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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见习
记者孙彦扬）著名
指挥家许忠将执棒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

节 节 日 乐 团 演 绎

贝 多 芬 交 响 乐 全

集，将古典乐融入

城市背景，打造独

特户外景观演出，

为 第 二 十 三 届 中

国 上 海 国 际 艺 术

节“艺术天空”系列

演出启幕。

今 年 10月 6

日、7日，本届艺

术节“艺术天空”

十周年的“非凡贝

多芬”项目将上演

贝多芬第一至第九

交响曲。许忠告诉

记者，两天九曲的

户外交响乐演出，

这在全国属于首

次。作为向世界展

示上海的城市文化

“乐”名牌，中国

上海国际艺术节节

日乐团 特 邀 著 名

指挥家艾森巴赫

与许忠共同担任

音乐总监，并由

国家大剧院管弦

乐团、上海歌剧院

交响乐团、苏州交

响乐团、上海爱乐

乐团等国内一流交

响乐团的声部首席

和优秀乐手组成，

在 2023年第二十

二届中国上海国际

艺术节开幕系列演

出中惊艳亮相。

据悉，为推动

艺术惠民亲民，两

天的演出向观众免

费开放。9月27日14点起，观众即可登

录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官方小程序免费

预约。预约采取实名制，每人每场限约

2张，约满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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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6000多万名工程师，他们

会读科幻吗？他们喜欢怎样的科幻作

品？以前预设很小众、很独特的科学领

域知识，其实有很多相关领域从业者和

读者，这对科幻作家的知识水平提出了

更高要求。”科幻作家刘慈欣说。日前，

在京举行的“《哥德巴赫猜想》之后——

科幻科普作家活动周”上，作家与学者

共聚探讨“科学与文学共助新质生产

力”。针对中国科幻文学当前出现的创

作队伍急剧变大、专业程度越来越高、

读者群也在转变等现象，刘慈欣说：“中

国科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科幻作家一

定要忠实地面对‘变化’本身。”

当科学与文学相融共舞，如何看待

“双螺旋”构建出的丰富面向？专家认

为，科幻、科普、科技题材三种创作力量

齐头并进，才是真正美好的局面。“从

《山海经》《搜神记》到《西游记》《聊斋志

异》《镜花缘》，从儒勒 ·凡尔纳、童恩正

到王晋康、刘慈欣、韩松，以及麦克尤

恩、刘宇昆，科技题材创作是古典与现

代、科学观与人文观、想象力与责任心

的交汇之地。”《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

提出，希望未来中国的科技工作者、科

幻科普创作者“能够从更高指向、更全

方位的视角书写人类发展故事，抵达科

学与文学交融的理想境界”。

真正的科幻之美：科学
是想象力的翅膀

科幻文学是如何平衡科学现实与

想象力的？面对这一经常被问及的问

题，刘慈欣欣然回应：“两者并不矛盾，

并在真正的科幻文学中相互依存。科

学并非科幻戴着跳舞的镣铐，而是想象

力的翅膀，这是真正的科幻之美。”

科学自带诗意与想象力。刘慈欣

认为：“如果你真正理解科学表达的内

容，晦涩的数学语言里是惊人的想象力

与世界图像，它们远超我们的日常经

验，会给人的精神以强烈冲击。”仅是弦

论中最微小元素的尺度，就让刘慈欣感

叹不已，“假设原子和中子如同地球一

般大，弦就像地球上的一棵树，而这一

尺度下物质的行为有一种奇怪的美感

和诗意，远超出现实生活的一切”。这

同刘慈欣在小说中所写的不谋而合，在

《朝闻道》中，科学家丁仪试图跟女儿争

论：“真正的美眼睛无法看到，只有当你

用想象力和数学把整个宇宙在手中捏

成一团儿，使它变成你的一个心爱的玩

具，你才能看到这种美。”

在科幻作家笔下，科学产生的无数

的可能性、未知图像与思想实验渐次展

开。正如作家王蒙所说：“科学和文学，

在某种意义上有很多相通的地方，科学

的激情和文学的激情、科学的向往和文

学的向往有时候是分不开的，科学的想

象力和文学的想象力结合起来，是令人

兴奋的。”

