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4月12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杜文景

电话:(0531)85193527 Email:dwj@dzwww.com文化16

大众报业集团（大众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37-0001 邮发代号：23-1 社址：济南市泺源大街 2号 邮编：250014 电话查询：(0531)85196527 报价全月 45 . 00元 零售价：3 . 00元 广告许可证：鲁工商广字第 01001号 广告部电话：85196701/6708 开机 4：40 印完 7：10 大众华泰印务公司(大众日报印刷厂)印刷

文旅局长“出战”

如何避免同质化竞争
  据光明日报，近两年，各地文旅局长纷纷从幕
后到台前，在短视频里秀才艺，使出浑身解数为当
地旅游业代言。一开始走红的文旅局长，确实受到
了较为广泛和深入的关注，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
当地旅游业的发展。但随着类似的走红越来越多，
注意力资源越来越分散，会给人一种“只务虚不务
实”的感觉。
  不只是局长走红的模式，近年来，旅游行业其
实也存在普遍的同质化竞争现象。比如几乎每个城
市都有一条或多条看起来“古色古香”的小吃街，
走进去一看，卖的小吃也大同小异，臭豆腐、烤香
肠、羊肉串几乎是统一标配。游客去多了，也就厌
了，渐渐也明白了当中的一些套路，进而失去的是
对旅游消费的热情。
  人们更想看到的，其实不是文旅局长的走红，
而是一个地方因为新奇好玩、极具特色的旅游项目
走红，因为便利的旅游交通等基础设施走红，因为
令人称道的旅游服务质量走红，这些才是旅游业能
够发展并长期繁荣的根本。

ChatGPT再升级

将如何影响艺术创作
  据文汇报，近日，Open AI推出的ChatGPT3.5
升级为ChatGPT4，最大的变化是支持图片的输入
和分析，拥有更强的推理能力，支持更加复杂的指
令，并更加具有创造性。ChatGPT4的出现，仿佛
就冲着艺术界而来。人工智能在艺术领域的种种表
现，都是基于艺术中的可计算部分。
  然而，人类的感受力、创造力和自由意志不可
计算。ChatGPT虽然在某些方面已具备一定的共情
能力，但它依然无法深度感知人的生存体验和生存
处境。目前来讲，ChatGPT滞后于生活，它只能利
用已有的知识，而艺术家是生活的第一发现者、第
一感受者和第一表达者，具有更敏锐的观察力、感
受力和发现力。当下，艺术早已不以描绘对象为目
标，而以表达内心的感受为第一要务。当下艺术的
使命不是取悦于视网膜，而是满足于人类心灵的
感知。
  事实上，每次我们要求人工智能作画时，它都
不记得做过的任何东西。因为它没有记忆，没有意
志，没有目标，没有意图。所有的自我、意志和故
事都是我们人类的。它就像一个发动机，发动机不
会自己去哪，但人会去。不久的将来，人机协同式
的艺术与设计实践将成为常态，尤其人工智能辅助
设计将会深刻改变设计行业的工作流。就让AI 与
人类进入一种互补的方式，使人类更好地成为
人类。

莫把非遗当噱头

  据中国经济网，借力各类短视频平台，非遗火
了。非遗出圈是好事，但在传承发扬和商业价值之
间应该把握好一个度。不可否认，新媒体、新技术
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正不断碰撞出新的火花。随
着信息传播载体的巨变，不少有思路、有想法的非
遗传承人搭上了短视频平台这趟“快车”，将非遗
与现实生活连接。
  视频火了，流量多了，有人开始琢磨起流量如
何变现。实际上，如果能挖掘非遗的市场价值并获
得商业转化，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吸引
更多人加入到非遗保护传承的行列中来，是一件好
事。然而，需要警惕的是，如今各类短视频平台上
与非遗有关的视频鱼龙混杂。也有公司对某些非遗
项目进行商业化包装和运作，经过批量化、工业化
复制后，获得了短时间的经济利益，这样生产出的
产品能否称之为“非遗”，就得打个大大的问号
了。甚至有人直播带货时，把非遗当成噱头，售卖
一些与非遗风马牛不相及的产品。
  商业化不应是非遗传承的目的，也不适合所有
非遗项目。在一些非遗火出圈的当下，我们也许该
冷静下来，认真思考一下传承发扬与商业价值之间
的主次关系，以及如何找到二者之间的平衡点。千
万不要打着传承和推广非遗的旗号，实际却干着损
害非遗的事。

“折腾明星”

