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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

与影视创作的双向赋能
  据光明日报，近期，大小屏幕上都掀起了一股
传统文化热。这些近期涌现的影视作品不仅在内容
上找到了传统文化与现实需求的结合点，还在形式
上锐意创新，用耳目一新的艺术表达，贴近当下观
众的审美喜好。
  传统文化与影视创作双向奔赴，推动了传统文
化的活态传承，促进了影视创作的价值突破。要想
更好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影视创作者还需处理好古与今的关系，让
厚重感与时尚化、传统性与当下性、文化想象力和
现实观照性浑然一体，在互显互彰上下功夫。
  首先，作品中的一言、一曲、一景、一物，均
可成为指引观众走向传统文化纵深处的“引路
星”。作品如果稍有偏差，就可能影响观众的认
知，甚至对他们造成误导。所以，创作者必须秉持
严谨的创作态度，下真功夫学习传统文化知识、查
阅相关历史资料。其次，影视创作不能仅仅满足于
使用浅层的文化元素，还原表象的历史风貌，而应
在“承古”的基础上“烁金”，即在营造古代情境
和讲述历史故事中融入时代精神，找到传统文化与
当下观众心灵契合和情感连通之处，使人们从中获
得思想启迪和精神引领。

“菜市场”

成City walk打卡热门地
  据中国青年报，在一二线城市，菜市场正成为
City walk（城市漫步）打卡热门地。
  “City walk”的概念最早来源于英国，指在
城市里或随意漫步或探寻一些特色的景观路线，也
指在讲述员的带领下，按照规划好的路线行进，深
度体验该城市的历史、人文、景观等非随意和无目
的旅游方式。不同于走马观花拍照打卡式的旅游，
也不同于街头闲逛，“City walk”更强调与城市
深度交流，更接地气地认知城市，更真实地了解城
市的历史与文化、变迁与创新。
  一些年轻人正在菜市场里回归生活。每个城市
的菜市场，都藏匿着当地最具烟火气的风味美食。
一些吃惯了连锁餐厅、速食外卖的年轻人，正把寻
常不过的家常味，写成菜市场City walk的“美食
新鲜事”。当年轻人不断涌入菜市场，菜市场自身
也开始尝试迎合年轻人。越来越多的设计师、策展
人和画家把目光投向菜市场。在北京三源里、上海
乌中集市等地，各类展览将菜市场重构为全新的生
活方式空间。近年来，生活在城市快节奏之中的年
轻人，对“烟火气”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而菜
市场则是都市里的一个窗口，年轻人得以在这里，
从一蔬一饭中体会风土人情。

整治“黄牛”

须压实景区主体责任
  据北京青年报，今年暑期，伴随亲子游、研学
游的升温，大众积累的旅游出行需求集中迸发，景
区一票难求的现象异常突出。这也让“黄牛”忙得
不亦乐乎。
  整治旅游门票“黄牛”，必须压实景区主体责
任。“黄牛”之所以屡禁不止，首先源于景区在技
术方面的应对能力有限。据了解，网络代抢是采用
外挂软件等形式进行抢票。除了延长开放时间、购
票实名制外，景区还需要通过技术手段完善购票预
约系统，并对异常购票行为进行及时排查，从技术
上遏制“黄牛”。与此同时，景区可以通过技术手
段，实施区域范围游客出行动态预测预警的智慧服
务，通过更加精细的分时段预约、分时段游览，进
一步挖掘和扩大热门景区门票的对外预约供给量，
尽可能满足游客预约需求。
  当然，整治旅游门票“黄牛”是一项系统工
程，不可指望仅靠景区履行主体责任就可完成。相
关部门还应坚持多方联动，形成治理合力，引导景
区优化票务管理和延长开放时间，丰富游览内容，
提升景区容量。如此，才能通过精准治理，最大限
度压缩“黄牛”的生存空间，更好维护旅游市场秩
序和公共利益。

观看方式改变，

影视创作如何应对
  据光明日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新媒体
技术的发展，观众观看影视作品的方式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改变，倍速观看、短视频观看等新型观看方
式逐渐涌现出来。
  “在视频网站功能多样化背景下，改变观看方
式成了观众的‘自然选择’。”南京师范大学新闻
与传播学院教授刘永昶指出，数字化、信息化时
代，人们生活节奏加快，逐渐习惯了高强度的信息
接收方式。而新型观看方式能提高单位时间内获取
信息的密度，使人们花较少时间了解一部影视作品
的来龙去脉，获得与他人社交聊天的谈资。此外，
新型观看方式还适合多种应用场景，契合人们即时
性、快进式、浅投入的观看需求。比如在地铁里、
排队时，拿出手机看影视作品，就成了打发空闲时
间的重要途径。
  表面上看，新型观看方式为观众节约了时间成
本，让视频网站收获了播放量，为作品提升了话题
热度，实现了“三赢”局面。但如果从业者对这个
现象认识不到位，就可能带偏行业风气。正确的应
对态度应是尽量避免这种现象带来的负面影响，挖
掘其中蕴含的积极因素。我们可以把应对新型观看
方式的过程，当成提高影视创作质量的契机。
          （□记者 李梦馨 整理）

