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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本娱乐行业

需要规范发展
  据光明日报，近年来，以剧本杀、密室逃脱为
代表的剧本娱乐行业发展迅速，在丰富文化供给、
满足人民群众文化消费的同时，也存在剧本水平参
差不齐、适龄范围模糊、场所环境脏乱、盗版剧本
猖獗等问题。只有加强监管，才能让该行业告别野
蛮生长，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作为一种内容为王的娱乐方式，剧本是剧本杀
等剧本娱乐行业的核心和灵魂，是该行业可持续发
展的基础。好的剧本应该有好的故事、严密的逻辑
以及温暖的人文关怀等，但目前大多数剧本缺乏创
意，内容同质化、故事模式化、情节套路化、逻辑
链条漏洞百出，有的甚至含有黄赌毒和暴力、血
腥、灵异元素。问世之初，剧本杀正是依靠好的剧
本才吸引了自己的第一批忠实用户，可当行业将要
进入成熟期，好剧本竟然稀缺到青黄不接的地步，
这不得不引起业界的重视。
  从小众化到大众化，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必然趋
势，也是剧本娱乐行业发展的必然方向。在这个意
义上，剧本杀有必要降低玩家/消费者进入的门
槛，适当引入一些大众化或大众可以接受的机制，
比如有针对性地缩短游戏时长，降低阅读难度，增
加职业教育、文史知识、亲子教育等游戏主题，在
降低玩家/消费者进入门槛的同时，实现经济效益
与社会效益的双赢。

如何听懂《罗刹海市》

  据文汇报，歌曲《罗刹海市》已经成了现象级
的大众文化事件。众声喧哗，大都集中在对歌词的
解读和联想，反而少有人谈及音乐本身。《罗刹海
市》总归还是一首歌，对它的审美鉴赏，音乐和歌
词不可偏废。
  歌曲《罗刹海市》取材自蒲松龄《聊斋志异》
中同名短篇小说，描写的是主人公马骥的异域奇
遇，暗喻社会现实。刀郎以此为歌曲创作题材，在
当下歌坛中显得相当异类，自带吸引力与冲击力。
七冲、焦海、一丘河、苟苟营，刀郎在歌词中密集
使用典故本来会对歌曲的理解带来不可避免的障
碍，但这些并不艰涩的典故“意外”地给听众带来
了解谜般的乐趣。刀郎歌词的特点，源于其语言携
带的快感和巨大的阐释空间，形成了一种诗化表
达、一种语言游戏。
  上耳一听，东北二人转风格的俚俗小调。这
已足够吸引人，因为这些曲调是在群众文化生活
中沉淀打磨出来的，凝结了东北方言的语感和智
慧，十分接地气。幽默好玩儿，是刀郎为这首作
品披上的一层糖衣。花场黑话和二人转曲调的
“俗”，与创作中精巧设计的雅，在这首《罗刹
海市》中被调和平衡，作品由此达到雅俗共赏的
境界。

奇幻电影的现代意识

  据人民网，在我国电影的类型谱系中，奇幻电
影的发展相对滞后。其中神话题材创作近年来虽有
《哪吒之魔童降世》《白蛇：缘起》等动画电影的
表现颇为亮眼，但相对于坐拥丰赡的传统神话资
源，真人版奇幻电影似乎一直乏善可陈。令人欣慰
的是，近期上映的电影《封神第一部》表现受到观
众的认可，为中国奇幻电影发展提供了一部开拓意
义的作品。
  影片最具突破之处，在于显著的史诗品格。
中国电影创作不乏神话题材，但缺少神话史诗。
《封神第一部》全景式地建构了殷商末期的政治
格局，勾画出人、神、妖交织纠葛的奇幻图景，
演绎了一段跌宕不已的权斗游戏与人伦悲剧。
《封神第一部》对于古老传说的改写，颇具现代
意识。创作者一改纣王的传统银幕形象，赋予他
兼具优雅与暴戾的崇高感。苏妲己不再是祸乱朝
纲的红颜祸水，化身为纣王身边柔弱又魅惑的同
行者。当然，这种现代意识并非是与传统截然断
裂的。影片表现的核心议题仍是中国传统的父
子、夫妻、兄弟、君臣等人伦关系，尤其是作为
主轴的父子关系。
  总的来说，影片为讲述中国故事、传承发展
传统文化提供了很好的启发：要以现代的目光与
技术到历史中寻绎文化精神、开展艺术创新，以
集体记忆的延续去凝聚未来的价值共识。