还能救真人秀的人气
  据工人日报，当下，认真创作的明星真人秀，
都力争在元素叠加、内容丰富性上做看点，比如最
常见的明星经营类真人秀，会围绕经营饭店、农
庄、民宿等下足功夫；经营类真人秀还往往与当地
旅游、非遗相结合，呈现各种好玩、时尚的看点。
  相比很多节目明星嘉宾象征性地到景点旅旅
游、住昂贵的酒店、走走过场配合一下流程，努力
“折腾”明星制造看点的综艺，在当下观众眼中，
已经算很真诚的综艺了。大家之所以怀念早期《极
限挑战》等综艺，就是因为这些综艺节目曾经货真
价实地让明星做了很多艰难的任务，明星放下包袱
被节目折磨。
  对于明星真人秀来说，“折腾”明星桥段的消
失，是一种综艺创作思路的消失。很多综艺节目
中，明星其乐融融地聊天、做点简单的经营任务，
怎么舒服怎么来，不用贡献体力和脑力，久而久之
就不会再有明星愿意被综艺“折腾”，这也让大多
数综艺节目陷入模式化、审美疲劳的困境之中。现
在很多户外明星真人秀没有生机活力，也是因为明
星嘉宾们太舒服、太轻松、太没有互动欲，才让观
众看不下去。
          （□记者 王臻儒 整理）

  □ 本报记者 朱子钰 田可新
   本报实习生 程嘉瑶

  年代情感剧《情满九道弯》圆满收官，该
剧由刘家成执导，韩东君、热依扎领衔主演，
讲述了在老北京胡同九道弯里长大的杨树茂、
叶菲、史小娜以及赵亚静等人，伴随着改革开
放，经历人生坎坷、爱情兜转、事业起伏，一
同奋斗与成长的故事。日前，导演刘家成接受
记者采访，分享了作品背后的创作故事。
  《情满九道弯》是经典京味儿剧《情满四
合院》的姊妹篇。刘家成认为，《情满九道
弯》的深度和广度都加强了，除了聚焦北京的
生活，还展现了广州、深圳的发展变迁，通过

南北方城市间的呼应，全景式地描绘出中国改
革开放期间的历史画面，故事环境在逐渐变
大，故事内容不断丰富，人物形象也更加生动
鲜活。“《情满九道弯》是热血澎湃的、青春
的、年轻人的情感故事，它是北京胡同里的青
春之歌，是当时全国带有青春色彩的时代故
事。”刘家成说。
  作为京味儿年代剧，《情满九道弯》含有
大量真实的年代生活细节。真实再现、艺术加
工、真情表达是刘家成一直醉心的创作方向。
在他看来，真实感来源于生活的馈赠，“作为
一个描写平民史诗的、创造平民题材的导演，
一定不能脱离群众。”比如，为还原北京胡同
里的生活气息，剧组从细节之处呈现烟火气，
从家里生火的炉子、蜂窝煤、烟囱，到冬天卖
的糖葫芦儿、烤白薯等都是那个年代的真实
写照。
  不仅如此，刘家成坚持在写实的过程中加

入浪漫色彩，“但是不能照搬生活，得有提
纯，有凝练。”真情表达是一部优秀作品最关
键的特点，他表示并不会特意顺从年轻人的喜
好而违背年代故事的真实性，“我们得有自己
的坚守，这个坚守不是脱离年轻人，我们跟年
轻人很接近，自然了解他们的心态、欣赏习惯
以及生活状态，然后，我们会在节奏上把握，
讲故事的手法上也会关照。”刘家成坦言，
“《情满九道弯》与年轻人的理解存在偏差正
好成为吸引年轻人的亮点，希望我的每一部作
品，都能够对年轻人有一定的引领作用。”
  文化对于刘家成而言，不仅是著书立作、
文化演出和表演，更多体现在衣食住行。衣食
住行是老百姓群体生活的规范，是文化重要的
组成部分，“老北京风情”的魅力就在于北京
独特的衣食住行文化，而《情满九道弯》也正
是从北京的衣食住行来讲北京人的故事，“生
活脱掉华丽的外衣之后，无非就是衣食住行，

就是一碗热腾腾的饭，和厨房里锅碗瓢盆叮咚
作响的幸福生活。”
  刘家成表示，京味儿文化取之不尽，用
之不竭，北京的每一个区域都有新鲜的故事
值得挖掘，同时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每当
回首往事时，都有不同的想法和创新的欲
望。“地域文化就像大河的支流，要向主流
文化这条大河不停地注入充足的水流，才能
成就大河的汹涌和壮观。《情满九道弯》是
老北京地域文化贡献给当代主流文化的一股
活水，希望在未来带给观众、带给社会更多
更好的京味儿作品。”
  该剧播出后，已有许多年轻人前往九道弯
胡同拍照打卡，四合院文化再次走红。刘家成
说：“在不影响普通老百姓正常生活的情况
下，九道弯能够成为热门打卡地，能为胡同作
点儿贡献，能让这胡同在旅游等方面得到一个
提升，大家有所收益，那当然是最好的。”