  著名作家张炜给人题字，爱写古罗马诗
人、批评家贺拉斯的一句话：“我静静地走在
一片树林里，想着那些贤人君子能做些什么事
情。”读完侯军先生最近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出
版的《报人孙犁：重读孙犁随笔》（下称《报
人孙犁》），我也想到了这句话。
  侯军是书画家，可在我眼里，他就是报
人。他很幸运，能在孙犁身边亲聆教诲。他用
他的独特视角，为我们塑造了不一样的孙犁，
不是作家孙犁，而是报人孙犁。这个活儿，只
有而且只能侯军来写。说实话，看到“报人”
二字，我就特别亲切。我也是三十多年的报
人。作为报人，我做了些什么呢？
  孙犁先生当记者，而且是战地记者，他守
住了一个原则——— 说真话，有节制。在文艺通
讯《光复唐官屯之战》中他说：“关于这次到
前线，我只是写了一篇简短的报道，当然，没
有打过仗的人也可以把战争写得很生动，很热
闹，就像舞台上的武打一样。虽然绝对不是古

代战争的真相，却能按照程式演得火炽非常，
但我从来不敢吹牛，我在这方面有多少感受。
因为我太缺乏战斗经验了。”拒绝吹牛，眼见
为实，绝不靠凭空想象去渲染文采，言必有
据，显示了一个真正记者的职业操守。回顾我
自己，有时写的新闻通讯，为了某种宣传需
要，缺乏节制，过度粉饰，有“吹牛”之嫌。
读着侯军的书，我很忐忑。
  孙犁先生当文艺副刊编辑时，“像写情书
那样写退稿信”，对待来稿“像对待远方兄弟
的来信”，改稿要像对待自己的作品一样。我
也干过副刊编辑多年，我哪有孙犁先生的情怀
啊。一开始还写退稿信，写得浮皮潦草，漫不
经心。后来连退稿信都懒得写了。孙犁先生体
味的是编辑的神圣，我呢，可能仅仅把编辑当
成了个饭碗。对稿件认真的态度，其实是尊重
读者，而尊重读者就是尊重自己的职业，也就
是尊重自己。正是有着近乎苛刻的职业敏感，
孙犁才发现了刘绍棠、从维熙、莫言、铁凝、
贾平凹，在这些作家刚刚露出尖尖角的时候，
孙犁就慧眼识珠。可是孙犁对自己的伯乐之功
却轻描淡写，婉拒“殊荣”（侯军语），他
说：“近几年，人们常说什么刊物、什么人，

培养出了什么成名的作家，这是不合事实
的。比如刘、从二君，当初人家稿子一来就
好，就能用。刊物和编辑只能说起了一些帮
忙助兴的作用，说是培养，恐怕是过重了
些，是贪天之功，掠人之美。”孙犁的谦
逊，让人敬佩。无疑，刚刚出道的作家遇到孙
犁是幸运的。这种互动，影响了他们未来的走
向。英国当代量子物理学家卡洛·罗韦利说：
“我们发现，物质实相的核心不是粒子，而是
关系。每个物体的定义都来自与其他物体相互
作用的方式。因此，当它没有互动时，它就不
存在。一个物体就是它影响周围其他物体的方
式的集合——— 一个物体的存在是由其他物体映
射出来的。”
  孙犁作为编辑，始终是清醒的，做一事，
便忠于一事，没有附加，更无名利纠缠。是真
正的敬业，视职业为神圣，视自己正在做的事
情为神圣。他用他的睿智，影响了人，他找到
了自己的位置，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可不可以
这样说，影响周围才存在，绽放出光芒才
存在。
  我静静地坐在书房里，阅读着《报人孙
犁》，想着孙犁做的和我做的。我感到汗颜。

