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11月20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 吕 晗

电话:(0531)85193618  Email:wtzx@dzwww.com文化6

  据南方日报，“这个男人名叫小帅，二十年前他
被错判送进了肖申克监狱……”诸如此类的“三分钟
说电影”短视频，最近热度颇高。一段抓人眼球的情
节之后，剪辑的画面配上AI 一成不变的语调，收割
千万播放量，也引发了许多人对“杀死电影”的担忧。
  不得不说，三分钟的剪辑相比两三个小时的正
片，只够看个热闹。电影的悬念设计、画面音乐、情感
暗线被删减，留下干瘪的剧情。随着AI 语音的加盟
和人物名称的简化，更显同质感——— 迷失在“小帅宇
宙”里，不仅男女主角可以被复制，就连创作者的形
象也可被隐去。
  看热闹本身，并不算错。要想叫好又叫座，原汁
原味固然是一方面，吸引受众同样重要。单从吸引人
这点上，制作方的预告片和网友的二创，效果并无二
致。整体来看，影视剪辑的对象集中于故事片和悬疑
片，那些需要细品慢嚼的文艺情感，是无法寻到嘴替
的。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不必说谁“杀死”谁。
  把选择权交给观众，还需要版权规范保驾护航。
人们担心电影艺术的消失，也有对创作收益的担忧。

“心血之作无人问，小帅小美天下知”，这样的反差是
谁都不愿意看到的。

不如给最佳美术片

一次“留白”
  据解放日报，日前，第35 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红
毯暨颁奖典礼举行。只是，在最佳美术片一项上，多
少令人感到有些遗憾。如果没有具足够含金量的作
品，不如索性让该奖项空缺。
  在历史上，金鸡奖常有空缺。评奖者本着实事求
是的原则，“合则评，不合则空”，从业者和观众也并
未因奖项付诸阙如而不满，反而为金鸡奖宁缺毋滥
的专业性拍手叫好。
  让奖项空缺，也是一种鞭策和激励。20 世纪 80
年代，最佳男演员多次空缺问题引发上影厂的集体
讨论和反思，普通观众也纷纷来信为如何培养优秀
男演员献计献策。2020 年的第 33 届中国电影金鸡
奖，最佳音乐奖也空缺，引发观众对电影的主题歌为
何不如以前优美动听的热议。这些讨论都对行业的
发展起到了正向积极的作用。
  如今，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拓宽中国动画表现题
材，成为困扰中国动画发展的一个问题。除了明晰可
见的票房数据，专业权威奖项的认可更能代表一种
引领性的发展方向，不仅可以给勇于创新和尝试的
动画人以行业信心，也会鼓励更多后继者沿着这一
道路，将中国动画继续推向新辉煌。给最佳美术片一
次“留白”，也许更能引发人们对其未来该往何处走
的深度思考。

新媒体平台“文学场”

如何影响当代青年阅读
  据文汇报，近年来，随着新媒体平台的发展，抖
音、B 站、小红书等以短视频、直播、图文分享的形
式，为文学带来了巨大的流量，激活了内容生态。一
是出现大量图书推荐、阅读分享的内容，吸引了新的
读者，提高了图书销量；二是提供给创作者从幕后走
向台前的机会，帮助其更好呈现个人风格、展示创作
理念；三是生成了新的评价标准，更强调文学与生活
相互连接。
  新媒体已逐步渗透到过去纸质媒体形成的文学
场，把文学创作—评论—接受—评奖—经典化等环
节结构性重建。根据不同平台的特点生成了许多新
文学场。新媒体平台与传统文学场最大的区别是评
论环节被分享环节取代。过去，评论家以启蒙姿态和
专业术语进行文本阐释，对话对象更多是作家和同
行等。而在新媒体平台上，分享是平等的，每一个分
享背后，都能看到一个鲜活的主体，他们主页所展现
的生活方式、审美趣味等，折射出不同的现实感。
  新媒体平台之所以能形成自己的文学场，也源
于这些年平台试图摆脱消费主义、物质享乐、虚假种
草的标签，从物质向精神寻求转型，这也是一种稳妥
的经营策略。但也要注意，新媒体看似拓宽了传统文
学场，但由于信息茧房效应，人们会习惯性地被自己
的兴趣所引导、被算法操控，缺乏多元视野。这有可
能使越来越多文学从业者按照平台受众的口味来写
作和推广作品。

