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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臻儒

  近日，互联网新词“多巴胺穿搭”火了，
一位穿搭博主身穿五颜六色的衣服走在街上的
视频，目前已经收到超过五百万点赞。此后，
“多巴胺穿搭”带来的快乐持续发酵，上到八
十岁的老人，下到几岁的儿童，还有网友给家
里的猫猫狗狗也穿上了五颜六色的衣服……
“多巴胺穿搭”，顾名思义，是一种能为人创
造愉悦感受的穿搭方式，与其他穿衣风格相
比，最大的亮点在于颜色的选择。“多巴胺穿
搭”的核心是将各种高饱和度颜色的衣服套在
身上，看似打翻了调色盘，实则通过对这些服
饰单品进行搭配，在平衡亮色带来的“突兀
感”的同时，为个体带来“情绪疗愈”。
  从科学的角度而言，多巴胺是一种神经传
导物质，用来帮助细胞传送脉冲，作为一种快
感物质，多巴胺负责传递兴奋、开心的信息。
“多巴胺穿搭”与多巴胺分泌是否存在关系，
尚无科学定论，该词的提出者是一位时尚心理
学家。这种看似“花里胡哨”的穿搭让人产生
快乐，更多要归因于颜色。
  根据色彩心理学的理论，颜色和情绪的变

化密不可分。红色让人冲动亢奋，蓝色让人冷
静专注，橙色让人精力充沛……颜色运用得
当，能有效调节个体的行为，例如餐厅利用橙
色系装饰增进食客的食欲，办公室借助白灰色
系提高员工的工作专注度。而“多巴胺穿搭”
选用的亮色系，让人眼前一亮，配合拍摄者发
自内心的笑容，给人一种轻快、明朗的感觉。
  “多巴胺穿搭”是否只是一阵来去匆匆的
风？事实上，除了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亮色系穿
搭思路，这一新词更让普通人的日常穿衣风格
变得包容、自由。快乐的情绪穿过屏幕，从穿
搭博主的大胆尝试中，广大网友感受到了色彩
的魅力。久而久之，网友有时也会不由自主地
购买一两件亮色系单品，走出以往的穿搭“舒
适区”，让穿衣风格更加自由。
  近年来，极简风、黑白色系穿搭风行，成
为“高级感”的代名词。在这样的审美潮流
下，高饱和度的颜色被定义为廉价、浮夸的颜
色，很多年轻人戏称自己患有“精致恐惧
症”，害怕穿着精致漂亮的衣服出门，用低调
的打扮减少来自他人的指指点点。与此相反，
“多巴胺穿搭”极易成为人群中的焦点，从大
部分以此为主题的视频中可以看到，闹市和笑

容是“多巴胺穿搭”不可或缺的元素。走在潮
流前线的博主在公众场合大方地展现自身的魅
力，不主动迎合别人目光，传达的是一种自信
包容的态度。
  因此，“多巴胺穿搭”成为介绍自己、表达个
性的好方式。在社交媒体上，医生、消防员等职
业加入“多巴胺穿搭”大军，在严肃的工作之外，
展现活泼亲和的一面，拉近了与网友的距离；中
老年博主纷纷尝试“多巴胺穿搭”，打破了老年
人穿衣朴素的刻板印象；越来越多不同身材、不
同职业的人们尝试“多巴胺穿搭”，正让这种风
格成为一种积极向上的网络效应，用亮丽的色
彩表达自己的生活态度。
  不过，“多巴胺穿搭”并非人人适用。如
果感受不到色彩的魅力，也并不意味着审美落
伍。在时尚界人士看来，并非只有亮色系衣服
才能给人带来快乐，如果黑白色系的衣服能让
一个人感到舒适、愉快，也不失为一种“多巴
胺穿搭”。另外，多种色彩的运用给穿搭带来
了很大的考验，搭配不当更显土气、俗气，普
通人要量力而行，根据实际需求购买相关单
品，避免盲目跟风，让自己成为服装的主人，
而非让潮流裹挟了自己的审美观念。