  侯军先生重读孙犁，他有他的独特发现。
侯军说：“记者不只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意
识，一种思维习惯，一种时时处处不忘观察记
录的新闻敏感。大凡从事过记者工作的人，只
要他在从业时已培养起足够专业的新闻意识和
思维敏感。即便以后离开了新闻岗位，那他观
察事物和思考问题时，也会自然而然地带有潜
在的新闻眼光。”“记者孙犁”的新闻意识直
接影响着“作家孙犁”的诗歌和小说创作。在
《报人孙犁》中有精到的分析。比如孙犁不光
有诗情画意的“荷花淀”味道，也有记者的金
刚怒目和直抒胸臆。孙犁有多副笔墨。侯军说
了还有好多，我在这里就不剧透了。
  孙犁先生说：“彩云流散了，留在记忆里
的，仍是彩云；莺歌远去了，留在耳边的，还
是莺歌。”我相信这是真的。《报人孙犁》是
记忆之书，拒绝遗忘之书，是报人写报人的
书，是特别适合报人阅读的书。报人其实就是
普通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本任何人都
可以读的书，只要留心，都能读出自己的味
道。侯军用自己的笔塑造了看似平凡却又不凡
的普通人——— 孙犁。我读完，觉得找到了自己
的标杆。

我找到了自己的标杆
□ 逄春阶

  沈阳“相声江湖”
开张，听云轩直播间相
声演出十几万人同时围
观……最近，线上线下
的曲艺演出都火了，不
少相声团队、相声园子
也借着热度出了圈，曲
艺 文 化 迎 来 新 一 轮
关注。
  说到曲艺文化，济
南是有话语权的。这里
被称为曲山艺海，曾与
北京、天津并称中国曲艺
三大码头。山东快书、西
河大鼓……多个曲种在此
生根开花。济南人不光爱
听相声，更会听相声。所谓
来济南“看湖，游园，听相
声”——— 湖是大明湖，园是
大观园，相声听的则是晨光
茶社。晨光茶社与北京的启
明茶社并称“南晨北启”，是
南北名角的聚集地，也是培养

圈儿里名家的“最高学府”。曾
经一座难求的火爆场景，活脱儿

就是相声大师马三立《卖挂票》中
的场景。

  今年是晨光茶社成立80周年，探
寻这块济南相声金字招牌的过往，不禁让

人思考，彼时的盛景可否再现？

在济南“踢门槛”

  1941年，18岁的孙少林跟随师父李寿增
先生来济南走穴。演出十分成功，颇受观众
欢迎，这让师徒二人萌生了在济南落脚创办
相声园子的念头。1943年9月2日，济南大观
园鞭炮齐鸣、人声鼎沸，晨光茶社正式
开张。
  “晨光茶社的由来颇具渊源。当时北京
有个启明茶社，也是个相声大会。我父亲认
为，启明只是天要亮，可还没见到阳
光，怎么也得带点儿太阳的光亮。于
是晨光这个名号就诞生了，与北京的
启明茶社并称‘南晨北启’。”国家
一级演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晨
光茶社相声大会传承人孙小林介绍。
  开业后，晨光茶社经常邀请京
津两地的名家，相声大师马三
立、刘宝瑞、常宝堃、郭全
宝、白全福、王长友等一大
批著名相声演员都曾登台
献艺。
  缘何晨光茶社有如
此吸引力？“我父亲
是 个 仗 义 疏 财 的
人，善待每一位
来 自 京 津 的 演
员，给他们公平
的份额，迎来送
往周到细致。不
管是门内的，还
是行内的，只要
是相声甚至曲艺同
仁，他都会高接远
迎，经常为了接济同
行去当铺换钱。收入
高，讲人情，谁不愿
意来呢？有了高质量
的表演队伍，演出质
量自然差不了。”孙
小林说。
  与此同时，

晨光茶社培养了一批年轻的优秀演员。北京
的相声大家马季、赵振铎、李金斗，天津的
快嘴李伯祥，济南的孙少臣和赵文启都在这
方舞台上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当时，相声界
有一条公认的规矩，就是“北京学艺，天津
练活，济南踢门槛”。
  “‘门槛’有两个，一个是踢后台演
员、老艺术家的‘门槛’，这是第一步；还
有一个就是踢观众的‘门槛’，济南人喜欢
曲艺，更懂相声，舍得花钱听相声，脾气也
直爽，你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孙小
林介绍，高水平的演出，也培养了成千上万
的相声观众，最开始的场地可容纳300多
人，由于演员阵容强大、节目内容丰富多
彩，晨光茶社几乎场场爆满，门口经常排起
几十米的长队。
  济南相声最初还是以北京和天津为范
本。在发展过程中，演员们发现济南的观众
受儒家思想影响比较深，便在原有的基础上
加入了当地观众喜欢的内容和方式，形成了
自己独有的特点。正如孙小林所说：“如果
说北京相声文雅内敛、含蓄幽默，天津相声
接地气、句句是哏儿，那济南相声则是火
爆、嘎嘣脆，还卖力气。观众听了那叫一个
过瘾，怎能不迷？”