科幻作家要忠实地面对
“变化”本身

科幻文学在创作层面显示出融合

态势，“软科幻”与传统文学创作之间不

断跨界。《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徐则

臣认为：“一部分科幻文学已成为一种

表达范式，表达在传统文学中没能说出

的部分。科幻文学像是使用‘望远镜’

观察人类世界，关注更长远的精神处

境；而现实主义文学往往是使用‘显微

镜’，强调对当下的放大式写作。当社

会呈现碎片化，写作便也产生碎片化，

此时就更需要有整体观的文学观照。

因此我认为在谈论文学中的‘人类命运

共同体’时，谈论科幻非常合适。”

科幻也成为新一代作家介入文学

的重要路径。科幻作家宝树就对科幻

作出如此表述：“科幻变成了生活，生活

越来越科幻化，现实生活不再是一个固

定的数值，而是随时间变幻的曲线。”徐

则臣观察到，当下许多年轻作家在创作

时选用“科幻模式”，不再以纯粹的现实

逻辑或者当下的生活背景为创作底色，

而是将其更换为科幻的背景与逻辑，这

不同于过去主要从纯文学进入创作的

作家们。“或许以后我们再谈科幻文学，

就不再是一个单独的话题，而是作为严

肃文学整体生态的一部分。”

科学题材创作正进入当
下现实

科幻是个奇妙的引子，它并不一

定直接作用于科学发展，却在影响更

多人。刘慈欣认为：“总体而言，科幻小

说中的科学，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精准

科学，而是科学在文学中的映象。科幻

文学主要以美学功能间接影响科学的

发展，鼓励读者对科技产生兴趣。同

时，科幻也是具有强烈创新因素的文

学，鼓励激发人们的创新精神。”

张军平，是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

技术学院的教授，同时也是科幻写作

者与科普人，而这一切“都与科幻有

关”。“我小时候很喜欢看叶永烈写的

《小灵通漫游未来》，那时书里讲的很

多东西，如今都变成现实，这样的启

蒙也成为我后来转向人工智能方向的

重要原因。”于是，在科研之余，张军

平在科幻作品《低比特纪元——猎人

吴商》中问出“当人工智能大模型耗

光地球电能，人类应该怎么办”，在科

普著作《爱犯错的智能体》中普及人

工智能的原理，科幻、科普与科学开

始不断交汇。

无论是青少年科普创作、“硬核”

科幻想象，还是弘扬科学家精神的科

技纪实文学创作，科技题材创作都在

从不同视角进入当下现实。1978年1

月，《人民文学》 推出徐迟的报告文

学 《哥德巴赫猜想》，这在科学界和

亿万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而进入新

世纪，作家许晨亲临蛟龙号探海现场

而作的报告文学《第四极》同样风采

奕奕。中国大洋协会副理事长、蛟龙

号海试总指挥刘峰回忆：“那时从600

米到7000米，每下潜一次都在打破国

家纪录，旁边有‘锵锵’的祝贺声，

回头一看原来是炊事员开心地拿锅在

那 里 敲 。 而 许 晨 跟 随 我 们 出 海 创

作，很好地推动了我国海洋意识的

整体发展。”

科学与文学“双螺旋”舞出科幻之美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短

视频平台的兴起，面向老年

人的微短剧作品逐渐成为一

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些作

品以其通俗易懂、节奏明快

的特点，迅速占领老年人的

闲暇时光，获得了可观的播

放量。仅在抖音平台上，近

期的 《五十岁保姆嫁豪门》

获得1.5亿次播放量，《婚礼

上婆婆惊艳全场》有1.4亿播

放量，《团宠老妈惹不起》有

1.3亿次播放量。

不少微短剧作品以老年

人的日常生活困境或是情感

需求为切入口，如对夕阳红

爱情的向往、家庭亲情间的

纠 葛 等 ， 而 大 受 欢 迎 。 然

而，在近期走红的银发微短

剧创作中，“霸道总裁爱上

我”“隐藏富豪反转现身”等

平行移植来的“套路”屡见

不 鲜 ， 大 有 只 顾 “ 情 绪 价

值”、不顾“浮夸”“荒谬”

