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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人民日报，近期，一批现实题材电视剧掀起
观剧热潮，引发热烈反响。探究这些作品背后的创
作共性，有助于我们深化认识，推动现实题材电视
剧创作多出精品。
  这些受到观众喜爱的作品，共性之一是以丰富
细节造就真实质感，塑造真实人物，表达真实情
感。为获得具有艺术能量的真实细节，主创人员扎
扎实实地走进生活、体验生活。共性之二是以专业
技能精心打磨艺术效果。生活真实是艺术真实的基
础，但仅有生活细节还不够，只有熟练运用专业技
能，在编剧、导演、表演、摄影、剪辑等多个维度
精益求精，才能拍出打动人心的好作品。共性之三
是精心塑造具有时代感的典型人物。无论是《大
考》里的一中校长王本中、《山河锦绣》里正直倔
强的村支书赵书和，还是《我们这十年》里的人物
群像，他们都来自现实生活，观众能够从中发现自
己和身边人的影子，并从他们的奋斗人生中感受时
代的巨大变迁和生活的百般滋味。
  观众对这些作品的肯定，证明现实题材创作的
前景无比广阔。期待创作者坚持精益求精，继续深
入生活、扎根人民，不断提高艺术本领，拿出更多
满足人民精神需求、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现实题材
力作。

电影成为游戏衍生品？

  据文汇报，根据经典游戏《超级马力欧》改编
的《超级马力欧兄弟大电影》，上映一周成全球范
围的现象级影片。《超级马力欧兄弟大电影》带来
的冲击，不仅在于疯狂的票房，它直接刷新了“游
戏改编电影”的面貌，这是一部摧枯拉朽挑战电影
规则的“游戏大电影”，彻底地抛弃剧情和人物，
从头到尾是在大银幕上放大一段接一段的游戏奇
观。说得更彻底些，这是游戏声张主权，而电影沦
为了衍生品。
  《超级马力欧》的创造者宫本茂深度参与了这
一部“大电影”，他明确地对影片制作方、照明娱
乐动画电影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梅勒丹德利提出要
求：“马力欧”的电影化，情节不重要，人设不重
要，“马力欧是谁”不重要，电影要处理的核心议
题是怎样在“大于生活”的银幕上，唤起玩家玩游
戏的体验，要让观众在放大的画面上看到他们曾经
在游戏里看到的一切。
  这是第一次，电影和游戏能心平气和同时在
场，两者之间的沟壑和摩擦被抚平了，而退回童年
时代的“吸引力电影”，也明显成为了游戏的附
属品。

网络文学呼唤文学批评

  据光明日报，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
究所发布的《 2022 年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
告》显示，去年中国网络文学用户达4 . 92 亿人，
网络文学市场规模达389 . 3 亿元。报告显示，中国
网络文学已经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不过与网络
文学作品发布后收获的大量线上文学批评相比，线
下的学院派文学批评对于网络文学仍显生疏，不仅
从事网络文学批评的研究者人数较少，而且学术界
对于网络文学的认识和评价与实际情况还有一些
出入。
  文学批评来源于文学创作实践，火热的网络文
学呼唤批评家的介入。对于从事跟踪批评的批评家
而言，不应忽略网络文学这股文学新势力的崛起，
而应该在阅读、理解的基础上客观评价网络文学，
纠正学术界过去形成的关于网络文学的单一、刻板
印象。批评家应该努力熟悉网络文学批评的新话
语，建立评价网络文学的新标准，适应网络时代文
学批评的新要求，对这一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文学类
型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一时代亦有一时代之
文学批评。网络文学诞生于新媒体迅猛发展的新时
代，新技术、新环境、新机遇赋予其无穷的发展空
间，文学创新、文学改编与媒介融合将在未来继续
推动网络文学发展。网络文学已渐成门类，文学界
和批评界应该对新事物的成长持宽容态度，鼓励其
进步，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尚不完善的事物。只有这
样，网络文学才不会只活跃于民间，而在主流文学
界、批评界存在感不强。网络文学已经成为重要的
文学现象，文学界、批评界理应给予更多回应与
指导。