  据骨朵热度指数排行榜数据统计，截至6月11
日，由付宁执导，肖战、李沁领衔主演的青春励志
情感剧《梦中的那片海》登顶电视剧热度指数排
行榜。
  该剧于6月1 日在央视八套首播，腾讯视频同
步播出， 6 月 6 日晚在东方卫视东方剧场联合播
出。该剧讲述了一群北京青年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下
怀揣各色梦想，书写不同命运的故事。此剧把什刹
海作为一个重点叙事地和具有象征意义的美学空
间，展现了老北京特有的文化风采，并以“让观众
有沉浸式的追剧体验”作为创作的主要方向。制片
人陈瑶表示，剧本筹备了一年多，主创团队不断打
磨细节，只为带领大家真正走进改革开放那个年
代，从时代印记里感受幸福生活。
  《梦中的那片海》突破了关于北京生活的电视
剧的常规，其以表现人物的追求和命运为中心，让
人们能够随着剧情的起伏感受大时代的变迁，也感
受到一种来自一段特定历史的激情所在。这是一部
把特定年代的历史感和青春的激情结合的作品，既
是沧桑的历史见证，更是难忘青春的回响。

《当燃青春》领跑

网综热度指数排行榜
  据骨朵热度指数排行榜数据统计，截至6月11
日，腾讯视频推出的综艺节目《当燃青春》登顶网
络综艺热度指数排行榜。这是一档由年轻人观察记
录年轻人的励志故事探寻综艺，每个故事均由明星
发起人开启，由具备艺术作品呈现能力的故事探访
者寻访故事主人公，通过探访短片+演播室深谈，
还原励志故事神髓，并最终将故事凝练为不同形式
的文艺作品（微电影、歌曲、舞蹈、动画、脱口秀
等）在节目中展示，致敬伟大时代下的闪光青春
故事。
  为了展现新征程中国青年风貌和青春力量，
《当燃青春》选用了青春化的表达，这就在一定程
度上消解了这类题材带来的过重的严肃感，以更接
地气的形式拉近了年轻观众和主旋律题材的距离。
  列榜单第二位的是由爱奇艺推出的融创旅行体
验真人秀《来活了兄弟》。节目由陈楚生、苏醒、
王栎鑫、张远组成的来活兄弟团接受来自5座城市
的邀请，开启全新“整活”之旅。来活兄弟团在当
地进行各种旅行体验，在令人捧腹的花式整活中，
宣传城市有关美食、景点、地标、生活方式等多面
的历史底蕴和人文魅力，在整活中带观众沉浸式领
略不同城市的独特气质和旅行趣事。

《天黑黑》

问鼎巅峰飙升榜
  据QQ音乐巅峰榜每日数据统计，截至6月11
日，由孙燕姿演唱的《天黑黑》登顶巅峰飙升榜。
《天黑黑》由廖莹如、吴依铮、李偲菘等制作人为
孙燕姿量身定做，灵感来自台湾民谣，歌曲采用了
钢琴的纯简伴奏，词曲中间穿插着传统民谣《天黑
黑》，表示了孙燕姿对小时候的自己的回顾，对现
在的处世感悟，并告诉人们家是最好的避风港，也
是人们勇敢前进的力量。“天黑黑、欲落雨，天黑
黑……”李偲菘创作这首歌时，着力在歌曲中引用
一段老歌曲调来强调孙燕姿特殊的声音与唱腔，再
加上闽南语歌词的穿插，创造出另一种兼具现代感
的《天黑黑》，也让听过的人都对孙燕姿的好声音
赞不绝口。近期，在各大视频平台上，“冷门歌手
孙燕姿”靠着各种各样的AI “分身”翻唱不同曲
风的歌曲，作品火爆出圈。从流行到摇滚再到“魔
性”改编，也再次让这首诞生于千禧年代的《天黑
黑》问鼎顶流。
  列榜单第二位的是由罗岩演唱的《向云端》。

《象棋的故事》

话剧音乐剧高分榜居首
  6 月11 日，大麦演出榜发布实时数据，阿那亚
戏剧节《象棋的故事》以10 . 0 高分登顶话剧音乐
剧高分榜。《象棋的故事》基于斯蒂芬·茨威格生
前发布的最后一部同名中篇小说《象棋的故事》改
编，讲述了在一艘远洋客轮上，一位从小就显示出
惊人天才的国际象棋世界冠军“琴多维奇”出乎意
料地被人群之中一位神秘乘客战胜了。这位神秘乘
客B博士是个对象棋很陌生的普通人，只是由于一
段异常经历才使他能够轻松战胜世界冠军。正是由
于这“异常的经历”，这位神秘的“普通人”却再
也回不到一个真正普通人的正常精神世界中。囚房
曾禁锢了他的躯体，棋局也禁锢了他的人生。
  作品中，话剧演员郭笑自编自导自演，一人饰
演剧中所有角色，以独角戏的形式讲述了一个只会
下象棋的傻子天才和一个曾被禁锢而后将自己困在
脑海里棋局中的“疯子”的故事。自2015 年正式
投入剧本创作起，郭笑前前后后共花费了十年时间
筹备该剧，其间他拜访了象棋大师，也接触过有过
剧中相似经历的人，希望能够更加贴近剧中的角
色。郭笑在谢幕时表示，艺术大家终究会离我们而
去，而后人所能做的则是不断地探讨演艺的新空间
与可能性。这不仅是他自己心愿的了结，也是对艺
术大家最好的致敬。

