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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舍谈吃》

登美食图书Top10榜首

  豆瓣读书日前发布数据，由梁实秋所著的散文
集《雅舍谈吃》以8 . 8 分登美食图书Top10 榜首。
核桃酪、铁锅蛋、瓦块鱼、溜黄菜……一道菜品即
一篇文，谈美味以寄兴，是梁实秋先生的智慧。
《雅舍谈吃》不仅记叙众多街头特色小吃的渊源、
品相，更是将“吃”背后的饮食文化、“吃”之余
的人生百态和“吃”以外的故土乡情融于文章之
中，诙谐典雅的文字间流露出一个时代的滋味记
忆。“吃食经过一番回忆提炼、再融注笔端，这一
过程很微妙，笔下的吃虽不如现实中的吃来得直
接，却充满想象，此书越读越馋，越馋越读，让人
乐在其中，亦品尝深意”，有读者如是评价。
  《五味：汪曾祺谈吃散文32 篇》位居榜单第
二位。作者汪曾祺以温润质朴的文笔描绘地方风味
和民间小食，细数“酸甜苦辣咸”与“腥麻臭”等
味道，同时，用“五味”勾勒“行万里路”的人生
脉络，谈吃、谈写作、谈阅历，感悟闲适生活中所
蕴含的哲理。清代文人袁枚的《随园食单》位居榜
单第三位。

《星汉灿烂》

领跑网剧播放市占率
  据灯塔专业版实时数据统计，截至7月15日，
古装剧《星汉灿烂》以18 . 06% 的实时正片播放市
占率登顶网络剧排行榜。该片改编自关心则乱撰写
的小说《星汉灿烂，幸甚至哉》，由费振翔执导，
吴磊、赵露思领衔主演，讲述了背负沉重身世的将
军凌不疑，与自幼缺爱的“留守少女”程少商在一
次次共赴磨难后收获成长，相互交心、相互治愈，
并坚守正义、携手化解国家危机的故事。《星汉灿
烂》记叙“小家”，刻画细腻而真实的家族群像，
具有接地气的“生活流”特质；呈现“大家”，探
讨乱世之下的家国大义，展现更深远的走向。目
前，已播出内容还停留在“宅斗”，预告中的战争
场面则暗示后续剧情将过渡到“家国天下”部分。
  排在榜单第二位的是由孙逊执导，孙逊、孟
丽、张丹峰等主演的悬疑犯罪剧《暗刃觉醒》。该
片讲述了特种兵朱小强因伤失忆、回归普通人的平
淡生活，却因脑海中尘封的“贩毒网络人员名单”
再次陷入险境，最终在昔日战友的帮助下找回记
忆、惩恶扬善的故事。

《还在流浪》

居飙升榜榜首
  暌违六年，歌手周杰伦于7月14日晚正式上线
专辑《最伟大的作品》，目前销售额已破亿，新专
辑曲目也持续“称霸”各音乐平台热播榜。
  据7月15 日的QQ音乐实时数据统计，由周杰
伦谱曲，方文山填词的《还在流浪》居飙升榜首
位。歌曲充满复古电影的感伤，描述在空旷老旧的
小镇中发生的一个和爱情有关的故事。许多网友感
叹：“歌声一出，以前拿着歌词本一字一句听周杰
伦唱歌的青春又回来了”“还是熟悉的周式风格，
有《上海1943》的味道，很好听”。
  《红颜如霜》居榜单第二位。这是一首融入R
&B 以及京剧唱腔的中国风歌曲，由方文山填词，
以梨园名剧《凤求凰》为主题，刻画分隔两地的恋
人，只能透过书信往返寄托情意，却只收到一句
“甚安勿念”，思念结霜，无人问暖，独自惆怅。
  《粉色海洋》居榜单第三位。蓝色船屋、长木
板路、粉红沙滩，跟着轻快曼妙的音乐去兜风，
“幸福就在有你的地方”。另外，周杰伦的儿子
Romeo惊喜献声开头旁白，为单曲再添“彩蛋”。