短视频带火乡村旅游

  据半月谈公众号，这个春天，在文旅行业迎来
“报复式复苏”的背景下，乡村也是重要的旅游目
的地。许多人都是被乡村短视频“引”过去的：被
短视频里声色光影的场景化再现撩拨起乡愁、激发
起向往，看到白墙黛瓦，想起美丽图卷；看到小桥
流水，想起河边浣纱；看到一蓑烟雨，想起山河故
人……然后在乡情乡韵乡愁的牵引下，来了一场说
走就走的旅行。
  可以说，短视频是“魔法盒”，数字化就是激
活码。在短视频时代，无数乡村靠着“颜值”逆
袭，那些天然去雕饰的乡村短视频，俨然对其魅力
完成了“解蔽”，让网民看到“山里都是好风
光”，意识到不是身边无风景只是自己没能发现。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以文旅促振兴，是乡村
振兴的必由之途，短视频在助力乡村文旅数字化方
面大有可为。可以预见，当短视频将助农兴旅的数
字化助力价值发挥得愈发充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的愿景离我们会更近一步。

          （□记者 李梦馨 整理）

  □ 王臻儒
  
  近年来，美食成为城市出圈的法宝，不论
是老牌美食之都成都、顺德，还是新近爆红的
柳州等，都已经在最初的火热之后走上了长红
的快车道。几家欢喜几家愁，“美食荒漠”已
成为不少旅游城市无法摆脱的标签。“美食荒
漠”又一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源自今年三
月的一个新热搜——— 杭州悬赏100 万元出点子
摆脱“美食荒漠”。为了摆脱这一标签，当地
正着手推进杭帮菜标准制定，意图借此方式振
兴地方美食。消息一出，引发了全社会关于
“美食荒漠”的新一轮争论。
  事实上，“美食荒漠”不仅仅是杭州一座
城市面临的危机，诸如济南一类的北方城市也
正面临本土美食“荒漠化”的潜在威胁。在济
南，搜索大众点评必吃榜，十七家上榜餐厅
中，专于传统鲁菜的餐厅只有二到三家，且价
位中高。鲁菜作为八大菜系之首，拥有悠久的
历史和精湛的制作工艺，然而，可供选择的餐
厅少，且价格不接地气，成为一些外地游客到

访时不愿尝试的原因。
  有网友总结出“美食荒漠”的共同点，难
找和昂贵。“美食荒漠”不缺美食，缺的是原
汁原味的烟火气和属于平民的美食。地理位
置相近的城市，却常常因为细微的差异，走
上了不同的道路。南京的鸭血粉丝汤，街边
就可寻得，杭州的西湖醋鱼却只能去当地的
大饭店才能一饱口福，让同处江浙一带的两
地收获了不同评价。诸如此类的现象，都印
证了一个道理——— 平价和特色，是美食城市
共通的两大特点，也是它们在旅游市场中最大
的竞争力。
  一座城市能被评为“美食荒漠”，侧面反
映了社会各界对当地经济发展程度的认可。在
一份问卷调查中，超过32%的受访者认为北京
是第一大“美食荒漠”，杭州、深圳居二三
位。大城市常常“中枪”，正是因为它们顶着
巨大的光环——— 人才虹吸效应更强，厨师培
养、食材供应链等方面都相对完备，加之此类
城市往往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让食客对于
美食抱有更高期望，一旦感受不到满意的饮食

体验，便会以一句“美食荒漠”作结。
  市民的包容度塑造了一座城市的口味，一
味从众、追随热度的食客助长了餐饮业的歪风
邪气。很多网红饭店依赖营销，造成了吃饭要
排长队的虚假繁荣；外地游客在搜索攻略时，
最先搜到的也是这些所谓网红、但缺乏地域特
色的饭店。一味迷信网红店带来的经济效益，
更是让餐饮从业者迷失了方向，促使本地传统
小吃让位于千篇一律的网红小吃。
  摆脱千篇一律，寻找城市美食的闪光点，
才能留住游客。有人说，“美食荒漠”荒芜的
不是一座城市，而是探寻美食的心灵。一方水
土养一方人，人们只有对本地美食抱有自信，
主动借助互联网平台宣传家乡低调的美味，才
能提高一方饮食的社会关注度。对于游客而
言，旅途中更应探寻有道，一些美好的饮食体
验，往往来自旅途中未经美化的原始烹调，抛
开各类饮食攻略，遵循味觉体验，而非遵循评
分，或许能够感受到“美食荒漠”的另一番
滋味。

