义的创作理念再度将这部作品

搬上昆剧舞台。图为《琵琶行》宣传照，闺门旦演员沈昳

丽在剧中饰演“倩娘”。 （上海昆剧团供图）

安哥拉作家阿瓜卢萨作品。制图：冯晓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