之风。对于老龄题材影视创

作的方向，中国人民大学国

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黄河认为，在兼顾视听表达

和故事内核基础上，作品还

应当回归生活，对现实中存

在于老年群体生活中的既有

问题给予有力的回应。

为“夕阳红”收视
人群订制“极致”情感
体验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

此前发布的 《老年人情感关

怀与短视频使用价值研究报

告》 中指出，老年人“互联

网追爱”现象的根本原因是

老年人的现实关系需求未被

完全满足。老年观众倾向于

选择那些以自己生活状态、

自己身边人物故事为创作背

景的剧目，他们希望在打发

时间的同时也能获得情绪价

值，尤其是弥补他们人生中

的遗憾。

“最美莫过夕阳红。”银

发人群的短视频需求，除了

亲情陪伴之外，爱情题材表

现十分突出。而一些微短剧作品移植

了传统的“霸总+甜宠”题材，只是结

合中老年人的生活场景进行改编。如

《五十岁保姆嫁豪门》讲述从事保姆职

业的刘桂花意外与集团总裁相识相

爱，并与争夺家产的总裁前妻斗智斗

勇的故事。数据显示，“玛丽苏”“杰

克苏”的陈旧套路，换到银发赛道后

同样有效。而另一些面向中老年女性

用户的微短剧，先以“虐心”的剧情

赚取一波“眼泪”，再以极端的反转情

节来实现“爽”感宣泄。如在抖音平台

上获得5.6亿次播放量的《我是妈妈》，

其创作基点是子女赡养问题，讲述大儿

子为迎娶豪门千金，竟然不认含辛茹苦

抚养自己长大的“丑妈妈”；此时成为

霸道总裁的小儿子出现，惩罚了所有

欺负母亲的人。正在热播的微短剧

《团宠老妈惹不起》里，在娘家被百般

歧视刁难的周梅，最后靠三个事业成

功 的 儿 子 实 现 “ 反 转 打

脸”，落脚点在于社会上普遍

存在的子女教育的“家长攀

比心”。

而老年男性的“爽”点，往

往在普通人外表下藏着“泼

天富贵”，实现“扮猪吃老

虎”的夸张反转。如 《外卖

老爹竟是满级大佬》 的主角

秦天华是个隐藏富豪，他日

常以外卖员身份出现，却能

打一个电话调动上万亿资金

扭转股市，让证券营业厅里

的一众人对他“顶礼膜拜”。

围绕双重身份来塑造反转和

爽点的男频“套路”屡试不

爽，比如 《代驾老爹巅峰归

来》《老 炮 儿 之 上 阵 父 子

兵》，男主总是在关键时刻

“从天而降”亮出隐藏的霸总或

富豪身份。

高质量银发微短
剧或在前方不远处

可以说，目前流行的银发

题材微短剧大多以家庭伦理、

情感纠葛为主题，但在选对

老年观众心理和情绪切口的

同时，微短剧创作中常见的

人物形象刻板、情节荒腔走

板等问题“一个都不少”。比

如近期大热的《婚礼上婆婆惊

艳全场》瞄准了社会上常见的

婆媳矛盾：外貌年轻、身材保

养得当的林翠茹从国外回来参

加儿子婚礼，却被从未谋面的

准儿媳误以为是小三，被拖到

订婚宴上当众暴打凌辱。然后

身为总裁的儿子赶来，一怒之

下取消了婚约，让恶毒的准儿

媳悔恨不已。“婆婆被恶媳欺

负”的故事或让部分观众抱

着共情心而来，但终究抱着

“天雷滚滚”的评价而去。

此前，微博上曾有个话

题“老年短剧的社会价值是

让老年人有剧可看”上了热

搜。银发微短剧市场的火爆

和不足，也已引发越来越多

业界人士的关注与思考。微

短剧通常包含反转、逆袭等

高反差剧情，无疑能够让观众

感受一波接一波的强烈情感冲

击；但这类空洞、离奇却缺少

现实意义的短剧霸屏银发视听市场，消

耗了大量注意力和“手机屏幕使用时

间”，又何异于饮鸩止渴。

如何看待面向老年观众的长剧作

品存在有效供应缺失的问题？“越雷越

看”还是“越看越雷”的微短剧为何

能抓住老年观众的心理？其中有没有

值得主流影视创作者学习借鉴的地

方？面对这些疑问，黄河认为，影视创

作者应跳脱出当下对于老年群体的脸谱

化建构，深入他们的真实生活、感受他

们的内心世界、回应他们的多元需求，

勾勒晚年生活中积极而美好的一面，向

社会上的老年群体传递出积极向上的

生活态度。

让手机屏幕上多些真实鲜活的老人

形象，多些贴近现实生活的温暖故事——

随着越来越多从业者看到这一题材创作

的重要性与迫切性，我们或许可以期待

高质量银发微短剧就在前方不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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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活着，像红柿子般占满秋天