“游而不研”的研学游

该管管了
  据中国青年报，暑期，中小学生“研学游”成
了热门话题。但形形色色的“研学”线路引爆旅游
市场的同时，价格不菲的研学游却屡屡出现“多方
抢滩、价格虚高、货不对板”的问题。“名校参
访”变成“校名拍照”、“学霸伴游”被“拼团演
讲”替代、“故宫探秘”换成“景山俯瞰”、每人
收费1.08万元进北大校园……各种乱象给家长和学
生带来了诸多困扰。
  “研学游”乱象丛生，根本原因在于市场监管
缺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北京市法学会旅
游法学研究会会长孟凡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当下研学旅行出现各种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研学
旅行市场监管的“五个无”，即：无明确主管部
门、无专业资质要求、无服务流程标准、无收费边
界限制、无必要保障措施。
  要想规范“研学游”，首先要明确监管部门，
建立专门的研学游监管机制，负责监督和管理研学
游活动。同时，要加强对“研学游”产品的资质审
查。此外，“研学游”行业也要加强自律，加强教
师培训和指导，在行业内部建立“红白名单”制
度。总之，对于“游大于学”“游而不研”的研学
游，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整顿。只有这样，才能
够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促进市场的健康发展，让
“研学游”真正成为一种有益于学生成长的教育
方式。

          （□记者 李梦馨 整理）

  □ 本报记者 刘兰慧
  
  《收获·2022 秋卷》发表山东作家常芳
的长篇小说《河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于2023 年1月出版单行本。小说在故事情节
铺陈、历史场景描绘、人物形象塑造、隐秘
心理揭示等方面皆明显区别于以往的革命历
史叙事，被誉为是一部标记作家本人叙述风
格转变和当代文学革命历史叙事方式创新的
作品，是一部以人物隐秘内心世界的风云变
幻来推动叙事前行的民族心灵秘史。日前，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王西强发起的“云端读书
会”，以“《河图》何图？”为主题邀请常

芳展开对谈，挖掘《河图》背后的创作
故事。

偏方何来？乡土小说家吗？

  常芳曾思考“我为什么会成为一个作
家？”这一问题，这大概可以追溯到她童
年时期的那些乡村经验以及中国农耕文明
的悠久历史，直到辛亥革命后才与西方舶
来的“现代化”一词相连接。她认为，在
某种意义上来说，所有的中国作家都没有
真正摆脱掉身体以及精神上的“乡土”
基因。
  《河图》中写到不少民间偏方，关于插
入偏方的审美意图，常芳表示自己旨在借此
象征辛亥革命时期革命者们对时代进步的一
种探索。上下求索救国良方的过程里，有些
“偏方”也不免会被这些革命者拿来当作
“救命”稻草。
  与偏方相互映衬的，还有小说里那些童
谣。那个名叫周约瑟的车夫，反复在心里吟
唱和呼应这些童谣的时候，他可能是在用童
年愉悦的心，去覆盖时代巨变所给他带来的
巨大撞击。
  这些偏方与童谣、神话故事和传说，同
小说中的现实生活交织在一起，表达出在轰
然到来的辛亥革命这个没有预期的时代背景
中，革命者、醋园工人、剃头匠、杂货铺子
掌柜、贩夫走卒等泺口的各色人物在面对时
代变局时的茫然。
  因此，小说便像《鹅笼书生》故事那
般，一边是无限的玄幻一边又有无限的
可能。

《河图》的句式？童年的记忆？

  常芳力图采用一种更加“现代化”的语
言，以此来表现西方文明进入中国这一古老
的农耕国家之际所形成的撞击。
  小说部分地嵌入西班牙语、英语和德语
语段，插入西方歌谣，引入印度莫卧儿王朝
的宫廷故事、美国故事和其他世界各地的故
事等，旨在表达辛亥革命时期“西方现代化
的进入”呈现出的不可阻挡之势。在新旧交
替的时刻，古老的中国早已无力关闭那扇正
在被推开的大门。
  作家多将童年经验视作巨大而珍贵的馈
赠。民间故事和说书人的中国传统话本小
说，与常芳“比较原始、有生命力”的修辞
手法息息相关。常芳的奶奶特别会讲故事，
她的爷爷则经常到说书场子里听书。即便不
出门，那个说书人响亮的说书声和手里敲响
的渔鼓声，也会穿过土墙和屋顶的茅草，
“逼迫”着家人去听那些稀奇古怪的故事。
常芳想，说书人的说书声真的是把家里的墙
壁都用故事浸透了。
  常芳童年的生活环境拥有一种“自然色
彩与现代性混杂”的特点。济南是中国第一
个自主开埠的城市，对整个山东影响很大。
此外，常芳的高祖父独自闯荡世界时在临沂
一个小镇上以开饭馆为业。饭馆位于从南京
到北京的驿路上，既接待过东洋人，也接待
过西洋人。