对发展有益，对观众负责

  孙少林1923年出生在天津，自幼酷爱相
声艺术。他创作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的
《学电台》是保留至今的传统活，被很多相
声演员视为看家作品。
  孙小林说，他眼中的父亲是严厉的，视
相声如生命。“父亲从小学艺，一辈子没离
开过相声，哪怕在田间地头劳作，也利用抖
包袱的方式，来减轻生活压力。父亲的一
生，是辉煌的也是坎坷的，因为他是老板，
要为每一位演员着想，自然承担的更多。晨
光茶社因各种原因关闭后，父亲进入济南市
曲艺团传授相声艺术，培养了不少优秀演
员，为济南相声发展打下了根基。”出生在
相声之家，孙小林从小就在剧场里玩耍。
“父亲的业务能力，是我一直追逐的目
标。”正因抵不过骨子里对相声的热爱，孙
小林最终加入职业相声演员的队伍，并接棒
晨光茶社，培养徒弟，承担传承济南相声的
责任。
  2006年7月12日，停业40年的晨光茶社重

启营业。恢复历程并非一帆风顺。新
创作的相声作品，没有老段子成

熟，还需要时间不断淘洗打磨，
且存在“同质化”现象。不少
年轻相声演员基本功不如老艺
人扎实，这也是客观存在的问
题。不过在孙小林看来，解决
困难的方法就是认真对待，只

要本着对相声发展有益，对
观众负责，持续探索，

就能走对路。好在徒
弟们思维灵活，
很快就适应了
小 剧 场 的 演
出。自重新
开张以来，
晨光茶社坚
持公益化演
出 ， 十 几 年
来风雨无阻，
大大小小的公
益 演 出 高 达
1200余场。

艺术和流量并非对立

  随着娱乐方式多元化，
传统曲艺难及旧时鼎盛是
不争的事实。对此，孙
小林坦言：“如今济南
的演艺市场不温不火，
不复当年繁华。现在的
年轻人生活节奏快，娱
乐选项也多。但就相声
而言，济南市场仍存在
较大挖掘空间。”
  为了满足观众的不同
需求，如今的演出更得与
时 俱 进。“ 相 声 《 哭 四
出》，当年非常火爆，现
在就没市场了。但可以利用
它的框架，换成新的表现形
式。”孙小林告诉记者，近
几年，他利用网络平台，也在
不断推陈出新搞创作。此外，
相声教学也得创新。“我小时
候学艺，就是一门心思刻苦练
习，现在不行了，得因材施教。
比如唱得好的就专攻唱，学得好的
就专攻模仿，方能各展所长。”
  民间曲艺团体是相声艺术传承中不
可或缺的环节。对相声传承来说，艺术和
流量并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艺就是能
力，术就是获取流量的方式。如果有能力，
又能获得流量，自然是好事。但是民间曲艺
团体终归还需要适应每个地方的观众需求。
例如张三在这个城市火了，到下一个城市也
需要加入当地的文化元素。”孙小林认为，
没有业务能力，光靠流量，自然不会长久。
不管什么样的相声组织，都要秉承传播正能
量，为观众带来欢乐为目的，在此基础上不
断摸索，才能出真知、赢发展。

让曲艺成为

城市特色文化交汇点
  □ 田可新

  记忆终归是记忆。我们不希望济南曲艺
曾经的繁华只能在长者的口中得以钩沉。尽
管随着当下文旅业的强势复苏，走进小剧场
欣赏曲艺表演的人越来越多，但与彼时“卖
挂票”的盛况无法比拟。
  济南的曲艺演出市场和时下红遍全国的
刘老根大舞台、德云社等相比，“火”得还
远远不够。没有“顶流”“台柱子”是首要
原因。赵本山、小沈阳对于刘老根大舞台，
郭德纲对于德云社，高晓攀对于嘻哈包袱铺
意味着什么，济南缺的恰是这类全国知名的
本土演员。可要培养出一个本土的“角
儿”，能在济南甚至全国演得八面威风谈何
容易。
  演出生态还需要持续优化。在短视频盛
行的文化消费快时代，要进一步盘活本土曲
艺演出市场，急需策划品牌活动、充实文旅
项目，延展产业链条，让曲山艺海成为人们
来济南自觉打卡的重要内容，成为老城文
化、泉水文化、都市夜文化等各种特色文化
交汇点。

听
济
南
相
声

买
挂
票


□ 

本
报
记
者 

田
可
新 

本
报
实
习
生 

周
晨
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