电视剧“脱水”工程

仍在路上
  据解放日报，如今，一些电视剧的播出效果常给
人留下“冰火两重天”的矛盾印象。“火”，是该剧在微
博热搜上的火热；“冰”，是该剧在微博热搜之外的冷
清，很多人不知道何时播出了这样一部剧，或者浅尝
辄止早已弃剧。
  营销本身并无对错。剧集营销的本意，是平台、
制作方或演员发现、发掘观众的需求，让观众了解剧
集、追看剧集甚至成为剧集“自来水”。更通俗地理
解，剧集的营销就是打广告。在观众时间有限、影视
剧选择又多的背景下，好剧要出圈，有时确实需要适
当的广而告之。
  过度营销下，各种各样的乱象自然难以避免。有
的电视剧二三十集的篇幅，微博热搜的数量可以多
达三四百个。这些热搜，当然不是观众观剧后的自发
讨论，而是剧集的利益方事先的主动引导。本来营销
方希望热搜能触发观众的追剧动力，结果却适得其
反。碎片化的热搜，破坏了电视剧作为完整叙事艺术
的多元魅力，让剧集沦为简单粗暴的“故事梗概”。
  此前有造假的收视率、注水的点击量，如今又有
各种“虚火”的热搜，足见影视行业的“脱水”工程旷
日持久。造假的方式层出不穷，监管也应该及时跟
上。         （□记者 刘一颖 整理）

如何看待“三分钟说电影”

  □ 于涓 赵斌

建筑历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方法

  梁启超有言，“诹询故老，搜其口碑传
说……用种种方法巧取其谈话经历……此采集
史料之法……必如此方为合理”，亦将“现实之
实迹及口碑”列入甲等史料。20 世纪20年代，朱
启钤在中国古代建筑研究过程中，开启向传统
匠师访谈的先河，后刘敦桢、梁思成走访各地匠
师，访谈匠人、了解匠艺。但此后，口述史并未得
到中国建筑界学人的重视。
  近年来，口述史正逐渐引起学界的青睐，带
有生命体温的个体记忆及学术成果正逐渐引起
中国近现代建筑史学界的重视，并越来越多地
成为从业者和学者关注、认可、使用研究的方法
之一。
  为什么口述史在当代建筑历史研究中变得
如此重要？因为口述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
传统的历史书写，不管是编年史，还是纪传史、
专门史，都是自上而下的宏观视角。实际上，因
为时间或记载本身的原因，造成了很多具体而
微的史实在历史书写中缺失，所以，现代口述史
开辟了一种自下而上的、由集体到个人的新视
角，是对大历史的一个补充。
  口述史是最具个人性的。口述史以记录由
个人亲历的生活和经验为主，从微观个体的角
度来体现对宏大历史事件的记忆和认识，这样
既能帮助研究者观察到冷冰冰的制度和结构以
外的人性与心态，又对历史进行了多层次、多方
面、整体性把握。
  口述史最重要的是体现历史研究本身的现
代性。现代史学研究从大历史转向微观史，更多
关注组成历史的个体，尤其关注历史中一些偶

然的、被忽略、被掩盖的事件，而这些恰恰是历
史研究现代性的表现，是传统历史研究所不具
备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口述史翻开了现代历史
研究的重要一页。

建筑抢救性记录范式的初步形成

  建筑学界已经基本达成共识：记忆也是一
种遗产，口述是其他史料所代替不了的，口述记
忆比文献更容易丧失，口述史工作也更具紧迫
性。2018 年5月，在学术召集人赖德霖教授积极
推动下，沈阳建筑大学率先发起第一届中国建
筑口述史学术研讨会暨工作坊，并主编、出版
《中国建筑口述史文库：抢救记忆中的历史》（以
下简称《文库》），对建筑口述史理论、实践和工
作经验进行交流。研讨会与《文库》将建筑口述
史作为一个学术性议题集结呈现于学界，此后，
相继由华侨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青岛理工
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传棒接力。中国建筑口述
史形成每年举办一场工作坊、出一辑《文库》的
惯例。5 辑《文库》中收录的133 篇文章涵盖了现
代建筑实践、建筑教育、传统匠作记忆、遗产保
护、历史及理论等方向，基本上可以管窥中国当
代建筑口述史学研究现状的版图。 
  经过几年来中国建筑口述史学术研讨会及
《文库》的推广、出版，近现代建筑史学界多数学
者基本达成共识：记忆与实物、文献、档案、图纸
等其他史料类型一样，都是记忆遗存，也都是遗
产保护工作的对象。建筑口述史的意识深入人
心，并产生了较丰富的口述实践，同时也呈现了
较明显的发展不均衡性，以人、物、事三个维度
为例，从研究对象来看，多集中在名校、大师、重
大项目、重要历史事件的参与者；从研究者来
讲，口述史方法的使用远远不够普及，目前仅限