让现实题材创作发光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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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地摊的华丽变身

  周末的山东手造展示体验中心，人头攒
动。他们大多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而来———
只在周末开设的而立市集。风格统一的摊位
上，陈列着各色手工艺品。每一处摊位，都
是不同的风景：纯手绘串珠，汉服发冠，手
工钩织永生花，手作香薰，手编鞋……制作
精巧，令人目不暇接。这是山东首个主打传
统文化手作的创意市集，据而立市集创始人
张宏申介绍，目前市集常驻摊位有50余家，
品类覆盖餐饮、手作、萌宠、非遗、玩乐、
遛娃等项目。
  “而立”，在济南话中是“很好”的意
思，言外之意，这是一家土生土长于济南的
创意市集品牌。除了而立市集之外，还有开
在印象城的后备厢市集，主打物物交换的不
是咸鱼市集，陈列宋文化的古风市集，开在
花园的市集，它们点缀着购物中心、步行
街、景区等，串起一片城市地标。张宏申向
记者透露，在济南，目前大大小小的创意市
集有十多家。
  严格来说，创意市集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物。早在2005年，女设计师王怡颖在《创意
市集》一书中首创了这个概念。若把视野放
得更广，也能从欧美国家的跳蚤市场找寻到
创意市集的最初形态——— 摊主交流旧货、出
售 自 己 制 作 的 手 工 艺 品。英 国 伦 敦 的
Spitalfields Market 是欧洲著名的市集，已经
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市集上，新鲜果蔬、古
董、自制食品、服饰、家饰、唱片，以及各
式各样新兴设计师、艺术家的创意作品应有
尽有。
  在国内扎根十几年的创意市集，一直兜
转于小众的范围内。近几年，受疫情影响被
迫按下暂停键的创意市集，随着线下经济的
复苏，俨然有破圈之势。创始于2020年的而
立市集，在今年四月份迎来爆发期，张宏申
认为，这与后疫情时代的消费复苏不无
关系。
  同样是摆摊，创意市集跟传统地摊、夜
市有什么不同？想在市集摆摊，绝不仅是交
个50或100元的摊位费那么简单。以而立市
集为例，为了保证新人能持续加入，市集采
取一周一招募的方式，有限的摊位只能靠
抢，有摊主称“比高考还紧张”。同样是定
期定时定点的商品交易活动，在市集摆摊，
售卖的产品却有一定的门槛，需要符合市集
的主题。如果说传统市集主要是商品交易，
那么创意市集便少了一点儿商业气，多了一
些文化味和创意感。

充盈大城市的“毛细血管”

  经过迭代、改头换面的创意市集，能量
已经不局限于买卖交易。市集，向来以价格
实惠、能货比三家著称。即便商超网购崛
起，也始终无法撼动它在人们心中的位置。
因此，爱赶集的基因一直存在，而在年轻人
那里，各具特色的创意市集更被叠加了一层
网红打卡地的意味。
  济南大学生刘瑶，最近几个周末连续解
锁了三四个创意市集。由于创意市集多开在
商圈附近，她跟同学购物休闲之余就能顺便
逛逛周边的市集，她喜欢逛手作摊位，因为
每个小物件都是独一无二的，不是轻易能从
其他途径购入的。对她来说，线下市集不可
替代的魅力，“就像开盲盒一样，可以淘到
不少有意思的小物件”。
  来市集摆摊的人，画像难以以一概之：
家庭主妇、外卖员、律师、大学生、自由职
业者……市集像一个容器，吸纳着怀揣各种
目的而来的人。“有人单纯为了给自己找点
事做，有人是为了结识新的朋友，有人为了
赚钱攒学费，还有人从成本、风险最低的摆
摊开启自己的创业。”张宏申告诉记者。市
集摆摊，不管作为主业还是副业，都切切实
实地为摊主带来了真金白银的收益。在而立
市集上，九成摊主日营业额在500 元以上，
两成摊主的日收入能超千元。
  一个市集小摊位，还可以成为一个新品
牌的起点。有不少摊主选择线下摆摊位，为
线上店铺或实体店引流。被称为“咖啡界的
苹果”的精品咖啡品牌Blue Bottle，就是靠
市集“练摊”起家的。《2021年国货吃喝消
费趋势报道》显示，市集已经成为新消费品
牌试水线下的最佳选择。
  网红打卡地、创业起步点、品牌“练
摊”地……创意市集正在成为一个城市文化
的展示基地。早在2020年8月，以“国潮书
市”为主题的伍德吃托克市集在北京隆福寺
举办，仅3天时间，数万人涌入这片被老北
京胡同、尚在改造的大楼包围的场地，不出
意料地带动了周边美术馆、咖啡馆、书店等
场所的消费。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也于同
年举办了一场名为“杭州奇妙夜”的文旅市
集，3天内吸引了约12万人次参观，拉动消
费3000余万元，可谓一场现象级展会。正如
一些专家所言，市集规模虽小，难以成为城
市经济的“大动脉”，但可以充盈大城市的
“毛细血管”。