的山头/等你经过，都砸在你头上/我

胁迫你和我一起滚下去/从打谷场上，

从山坡上，从火焰上/把拳头打在生活

的利刃上，才能接住/满山堕叶。”在

稻子成熟、秋风吹起的时节，白衣白

裙的余秀华在镜头前娓娓地念着她的

这首《初秋了》，远在英国的导演法鲁

克 · 乔杜里听她念完，不带任何恭维

地说着：“我还是那么地喜欢听你朗诵

诗歌，穿着白裙子的你看起来棒极

了。”余秀华幽默地回应：“你也还是

那个很帅的老男孩！”

昨天下午，这对主创以连线的方

式第一次公开谈论他们合作的诗歌舞

蹈剧场作品 《万吨月色》。法鲁克自

2017年读到余秀华的作品，得到极大

启发，他寻到余秀华生活的村庄，鼓

励她以舞者的身份走上舞台。这个名

为《万吨月色》的特殊舞台项目持续

数年，终于，将在11月15日首演于上

海YOUNG剧场，法鲁克把余秀华的

诗和他编导的现代舞比作一对结合起

来的翅膀：“我们一起飞翔，翱翔在不

可预测的广阔空间。”

“阴影”之舞

“她从磨眼里，取出支离破碎的自

己。她从残疾里，取出一个轻舞飞扬的

自己。”余秀华的这首《阴影》激发了法

鲁克的创作冲动。他认为余秀华在诗

中传达着一个处境特殊的女人在寻求

被外部世界接纳时的脆弱和挣扎，她的

文字热情，坦诚，无所畏惧，毫不退缩，

这些特点吸引了他。余秀华写下了一

个身体残疾、情感丰富的女人被当作异

类，生活在拒绝她的社会里，她就像“阴

影”，既真实存在，又不被看见。法鲁克

从余秀华的诗里，读到了他作为巴基斯

坦裔移民在英国社会里的处境：“我总

觉得自己是一个影子，我生活的这个社

会拒绝着我，我是影子般的存在。在这

个意义上，余秀华的诗让我感同身受。”

他想到把诗里的“阴影”意象转化成某

种新鲜的舞台象征——让诗人在光与

暗交错的空间里跳舞，在不同尺寸的

“阴影”下舞蹈，表达不同生命阶段对

“阴影”的感受。

法鲁克先后以阿库汉姆舞团制作

人和英国国家芭蕾舞团制片人的身

份，在25年里频繁地来往于英国和中

国，他对中国当代的舞者和舞蹈剧场

是相当熟悉的，即便如此，他自我评

价和余秀华合作的《万吨月色》“前所

未有的大胆”：“这是一次不同寻常、

很不容易的创作，我们在表演中尝试

一些全新的东西。”他做了个比喻：

“古典芭蕾的观感类似于小说，现代舞

则对应着诗歌，两者都在简练的表达

里，大量运用象征和隐喻。余秀华把

诗歌比作给予她力量的翅膀，多么

巧，我从十几岁开始跳舞，也把舞蹈

视为带我从现实起飞的翅膀。”