于几所重点高校的少数学者、研究生在学术研
究中使用。
  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绝非居于庙堂之上、
囿于学术高地的工具，它不仅是新史学倡导的
史观和方法孕育的产物，更具有新史学所有特
征——— 它的书写事关每一个普通人的文化话语
权，是一个平民化书写的过程。籍由口述史方法
所获取的资料，不再仅是传统史料的另一种形
式。这种“自上而上”研究视角的根本变化，要将
历史研究关注的对象从社会的、学术的精英人
物转为对各地区基层建筑从业者、乡村的普通
工匠、普通院校的建筑教育者。因此，第五届中
国建筑口述史学术研讨会向中国建筑学会、建
筑界，以及关心中国建筑事业发展的各方人士
倡议：广泛深入开展中国建筑口述史学术研
究。 

标准规范与长效机制亟待完善

  目前，在如何将口述信息进行记述与整理
的规范上，结合建筑学科特点，在人、物、事三个
维度形成了一些要求：包括在受访者、采访者、
访谈中谈及的人物等人的层面，在出版物、建筑
材料、建筑构件、工具等物的层面，在建构、工
作、街区、事件的层面，都给出详细的规范。从目
前被《文库》收录的口述史访谈中可以看到，仍
有一部分访谈成果处在不规范的、只作了一些
简单文字处理的口碑史料层面，既破坏掉口碑
史料的原真性、完整性、情境化，又失去了口碑
史料的档案价值；既未做到与文献、实物等其他
史料类型进行细致详实的“二重证据”互证核
实，又缺乏阐释历史的洞察。
  建筑学人在把口述史当作恢复历史史实的
工具方法的应用上，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基本

程序、步骤、方法都在日臻完善。仅把它作为史
料的来源，显然是低估了口述更为深远的价值。
当历史学者把其作为社会记忆遗存来审视，在
自觉探究、辨析记忆如何以及怎么被“选择性
的、扭曲的、虚构的、被强调的、或被忽略”的过
程中，一段历史背后的社会本质的形成或变迁，
才得以真正浮出水面。
  如何进一步提高中国建筑口述史学术研究
与实践的工作水平与成果质量？作为第六届中
国建筑口述史学术研讨会暨工作坊的主办方，
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在接过承办的接力
棒后，便开始思考中国建筑口述史长效工作机
制的建立问题。年轻的从业者、教师、研究生以
及本科生，必将成为建筑口述史收集与书写的
主体
  “口述史是人人记忆中的历史，口述史记录
关心人人亲身经历过的历史，口述史工作是人
人都可以作出贡献的历史。”（《文库》篇首语）多
元主体的参与与书写才是建筑口述史的应有之
义，而建立长效工作机制是广泛深入开展中国
建筑口述史学术研究的保障。对投身这项工作
的师生和研究者开展口述史工作的相关培训，
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将此作为建立长效
机制的一步：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产生兴趣，
并逐渐养成访谈、记录、整理的习惯；与设计、学
术研究结合，规范地学习口述史的工作方法。其
次，建筑口述史是一个一揽子工程，要发挥行业
内的各种力量，高校、设计生产单位、行业协会、
社会媒体要实现联动，建设以数字化形态存在
的口述历史文本、音频、视频、图像等相关信息
的数据库平台，实现建筑口述资源的共享、解读
与利用的多元探索。

  （作者单位：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口述史：一种建筑抢救性记录范式

  □ 本报记者 朱子钰 李梦馨
    本报实习生 胡宇菲

  笛安，生于山西太原，著有“龙城三
部曲”（《西决》《东霓》《南音》），
长篇小说《告别天堂》《景恒街》《南方
有令秧》等。她是80后作家中第一个人民
文学奖得主，当之无愧的畅销书作家。著
名作家苏童曾感叹：“笛安的叙述能力超
出了我的预料，甚至超出了我的智商。”
  继《景恒街》之后，暌违三年，笛安
新作《亲爱的蜂蜜》终于出现在读者的眼
前。这部被笛安认为是其创作生涯具有转
折意义的作品，以单亲妈妈崔莲一与熊漠
北的爱情发展为线索，却将故事的重心放
在了熊漠北与崔莲一女儿蜂蜜“忘年交”
的友谊上探寻成年人的人生与心灵思索。
近日，笛安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讲述近年
来的创作心路以及《亲爱的蜂蜜》背后的
故事。