  （□记者 田可新 实习生 王若瑾 整理）

《梦中的那片海》

登顶电视剧热度指数排行榜

潮流裹挟了审美？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在深圳举行的首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
坛上，来自文学、戏剧、影视、音乐、网络
文艺等领域的作家、艺术家、评论家围绕文
艺创作的高质量发展展开对话交流。针对文
艺创作中的一些顽瘴痼疾，著名作家陈彦发
表了关于深入生活、观照现实的系列观点。
对于那些在创作中打着现实主义旗号，却又
喜欢闭门造车、向壁虚构者，尤其应当反躬
自省，引以为戒。
  陈彦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
书记。他也是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在交流发
言中，陈彦说，新时代十年，中国发生了历
史性变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要写好这些
变革和成就，关紧了门窗、只盯着纸笔是不
行的。作家不仅要读书架上的“有字之
书”，更要读好生活这本“无字大书”，把
手中的笔和这片土地的脉搏心跳紧紧贴合在
一起，真正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在关
注时代、拥抱时代的过程中，获得对历史和
社会生活的总体性思考、综合性体察。
  陈彦的这段论述，为消除文学创作中的
一些不良现象，改进文学创作中的一些不足
开出了药方。
  我留意到，陈彦在谈到生活这本“无字
大书”时，用了“读好”一词。结合他的相
关阐释，我个人理解，“读好”其实又有两
重含义，一是要认真读，二是要努力读懂。
认真读的含义自不必说，就是要真正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缺乏责任感，吃苦精神不
足，就很难真正深入生活。做到认真读已经
很不容易，做到读懂更难。读懂要费更多力
气，要有知识积累，还要具备出类拔萃的思
考能力和辨识本领。这就像看一台戏、听一
段相声，在哈哈大笑或痛哭流涕之后，还要
看明白其中的道理，才算是真正看懂了、读
通了。古人说：“琴之为器也，德在其
中。”讲的也是同一个道理。这就是读好生
活这本“无字大书”的意义所在。
  如果不认真读“有字之书”，又没能力
读好生活这本“无字大书”，会出现什么样
的文学景观？陈彦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
“文学如果只是浮光掠影的表现，肯定会雷
同撞衫。” 
  那么，如何避免尴尬的“撞衫”现象？
最可靠的解决办法，还是读好生活这本“无
字大书”。
  纵观中国文学史，我们可以了解到，我
国文学创作的一个优良传统正是读好生活这
本“无字大书”。《诗经》能够开创现实主
义传统，就因它坚实地立足于生活这本“无
字大书”。“十五国风”里的诗歌，更是直
接选材于现实，既平实质朴，又富生活
情趣。