刘家成：让地域文化成为一股活水

  □ 本报记者 王臻儒

  近期，淄博烧烤持续升温，吸引外地
游客纷至沓来。一批食客才从夜晚的烧烤
摊意犹未尽地离开，早起的游客又火速
“占领”了清晨的八大局。作为淄博当地
有名的菜市场，八大局凭借琳琅满目的美
食和浓浓的烟火市井味，吸引众多年轻游
客战胜懒惰，早起排队逛菜市场，享受清
晨最新鲜的美味。
  不知何时起，菜市场成为游客探寻一
座陌生城市时，不愿错过的风景。菜市场
究竟有怎样的魅力，吸引五湖四海的游客
会聚一处？新潮思维和传统菜市场的碰
撞，如何助推一座城市持续“出圈”？

当菜市场有了游览攻略

  游客来八大局，要买什么东西？过
去问到这一问题时，周边居民大多不以
为意，反而会奇怪，怎会有游客来逛本
地最寻常的菜市场。现在，关于八大局
的攻略出现在互联网各个平台，从怎么
去到吃什么、怎么吃，都有网友的细致
科普。
  菜市场之所以成为城市旅行的全新目
的地，起源于游客对美食的追求。最初，
人们为了深藏于集市中的特色小吃而来，
逛菜市场只是顺路的活动。例如去年夏天
走红全网的济南民族大街菜市场，正是凭
借两块钱的豆浆、十块钱的甑糕，被不少
网友纳入济南旅游必打卡地点。八大局爆
火也是出于类似的逻辑，目前排队最长的
几家商户，以售卖紫米糕、牛奶棒等当地
小吃为主。
　　随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关注菜市场的市
民文化底蕴，这一方天地逐渐从居民的日
常消费场所晋升为不少攻略中的“小众景
点”。搜索一座城市的旅行攻略，菜市场
正以越来越高的频率被网友提起。泉州石
狮菜市场融合城隍庙文化，苏州葑门横街
蕴含初春江南烟雨气息、哈尔滨红专街早
市充满了粗犷朴实的东北风情……除了最
基本的网红小吃和特产科普，许多攻略也

开始分享菜市场背后的文化和故事。
　　在短视频领域，菜市场更是被视频创
作者玩出更多花样，主打“反差感”，吸
引外地游客前来探寻不一样的生活体验。
以山东各地的“黄河大集”为例，集市上
不少食材主打一个“大”字，不少南方网
友去过之后调侃，大鲤鱼、大葱、大肘
子，各个都是南方菜市场的放大版。南方
的菜市场则以贴心服务让北方网友心向往
之，不仅买鱼买肉帮忙切片，还附赠调料
和小葱，有北方网友称，“南方的菜市场
可以满足顾客的一切”。
　　逛菜市场，正成为很多人坚持的旅行
习惯。一位资深旅友告诉记者，不论去哪
里旅游，逛菜市场都是必不可少的项目，
“在菜市场，初来乍到的游客既可以填饱
肚子，又能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何乐而
不为？”在旅游观念多元化的今天，很多
游客已经放弃了走马观花式的玩法。他们
更看重的，是慢慢咀嚼一座城市的性格和
环境。在景区与景区之间的奔波中，不少
游客通过逛菜市场，让时间慢下来，感受
到“生活在别处”的实感，从当地居民的
一日三餐中窥见城市性格。

从菜市场看见生活

　　走红的菜市场，有着相似的个性。不
少菜市场成为“网红”，靠的是“干净”
和“丰富”。一走进菜市场，就像走进了
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仔细一看，所
有东西又都摆得整整齐齐，功能区分门别
类，秩序井然，有条不紊。干净敞亮是基
本项，让游客拥有舒适体验；样式齐全则
是锦上添花，方便游客在短时间内感受最
丰富的地方风物。
　　即使平日生活中没有逛菜市场的习
惯，很多游客也会为了体验别样的生活而
来。云南的芒果、东北的油豆角、苏州的
茭白和水红菱……其他城市难得一见的蔬
菜 瓜 果 ， 是
当地菜市场
才能寻得的
新鲜美味。
除了时蔬瓜
果 ， 当 地
特色小吃