每个人对自己曾经的风格

都有厌倦的时候

  “我在这部小说里的野心并不算大，
但是非常的私人。”笛安笑着告诉记者。
最初，笛安的构想是写一篇3万字的中短篇
小说，呈现温馨轻松又比较明亮的感觉。
“小说的男主角爱上了一位单身妈妈，他
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如何与对方的孩子相
处，也就是蜂蜜。”
  虽然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关于大人小
孩之间的友谊故事，但笛安希望能在这个
故事里探究写作技法与创作心态——— 如何
在有限的文字里真实地让时光流动，如何
能在一个相对简短的篇幅真切地放下一个
人回忆的半生。写着写着，笛安发现顺着
这条线下去，里面涉及的内容开始变得复
杂，在不断丰富中便有了今天15万字的
篇幅。
  或许笛安的目的达到了，在读者看
来，《亲爱的蜂蜜》阅读的最大感觉是温
润、平和、松弛、自然，这与她以往的风
格大相径庭。从19 岁开始入行，她的起点
颇高，处女作《姐姐的丛林》发表在文学
期刊的标杆《收获》上。那时的笛安正独
自一人在法国留学，之后，天分的力量支
撑她大步向前，随着长篇小说《告别天
堂》《芙蓉如面柳如眉》相继问世，文坛
上有了作家笛安的声量。
  2009 年，小说《西决》出版，上市两
周便加印10 万册，一月内又加印两次，畅
销书作家的名头一夜之间落在了笛安的头
上。苏童高度评价《西决》写得“生机勃
勃”“举重若轻”“几乎不着语言痕
迹”。笛安又顺势写出《东霓》和《南
音》。这个发生在龙城的关于亲情的故
事，交织着阴暗与温情，伴随了一代青年
的成长，被读者亲切地称为“龙城三部
曲”。而笛安的写作风格也在一众80 后作
家中别具一格。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称其
作品是“沟通青春文学和严肃文学的桥
梁”。
  “也许真正的天才醉了以后，上天赠

给他们的就是妙手偶得，但是我，可能得
到的只是黑夜尽头阳光照亮的那桌惨不忍
睹的残羹。”这是《东霓》的后记中笛安
深刻的自我剖析。实际上，创作完《东
霓》，她就没再去完整看过这本书。“偶
尔有一次翻开看了几页，觉得（写得）太
尴尬了，我就把书快速地合上了。”这位
80后作家承认，由于内心有着强烈的碰
撞，以及忠于自身情绪的表达，曾经的她
喜欢写一种尖锐的冲突，但每个人可能对
自己曾经的风格都有厌倦的时候。笛安坦
言，“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好的文字，好的
文学作品，可能就是不动声色的。比方说
也许有一些惊涛骇浪，其实都隐藏在平静
的表象之下。”几乎是多种原因造成了今
天这样的转变，于是，便有了《亲爱的蜂
蜜》的诞生。

TA将如何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

  “当一个崭新的稚嫩的生命降临到一
个成年人的人生里，TA将如何重新思考自
己的人生。”成为母亲之后，母职体验为
笛安打开了看世界、看自己的另一个角
度。与女儿相处时，儿时的碎片记忆、某
个瞬间会突然翻腾，唤醒笛安内心深处那
些以为已经遗忘的东西：“所有那些童年
时代非常困扰我的疑问，其实从来没有得
到过真正的解答。”
  《亲爱的蜂蜜》中就盛放了她这样的
思考，但不是一个女人如何成为母亲，而
是一个成年人如何与素未谋面的孩童相
处。为此，笛安采用了女性作家中少见的
男性视角，同时也是为了规避母女书写中
那些“沉重、黏稠甚至阴暗”的东西。对
很多作家来说，这不失为一场“叙述的冒
险”。作家石一枫就评价，“跨越一个性
别，跨越一个年龄，跨越一个身份，换一
个叙述者的角度去看别人，其实是一个非
常难的事。”
  但笛安认为，性别视角并非不可逾
越，代入熊漠北那样的男生，没有想象中
的困难。孩子气，细腻，纯粹，干净……
看过书的读者，基本会用这样的词汇来形
容男主人公，如果稍微负面一些，则是不
靠谱、不着调：即便是刚认识不久的人，
他都会为了帮别人忙，头一热就跟对方结
婚。笛安的笔下，熊漠北善良但有缺点，
不见得是个理想伴侣，但他“内心有非常
像小孩的一面，熟悉小孩的思维方式，正
因如此，他才能跟蜂蜜做到相互理解。”
  就这样，成年版“蜂蜜”的熊漠北与
蜂蜜自然而然地成了“忘年交”，他们一
起在深夜里等待花开，熊漠北还会把汽车
喷成蜂蜜最爱的樱花粉色，耐心解答蜂蜜
一 声 声 的 “ 为 沙 玛 亚 ” （ “ 为 什 么
呀”）。这些与孩童相处的时刻，很多来
自笛安的亲身体验。书中有个片段，蜂蜜
第一次吃冰激凌，看到冰激凌融化，吓得
哭喊出来，就是从笛安女儿那里得来的灵
感，这样的细节，为小说增添了一种贴近
生活的实感。
  在跟蜂蜜的相处中，熊漠北童年的记
忆影像逐渐清晰，他回忆起了母亲堕胎的
往事和那些因为时代原因促成的一直未能