《音魂掠影》

居口碑榜榜首
  据豆瓣实时数据，《音魂掠影》以超百分之九
十的好评率居最近一周电影口碑榜榜首。《音魂掠
影》是由著名导演朱塞佩·托纳多雷执导的传记类
影片，历时五年，横跨欧美进行拍摄，以长访谈和
电影片段为主，讲述意大利音乐大师埃尼奥·莫里
康内的创作人生。托纳多雷与莫里康内渊源颇深，
二人都钟爱浪漫的新现实主义题材，托纳多雷的
“时光三部曲”——— 《天堂电影院》《海上钢琴
师》《西西里的美丽传说》皆由莫里康内配乐，他
们的相遇也真正成就了对方的艺术追求。为致敬这
位大师前辈，托纳多雷制作了《音魂掠影》。
  居榜单第二位的是由李睿珺执导，武仁林、海
清领衔主演的农村题材电影《隐入尘烟》。该片讲
述了西北农村中一对“失语”的农民夫妇孤苦依
偎、相濡以沫，又经历分离、隐入尘烟的故事。没
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只有细水长流的生活，影片将
镜头对准“濒临被遗忘”却“有生命力”的乡土社
会，传达对时间、感情与生命的思考。今年2月，
《隐入尘烟》入围第72 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
单元。
  （□记者 田可新 实习生 王欣怡 整理）

  □ 施战军

  王火先生是大文人也是老战士，是有学问
的著名作家、有成就又有故事的当代文学史亲
历者、见证者、创造者。王火先生塑造的节振国
等形象，已经深深印在中国人的心里，他厚重的
巨著《战争和人》是独特又永恒的文学奇迹。
  我也在山东读书和工作过18 年，无数次
听山东从事文学和教育的人们情不自禁地表达
对王火先生的敬佩、景仰之情。《战争和人》
第一部《月落乌啼霜满天》是王火先生在山东
临沂生活期间写成的。 1961 年到1983 年，人
生最好的年华，22 年，他给了沂蒙老区。在

那样的条件下，写作难度和辛苦也可想而知。
即便如此，王火先生在山东的后三年，创作了
又一部可以留存后世的作品——— 传记体小说
《外国八路》，传主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牺牲在沂蒙大地的国际友人汉斯·希伯。这里
有他的担当和深情，今天读来，其中也涵纳了
铭感于山东经历的人们的真挚乡情和乡愁。请
允许我斗胆代表山东乡亲向王火先生致敬！
  写抗战时段的小说很多，经典却很少，而
《战争和人》肯定已经是经典。涉及南京大屠
杀的更少，而《战争和人》把国难写到了肉体
和灵魂之中。
  《月落乌啼霜满天》，是最早涉及这一段
深重国难的优秀长篇小说。其中塑造的在南京
大屠杀惨案中宁死不屈的妇女形象庄嫂，原型
来自他第一个采访到的曾在大屠杀中饱受摧残
的幸存者李秀英。这一形象无论如何都应该永
远留在文学史的人物画廊中。

  《战争和人》三部曲，如此雄浑又匀称，
如此磅礴又通透，如此严整又动人。写抗战年
代的长篇巨制中，《战争和人》有那么多的地
方场景，有那么生动真实的众生相，有那么浓
烈的爱国主义，有那么诚挚的人民性，有那么
深刻的战争辩证法，有那么具体的生死贫富善
恶美丑的绞结，从中显现人的丰富表里和崇高
民族性格，这一切都表明它是其他同题材同体
裁作品无法替代甚至无法超越的杰作。
  读过《九十回眸》，我们再看王火先生的
所有作品，他是在用一个一个鲜活的人、一家
一家丰富的人、一群一群复杂的人，来探照人
性秘藏，探析整个民族血脉和人类气脉；用一
个时代、一个世纪，来观照由日子由情感由人
格连接凝聚的整个历史。他的文学作品是现代
家国的信史，更是中华民族的史诗。
  （本文系作者在王火文学创作八十周年学
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他的作品是家国信史，是民族史诗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根据“时代楷模”黄文秀先进事迹创作
的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在央视一套播出
后，反响良好。在这部电视剧中，女演员杨
蓉饰演的黄文秀，无论是外形还是精神气
质，都获得包括当地村民在内的观众的广泛
认可。他们认为，杨蓉把黄文秀的“本色”
演出来了，演活了。主角立住了，也带动整
部戏扎扎实实地立住了。
  豆瓣上有人提问：大家都是因为什么知
道了这部剧啊，是因为文秀姐姐还是演员
啊？有的回答是早就知道了黄文秀的事迹；
有的说是因为在B 站刷到，接着就熬夜追剧
了；也有奔着演员来的。后来，楼主自己又
跟帖：感觉演员们真的用心对待这部剧，看
了杨蓉她们的采访，说村民驱车几个小时去
看她演得像不像的时候，直接泪崩。
  杨蓉回忆，当初在拍摄的时候，有村民
专程驱车两三个小时，就是为了到片场看看
她演得像不像。她说：“当村民们看见我戴
着黑框眼镜，扎着高马尾，身穿写着第一书
记名字的红色马甲时，他们说好像，大喊
‘文秀书记！文秀书记！’”听了这段采
访，让人忍不住潸然泪下。正如杨蓉所言：
村民们是多思念她啊！
  村民们高度认可杨蓉饰演的黄文秀，正
是因为她演出了黄文秀的精气神，感觉那
“就是真实的黄文秀”。这种精气神的内
涵，在2019-2020 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给黄文
秀的颁奖辞中做过一个高度概括：“有些人
从山里走了，就不再回来，你从城里回来，
却再没有离开。来的时候惴惴，怕自己不够
勇敢，走的时候匆匆，留下最美的韶华。百
色的大山，你是最美的朝霞，脱贫的战场，
你是醒目的黄花。”这就是黄文秀的人生
“本色”。
  黄文秀的“本色”人生，其实很感性。
这个从山村走出来的女孩，在北师大硕士毕
业后，作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选择，她放弃
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决定回到家乡支援建
设，担任了广西百色乐业县百坭村的驻村第
一书记。从进村开始，她挨家挨户走访，为
了方便与村民沟通交流，很快学会了当地方