也是不可或缺的元素。在虚假宣传引发消
费者逆反心理的当下，网红餐厅铺天盖地
的推广，已比不过菜市场美食用香气揽
客、口口相传的好口碑。
　　互联网助推了“菜市场游”走红，事
实上，逛菜市场作为一项茶余饭后的活
动，早已在年轻人中流行起来，成为市内
漫游的好去处。每逢周末，除了逛商场、
看电影，不少年轻人选择去家门口的菜市
场逛一逛，感受生活的本真。作家汪曾祺
曾写道：“看看生鸡活鸭、鲜鱼水菜，碧
绿的黄瓜，通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
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贯彻这
句话的，包括豆瓣“菜市场爱好者”小组
的十五万名组员。组员们在春天找野菜，
秋天买野果子，跟随时令变化，在菜市场
踩上四季的节奏。组长“橘子&大炮”在
小组简介中写道：“逛菜市场，就是去寻
找没有接触过的食材，也去感受每个地方
的文化。”
　　《舌尖上的中国》导演陈晓卿曾说：
“了解一座城市最直接的地方，就是当地
的菜市场。”菜市场同时具备物理空间、
社交空间、经济交换空间等属性，周边居
民的需求聚集了商贩，形成了为大家提供
生活服务的圈子，新鲜的食物背后是祖祖
辈辈积淀下的烟火气。菜市场是一座城市
风土民情的集散地，也是游客观察本地文
化最直观的样本。
　　或许，我们可以从菜市场长盛不衰的
历史中找到吸引游客的“流量密码”。
《2021年农贸市场发展情况调查报告》显
示，菜市场依然是消费者购买生鲜产品的
最主要渠道；烟火气是吸引消费者的主要
因素，商品新鲜、价格实惠、可现场挑选
成为菜市场留给消费者的主流印象。经历
过超市、社区菜店、生鲜电商横跨三十年
的轮番冲击，菜市场不仅没有失去消费领
域的一席之地，反而随着岁月的积淀，愈
发迷人。

留下菜市场的烟火气

　　随着越来越多的网红装潢攻占菜市
场，新玩法也被不断解锁。在广州，人
们 可 以 去 菜 市 场 喝 一 杯 “ 菜 场 咖
啡”；到上海，游客可以走上菜市场
二楼，去“旧书店”感受书香气
息……传统的菜市场越来越时
髦，正在通过多元玩法，走进游
客的视野。然而，在“网红

气”侵占菜市场的过程中，已经有很多人
意识到，烟火气正在流失。一种观点认
为，不需要加入任何新玩法，简简单单地
逛菜市场，寻找烟火气，本就是当下最新
潮的旅行方式。
　　菜市场是一座城市最基础的细胞，是
满足市民基本生活需求的场所。从“居民
的菜市场”转换角色，变成“游客的菜市
场”，问题接踵而来。从八大局的现状来
看，不少居民反映“最近不敢去八大局买
菜了”“欢迎大家来，给本地人留口吃的
就行”，网红商户从早上八点就排起长
队，甚至连菜市场的公共厕所也被围得水
泄不通。
　　对于爆红的菜市场而言，过去，它们
只需满足居民的基本采购需求；如今，菜
市场涌入大量游客，增加了体验城市文化
的功能，让菜市场的管理面临前所未有的
挑战。在长留游客热情的同时，不影响居
民的日常消费，才能体现城市文化的温
度。如何平衡游客和市民的关系，尚需科
学论证，但无论如何，菜市场都不应“捡
了芝麻，丢了西瓜”。
　　名胜古迹尚能“装扮一番”，但菜市
场的运作不走心，就会直接暴露城市文明
的短板。在人潮的冲击下，不乏商家迷失
自我，缺斤少两、服务态度恶劣等问题，
甚至已经成为许多菜市场的痼疾。大部分
游客即来即走，一次性的买卖，容易让商
家产生侥幸心理，最终败光多年旅游业发
展积淀的游客美誉。
　　在陡增的客流量和巨大的曝光度加持
下，保持初心并非易事，但却是网红菜市
场遍地开花的情况下，获取网络热度的法
宝。在好吃、实惠等关键词出圈后，八大
局又一次登上热搜，只因将“诚信”二字
贯彻到底。知名打假博主“superB太”在
八大局测试了十家店铺的称重情况，无一
出现短秤问题。视频中，他总结称，这一
次逛菜市场的体验与往常极为不同，“来
八大局逛菜市场很安逸，不用想着和商家
‘勾心斗角’。”
　　见惯了别处缺斤少两、急功近利的商
家，八大局菜市场的准秤和诚信经营又一
次擦亮了“好客山东”的名片。视频评论
区里，网友纷纷留言“未来一定要去山东
玩”，正验证了这个道理——— 把小小的一
方菜市场打造成“城市名片”，能够借着
互联网裂变式传播的东风，将一座城市淳
朴好客的美德宣扬至全国各地，成为纷至
沓来的游客“到此一游”的理由。

菜市场，全新旅游目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