余秀华回忆了几年前法鲁克风尘

仆仆地赶到横店村见她，在村里住下，

与她共同生活了一星期。初见法鲁克

时，她穿着明艳的桃红色长裙，她是大

胆的女诗人，对外面的世界、对文学以

外的世界跃跃欲试，但也难免有不确定

和不自信。她“壮胆”的方式是用肆无

忌惮的言语“挑战”对方：“回想起来，我

在他面前的有些话是挑衅的，但是他用

他的幽默和坦诚，照单全收了。”对此，

法鲁克回应：“其实，正是你的幽默给了

我勇气。我想，过于严肃会让我们变得

渺小。”他真诚地赞美：“她对我的影响，

超过在世的其他一切艺术家。”她开朗

地调侃：“你是个可爱的小男孩！”他们

对彼此的信任感在这样的交流中产生，

当法鲁克离开村子时，余秀华接受了看

起来不可思议的邀约：跳现代舞，在舞

蹈里跳出她的诗。

分裂和缝合

“无数的影子在缝合，在她分裂的

身体间。”《万吨月色》的创作根植于余

秀华的七首诗，正如她的表达，这是一

部关于“分裂”和“缝合”的作品。和余

秀华共同创作《万吨月色》，是法鲁克作

为编导第一次和身体残障的表演者合

作。困难是直观的，余秀华是对美、对

生命力的感受非常敏感的艺术家，她会

在参观国家美术馆时、在许多画作前挪

不开步子，她向往于一个承载着生命之

美的艺术世界，也渴望以创作者的身份

进入其中，所以在排练初期，她常常为

了不能顺利做出一些肢体动作而气恼

哭泣。法鲁克被余秀华在排练场上的

泪水所触动：“她的身体受到的禁锢是

直观的，她的挣扎是直观的，但我从

她的挣扎里看到了一整个情感和诗歌

的宇宙。当她用不完美的身体做着不

完美的舞动时，我看到人的可能性、

生命的可能性增加了。”

于是在 《万吨月色》 的编排中，

有两名专业舞者围绕着余秀华，她们

分别隐喻着光明和阴影的意象，处在

光明中的舞者美丽无瑕、人人向往，

隐在阴暗中的舞者幽深难测、焦虑不

安。这是对余秀华的内心世界和她的

诗歌意象的直观再现：这个傲视世俗

偏见的诗人，也曾困惑于“他人的眼

光”，她曾渴望光亮，害怕坠入暗淡，

恰似她手持玫瑰登场，但这些花束变

成砸向她的武器，而她的勇敢在于，

在承受过偏见与伤害之后，她放下了

“被认可”的执念，拥抱不完美的自

己，自我和解。

谈论舞蹈时，余秀华并不像她在

社交网络空间里嬉笑怒骂、锋芒毕

露，她甚至是谦卑地说：“无论跳舞还

是写作，我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而法鲁克立刻反驳：“不是这样的！你

的舞蹈、你的诗不仅会在上海演出，

我们还会一起去伦敦和纽约，会到处

巡演，《万吨月色》 将是讲给全世界

的、讲给所有人的语言。”

余秀华跳起现代舞，从阴影里起飞——

“《万吨月色》是说给全世界听的语言”

当 科 学 与 文

学相融共舞，如何

看待“双螺旋”构

建 出 的 丰 富 面

向？专家认为，科

幻、科普、科技题

材三种创作力量

齐头并进，才是真

正 美 好 的 局 面 。

在科幻作家笔下，

科学产生的无数

的可能性、未知图

像与思想实验渐

次展开。

(AI制图)

法鲁克和余秀华合作诗歌舞蹈剧场作品《万吨

月色》，试图把诗里的“阴影”意象转化成某种新鲜的

舞台象征——让诗人在光与暗交错的空间里跳舞，

在不同尺寸的“阴影”下舞蹈，表达不同生命阶段对

“阴影”的感受。

（均受访者供图）

(上接第一版)

经过努力，就业机会充分、就业环

境公平、就业结构优化、人岗匹配高

效、劳动关系和谐的局面逐步形成，系

统集成、协调联动、数字赋能、管理科

学、法治保障的就业工作体系更加健

全。城镇就业稳定增长，失业水平有效

控制，劳动参与率基本稳定，现代化人

力资源加快塑造，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更

加完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稳步扩大，

社会保险覆盖面不断扩大，劳动者就业

权益有效维护，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努

力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

《意见》明确，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

就业促进协调联动，强化宏观调控就业

优先导向，增强现代化产业体系就业协

同性，支持各类经营主体稳岗扩岗，提升

区域协调发展就业承载力，培育就业扩

容提质新动能。着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

盾，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的匹配度，

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拓宽技能

人才发展通道。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

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

渠道，做好退役军人就业服务保障，拓宽

农村劳动力就业增收空间，完善困难人

员就业援助制度，优化自主创业灵活就

业保障制度。健全精准高效的就业公共

服务体系，完善覆盖全民的就业公共服

务制度，夯实基层导向的就业公共服务

基础，推行数字赋能的就业公共服务模

式。提升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水平，保

障平等就业权利，促进劳动报酬合理增

长，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扩大社会保障覆

盖面。凝聚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工作

合力，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支撑保障，防

范化解重大风险，营造良好氛围。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