  不妨以诞生在我们齐鲁大地上的诗
歌为例来观察和分析。《诗经·齐

风》中，有一首诗《鸡鸣》，共分
三章：“鸡既鸣矣，朝既盈矣。

匪鸡则鸣，苍蝇之声。东方
明矣，朝既昌矣。匪东方

则明，月出之光。虫

飞薨薨，甘与子同梦。会且归矣，无庶予子
憎。”这首诗的有趣之处在于，全诗就围绕
着“早晨不愿起床”这件事展开。诗里的主
人公是一对小夫妻。前两章的前两句，都是
女子之语，一大早催促丈夫起床，让他勿耽
误公务；后两句则是丈夫不情愿的狡辩，估
计说话的时候，还是那种眼睛都不愿睁开的
状态，毕竟多睡一会儿是一会儿。第三章则
是男子起床后的心理自白。早晨赖被窝，多
方给自己赖床找理由，谁还没这么干过呢！
人同此心。《鸡鸣》就抓住生活中这样一个
小片段，把人物的心理写透了，把人写活
了，把诗也写活了。
  《诗经》开创的这种现实主义传统被继
承下来，并被不断赋予新的内涵，但关注和
表现现实生活的本质没变。后世作家在这一
理念引领下，创作了数不清的经典佳作。一
直到今天，现实主义创作依然吸引着众多作
家。陈彦即是其中的一位。他呼吁作家们读
好生活这本“无字大书”，正是因他一直遵
循这样的创作理念。在这方面，他有许多心
得，也收获了很多成果。他曾经创作过“舞
台三部曲”，都是非常典型的现实主义作
品。“三部曲”推出后，其中的《装台》获
首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并入选新中国70 年
70 部长篇小说典藏；《主角》则斩获第十届
茅盾文学奖。
  前不久，在接受大众日报记者采访时，
陈彦特别谈到创作《装台》的初衷，这个初
衷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他说，在文艺团体
生活过好几十年，熟悉了一大批艺术家，除
此之外，“有一群人，还是总在我眼前晃
悠。”这群总在他“眼前晃悠”的，就是装
台人。为啥这群人会总在眼前晃悠？他说：
“因为工作关系，我与这些人打了二十多年
交道，他们是一拨一拨地来，又一拨一拨地
走，当然，也有始终如一，把自己无形中
‘钉’在了舞台上的。熟悉了，我就爱琢磨
他们的生活。”显然，如果不是对（职业装
台）这个群体的人实在是太熟悉了，他写不
了这么生动，写不了这么深刻。
  装台人很辛苦，我们从《装台》中能够
获得身临其境的感受。事实上，这份工作的
辛苦，我曾多次在现场目睹。因为工作原
因，我跟随多家剧团到外地，采访他们送戏
下乡或到全国巡演，见证了他们装台、卸台
的过程。大多数时候，这些剧团装台、卸
台，甚至包括装车、卸车，全都是自家人在
干 。 那 些 艺 术 家 也 要 参 加 ， 而 且
还是主力，因为也找不到多少
人手。演出前，艺术家一起卸
车、装台；演出结束，谢幕之
后，放下二胡、琵琶，要继续帮
着卸台、装车。只有那些上了年
纪的老艺术家，才能得到大家照
顾，可以到一边歇着，或者干点力
所能及的轻快活。不熟悉的人可能
难以想象，这活是真正的重体力
活。有时候，一只灯就上百斤重。要
是再有大山、大树、楼房、车辆之类
的大型道具，分量可想而知，搬动之费
劲不言而喻。另外，到外地巡演时，那些
拉道具的大车，往往白天限行，三更半夜才
能开进剧院停车场。装卸车自然也得顺着这
个时间来。这么一折腾，就更辛苦了。
  特别可贵之处在于，陈彦的现实主义作

品，并未满足于简单写实，肤浅地勾勒几个
装台人的生活片段，而是继续向深处挖掘，
给作品以深沉的历史厚重感。这正体现着他
所说的“真正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在
关注时代、拥抱时代的过程中，获得对历史
和社会生活的总体性思考、综合性体察。”
仍以《装台》为例。在给不同剧团装台的故
事里，职业装台人刁顺子日常生活中的酸甜
苦辣一一呈现。这些酸甜苦辣，又与时代的
发展紧紧关联，与社会变化密不可分。从
《装台》中，从这些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
生动的故事，也看到了历史的发展，看到了
时代的进步。
  还有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一点是，陈彦
对现实生活的思考是多层面的。比如，在讲
述装台人的故事的时候，在描写他们人生沉
浮的时候，他还在思考一个问题，这些职业
装台人与台上演员之间，到底体现着一种什
么样的关系？他这样描述自己的思考结论：
“装台人与舞台上的表演，完全是两个系
统、两个概念的运动。装台人永远不知道，
他们装起的舞台上，那些大小演员到底想表
演什么，就需要这么壮观的景致，这么富丽
堂皇的灯光？而舞台上表演的各色人等，也
永远不知道这台是谁装的，是怎么装起来
的，并且还有那么多让人表演着不够惬意的
地方。反正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装台的归装台，表演的归表演。两条线在我
看来，是永远都平行而交会不起来的。”这
个论点很新鲜，很深刻，很有思辨色彩。这
种思考和这些结论，为作品“点睛”，给作
品增重，让作品中的现实超越了生活中的
现实。
  到生活中去，读好生活这本“无字大
书”，实现作品的“超越之美”就有了坚实
的基础。再退几步讲，努力去读生活这本
“无字大书”，作品至少也能做到与众不
同，无须担心“撞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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