治愈的创伤，于是开始重新审视自
己、叩问自己，一步步自我疗愈。
写到后来，笛安逐渐意识到，自
己在写一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生

人的成长小史。也因此，《亲爱的蜂蜜》
在冲淡平和之余多了一份历史的厚重感。
  某种程度上，笛安母亲的身份、经验
成就了这本《亲爱的蜂蜜》，书中有成
全，也有妥协。《亲爱的蜂蜜》的故事主
线仍是爱情。崔莲一与熊漠北，这对人到
中年并且都有过失败婚姻的男女，在以理
性为标尺的计量下，衡量爱情和婚姻的现
实可行性。可以想见，过程是艰难的。在
这段看似脆弱的爱情中，蜂蜜充当了二人
关系的黏合剂。但现实的考验还是如约而
至，熊漠北面临被调去伦敦工作的机会，
而崔莲一不想轻易变更自己的生活轨迹，
顺着故事写，两人的结局必将走向分离。
但结尾处峰回路转，一场突如其来的疫
情，让两人最终归于团圆。
  这个结局像极了张爱玲的《倾城之
恋》，一座城的陷落，成全一对在感情面
前精于算计的人；一场疫情，让崔莲一和
熊漠北改变了对生活的预期，重归于好。
笛安将这个设计归于自己一厢情愿的圆
满，身为母亲的柔软，让笛安动笔之前就
想成全一个好的结局。写这个故事时，
“没有办法以一个职业的角度去看这个故
事，我只是觉得蜂蜜得过安稳的生活，需
要一个安定的家，所以我就让这两个人在
一起。”
  小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这些幸
存者别无选择，百年好合，是唯一的出
路。”不少人在读完书后问笛安：靠命运
把两个人推到一起，能算是真正的百年好
合吗？笛安回答：百年好合背后其实就是
千疮百孔，不过，唯一的特殊就是蜂蜜的
存在，她是一缕阳光，照在千疮百孔
之上。

找回最初写小说时的快乐

  《亲爱的蜂蜜》是笛安近十年来写作
最顺的一次。靠写作吃饭，谁都会觉得这
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可是，真正成为职
业作家不免会有许多限制，“我已经写了
十几年，再出作品的话，它是不是一定得
是职业生涯里比较有标志性的作品？”虽
然不断叩问着内心，但笛安这次想抛下一
切，试着不要去想那么多。
  写《告别天堂》这部20万字的长篇小
说，没有任何标准，年轻冲动的笛安只用
了三个月便完成了。从《西决》开始，笛
安发现，写作变得非常艰难，坐在书桌前
写一天，可能最后只有两三百字是合格
的。写作的战线也从三个月拉到了六个
月，甚至是好几年。
  “在构思《亲爱的蜂蜜》的时候，我
有一个刻意的追求——— 只想找回最初写小
说时的快乐，因为我已经十几年没有感受
过这么单纯的快乐了。”所以，笛安在叙
述中并没有刻意去编故事、写故事，而是
靠众多细节堆叠起承转合，好似讲述者将
其心路历程娓娓道来，温柔自然地传达孩
童和成人间的动人回声。
  丢下了所有的暗示，再度面对这部新
作，笛安觉得不仅没有了过去的紧绷感，
内心深处好似有一种放下来的轻松。“这
个是我在写作的时候能够明显感觉到
的。”笛安说，过去的七八年，她一直在
探求创作风格的转变，在《亲爱的蜂蜜》
中可以看到这种变化的清晰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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