言。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她为村里硬化了路
面，帮村里引进了砂糖橘种植技术，教村民
做电商。在黄文秀任上，百坭村103 户贫困
户顺利脱贫 88 户，村集体经济项目收入翻
倍。 2019 年 6 月 17 日凌晨，黄文秀从百色返
回乐业途中，遭遇突发山洪因公殉职，年仅
30岁。
  从这些感性的故事里，我们能感受到黄
文秀对信仰的坚守追求。为此，她给自己的
人生树立了崇高的目标。同时，她又脚踏实
地，一步一步去实现。为了做好自己的工
作，她有计划，有策略，既能坚持原则，又
懂得如何打破僵局，灵活处理矛盾。面对困
难，敢于迎难而上，以开朗乐观的心态去
应对。
  怎么把这个拥有短暂却绚烂人生的女孩
演好，怎样把这个真实存在过的人物演绎
好，杨蓉确实下了功夫。她带着剧本去百坭
村感受生活，重新走一遍黄文秀走过的路，
与黄文秀当年帮扶过的村户、照顾过的留守
老人交流，聊他们心中眼中的黄文秀是什么
样子。她请剧组同事帮着寻找所有能找到的
黄文秀生前的视频、音频还有扶贫日记，认
真学习了解。与导演及主创团队探讨如何去
表现人物。她自己也一直在反复琢磨和思考
黄文秀的成长经历、心路历程。
  把背景了解全了，把人物琢磨透了，表
演才能把握好分寸，才能准确表达人物性
格，才能真正把人物演好。最可贵的是，杨
蓉在表演中把这个分寸把握得非常好：“我
们都没有特别去强调某场戏一定要煽情，一
定要悲痛，而是到了情绪点自然而然地表
达。”比如，第二集一开头，村委会开会。
彼时，黄文秀刚进村不久。主持会议的黄文
秀提出了一个新规，以后要在办公楼里禁
烟。村支书借口烟瘾大，离开会场出去抽
烟。其他几人也借口抽烟，接二连三走到屋
外，这些人名为抽烟，实为“站队”。黄文
秀一看这局面，倒也没有慌乱，而是带着屋
里的几个人，把椅子搬到屋外，在外边继续
开会。村支书一看这架势，不禁脱口而出：
“黄书记，你这是给我下马威哟！”黄文秀
回答：“不是下马威，是妥协。”这样一个
小情节，拉紧了矛盾冲突，充满了情感张
力，对人物性格的刻画自然也非常有力。整
场戏走下来，杨蓉确实做到了自然而然，不
瘟不火，尺度拿捏得非常好。她的表演可以
说是抓住了人物的灵魂，精准地表现出人物