值得更多期待

  如今，随着市集的流行，市集的概念也
有泛滥的嫌疑。几个地摊摆起来，网红食品
一罗列，就可以冠以“市集”的名头，引来
不少市集爱好者的吐槽。刘瑶逛市集时，就
发现不少摊位卖的是批发货，跟以前的地摊
并没有多大分别。缺乏主打特色和文化内
核、“同质化”严重，正是当前创意市集需
要克服的一个痛点。
  创立于北京的伍德吃托克市集，将
“吃”字做到极致。每次活动美食品牌必须
占到四成以上；挑选新品牌的硬性标准，要
求是新兴品类，而且必须是品类中的第一
名。高门槛、独创性，是伍德吃托克从一众
网红市集中脱颖而出的诀窍，也是新兴市集
品牌成长中必然经历的一关考验。
  此外，多数市集并不固定，打一个枪换
一个地方，也影响了大众对市集上品牌的认
知和接受，摊主奔走于不同市集，缺乏归属
感，不利于品牌的长久发展。有从业者表
示，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刚刚起步的创意市
集，摆在眼前的挑战接踵而来。市集会经历
自然淘汰的过程，那些纯粹为了蹭热度的市
集，迟早会慢慢退出，留下的就是经受得住
消费者检验的高质量市集。
  关于创意市集的想象空间，其实可以更
大。在中国著名瓷都景德镇，依托雄厚的陶瓷
产业和人才资源，乐天陶社创意市集已然成
为一个强有力的市集品牌，从最开始的“地摊
生意”成长为景德镇的一张文化名片。摊主多
是这里的年轻大学生和手艺人。他们绞尽脑
汁地在市集上比拼创意手艺。在创意市集的
基础上，手艺人还成立了创意联盟，通过定
期、定主题举办陶艺展览的形式展示创意，其
间优秀的原创作品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创
意采购商。一个创意市集，为市场和创意搭起
桥梁，成为创意产品产业链上重要的一环。
  山东建筑大学艺术学院讲师姜芳认为，
“创意市集亟待那些能统辖和影响艺术与设
计界的机构或艺术馆的加入，由既懂艺术又
懂市场的专门机构筹划创意市集，从而将创
意产品向更广的方面衍生，例如家具、食品
等，进一步促进创意文化产业的发展。”地
摊曾是个很有争议的词，令人庆幸的是，在
它被“灭绝”之前，已经巧妙地
“变异”。创意市集，值得
承载更多关于文化创意
产业的期待。

  □ 本报记者 李梦馨

  琳琅满目的小商品，新鲜的当季果蔬，熙熙攘攘的人群，此起彼伏的吆喝叫卖、讨价还价

声……提起市集，人们的脑海中大致会浮现类似的场景。但如今的年轻人，在赶一种不一样的集：

没有脏乱差的地摊，只有干净整齐的摊位；市集上售卖的，不是传统商品，而是极具特色的手工创

意产品，好吃更好玩。而周末赶创意市集，也成为一种休闲的新思路。

  三千多年前约定俗成的周期性市集贸易诞生后，虽然经历过热闹萧条，却一直未退出过人们的

视野。如今，潮流感足、文化味浓的创意市集，在后疫情时代重整旗鼓，在各个城市遍地开花，重

燃城市的烟火气。创意市集既是传统市集的回归，也为这种古老的贸易形式注入了新的时尚和文化

基因。它所能承载的，不仅是买卖往来的传统功能，也是同好聚集的新兴社区、商业孵化的空间，

更为城市发展增添许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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