的精神“本色”和性格“本色”。
  在艺术表演领域，“本色”是一个衡量
表演水准高下的常用词。演员能演出角色的
“本色”来，标志着表演水平高，代表着塑
造人物的能力强，当然值得赞赏和提倡。但
是，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有些演员之所以
受到大家批评，归结到最后，还是因为“本
色”不足，甚至“本色”全无。那么，什么
是本色，怎么做才算是符合本色？
  “本色”一词先是进入文学批评范
畴，最早见于《文心雕龙·通变》篇。刘
勰在其中写道：“今才颖之士，刻意学
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
然近附而远疏矣。夫青生于蓝，绛生于
茜，虽逾本色，不能复化。”在这篇文章
中，刘勰论述历代文学风貌之不同及原
因，主要还是为了探讨文学的继承与发展
问题。他认为，青色和赤色是用蓝靛和茜
草染出来的，虽然超过了本来的颜色，但
已经无法再变化了。刘勰在这里提到“本
色”，主要用来打比方，以告诫那些“竞
今疏古”“近附而远疏”的人，希望他们
能“还宗经诰”，即能宗经返本，以走出
创作误区，避免写那些华而不实的诗文。
  之后，“本色”在文艺批评领域逐渐
流行起来。南宋刘克庄就很重视以“本
色”为标准评诗。他认为，“诗必与诗人
评之”，并且更进一步称“诗非本色人不
能评”。刘克庄所说的“本色”，主要是
指诗歌不同于其他文艺样式的艺术特质。
由此可知，他所说的“本色人”就是指真
正懂诗的人。他在《跋刘润诗集》中说：
“余少有此癖，所恨涉世深，为俗缘分
夺，不得专心致意；顷自柱史免归，入山
十年，得诗二百余首，稍似本色人语；俄
起家为从官词臣，终日为词头所困，诗笔
遂绝。”在这篇文章中，刘克庄回顾了自
己一生的创作历程。他说，自己从小喜欢
写诗，可惜后来因为拘于俗务，无法专心
致志投入到诗歌创作中。在朝廷立身作为
词官的一段时间，所思皆是那些骈四俪六
的公文，以致才思困乏，诗笔遂绝。后
来，免官归家，于山中结庐居住，与山林
为伴，神游其间，又激活了自己的创作才
华，一下子写了二百多首诗，而这些诗才
是真正有诗意有韵味的作品，读起来都
“似本色人语”。
  明代徐渭把“本色”引入戏曲批评领

域，对“本色”也曾有过不少论述。他在
《西厢序》中说：“世事莫不有本色，有
相色。本色犹言正身也，相色替身也。替
身者，即书评中‘婢作夫人，终觉羞涩’
之谓也。婢作夫人者，欲涂抹成主母，而
多插带，反掩其素之谓也。故余于此本中
贱相色，贵本色。众人啧啧者煦煦也。”
在这段论述中，徐渭对“本色”的含义进
行了形象阐释，并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贵
本色”的观点。他认为，把事物的本来面
目表现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本色”。而
且，徐渭还认为“岂惟剧者，凡作者莫不
如此”，也就是说，所谓“贱相色，贵本
色”之论，不只对于戏曲，对于一切其他
艺术形式莫不如此。
  对于如何做到“本色”，徐渭也有过很
多论述，概括起来，主要内容即是追求
“俗”和“真”。例如，他在《题昆仑奴杂
剧后》曾说：“语入要紧处，不可着一毫脂
粉，越俗越家常，越警醒，此才是好水碓，
不杂一毫糠衣，真本色。”意思是说，戏曲
表演中的语言，要符合人物的身份和所处的
环境。人物所说的话，越通俗越家常，则越
提神，越能打动人。给人的感觉，就如同用
一盘好水磨舂米，舂出来的都是纯净的米
粒，里面不会夹杂着一点儿米糠。假如市井
人家忽然说出一些极古雅的话，或言谈中引
用到一些很生僻的典故，就会大大降低故事
的可信度，削弱人物的亲近感，因此也会让
观众不由自主地“出戏”。这种现象也是应
该竭力避免的。所以，徐渭也不厌其烦地强
调：“夫点石成金者，越俗越雅，越淡薄越
滋味，越不扭捏动人越自动人。”
  徐渭在戏曲、诗文、绘画等领域都卓
有造诣。他关于“本色”的这些论述，其
实也自然而然地延展到其他艺术领域。比
如，他的诗，他的画，也无不鲜明实践着
他的“本色”论，体现着他的“本色”
观。这些关于“本色”的论述和观点，在
后世又不断获得丰富和发展，“本色”也
越来越多地被当成一把尺子，用来衡量艺
术创作的成败得失。
  直到今天，在文艺表演领域包括影视剧
作品，我们评价一部作品或某位演员时，依
然沿用着“本色”这个重要标准。渐入佳
境，唯有“本色”。像杨蓉饰演的黄文秀这
样，能把“本色”演出来，就是功夫，就是
水平，赢得口碑也属顺理成章。

渐入佳境，还须本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