《河图》何图？何来《河图》？

  小说中，南家这个家族和马利亚皆无人
物原型。书中唯一有原型的人物是谘议局副
议长鹿邑德，这个人物源自常芳在创作《第
五战区》时到临沂市沂南县采访所听到的
故事。
  这一人物原型曾从沂南到日本留学，在
日本加入同盟会且娶了位日本太太。回国之
后，他动员父亲卖掉家里上千亩土地，自己
带着银两到济南参加辛亥革命，支持山东独
立。之后，他便杳无音信。后来，他们家族
也曾派人到济南去寻找，但未果。
  为什么写《河图》？辛亥革命终结了
王朝循环往复的历史，当中国与现代化世
界迎面相撞时，西方文明已经像疾驰而来
的火车那样，轰轰隆隆地把中华大地给震
醒了。
  小说要表达的主题是一个古老的民族
如何变成今日之“中国”，书中关于清朝
要灭亡的童谣是作家从《推背图》中截取
的一段“预言”。《河图》中的人物无法
看到自己的结局，亦无法真正理解何为革
命。例如，南怀珠尽管起着引领革命潮流
的重要作用，但他被作家塑造得有些模
糊。即便他身处革命的漩涡，却也无法看
清革命之真相。
  “河图”也罢，“易经”也好，至今
无解。历史乃至现实，从来也都是处于这
种朦胧、混沌、模糊但又滚动前行的状
态。在大历史之中，《河图》所写的那些
小人物、小人物的思想、小人物对于大历
史的看法等皆为盲人摸象之一种，好像置
身其中但又不明就里。在常芳看来，这既
是现象也是本质。

农村生活长卷 启人深思力作
——— 读三卷本长篇小说《汶水滩》

□ 李炳刚 苏文

《河图》何图？

  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杜
焕 常 创 作 的 长 篇 小 说 《 汶 水

滩》，是山东省作协2014 年度重点
扶持作品，最近入选第十一届茅盾文

学奖参评作品。
  作品以全景式的视角，朴实深情的

笔触，宏阔深远的笔力，述写了鲁中地区
一个普通村庄20 世纪60 年代到20 世纪末的
变迁，铺陈出这块土地上的人物、风情以及
各种社会矛盾纠葛，再现了齐鲁乡村火热而
多彩的生活。
  同时，作品实事求是地描写了农村相关
政策的演进脉络，抒写党支部在农村生活中
的重要地位，歌颂广大农民群体的坚韧和睿
智，是近年来山东农村题材小说中不可多得
的一部现实主义力作。中国作协副主席、著
名作家张炜赞誉其“是一幅农村生活长卷，
也是一部启人深思的力作”。

社会变迁的雄浑画卷

  历史并不如烟。20世纪60年代到90年
代，是我国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却鲜有文学
作品系统描写。对这个年代的鲁中平原农村
进行全景式描写，《汶水滩》尚属国内首
次，也为书写农村提供了生动的缩影。它通
过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和生动风趣的地方语
言，书写以潘忠地等为代表的几代农民的命
运遭际和精神成长，构成山东农村变迁的重
要印记和沉郁底色，描摹出社会变迁的雄浑
画卷。
  小说自主要人物潘忠地1960 年从地区
农业学校下放回村写起，到2000 年前止，
从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开始，到拨乱反
正、包产到户、脱贫致富，真实反映了汶水
滩从国民经济调整到改革开放那段艰苦岁
月，再现了当年艰辛腾挪、寻求小康的历史
进程，以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刻的思想性，深
入剖析农村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如土
地承包、集体经济、家庭婚姻等等，描绘乡
村发展变化过程中涌现的精彩故事和人物
命运。
  汶水滩是一扇窗户，一个大舞台，它不
仅承载了小麦玉米蔬菜各种作物，更承载了
各色人等。书中讲述的，都来自生活，来自
身边的凡人小事。作者努力呈现乡土生活本
色，深入发掘和提炼出流贯在最普通人群中
的真性情、真精神，以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为
凡人精神立传。时代变迁、社会变革、人性
复杂，在时代、社会、自然背景下，个体小
人物命运多舛，但他们不甘贫穷落后，始终
追求美好生活。小说倾注了作者对家乡的热
爱，洋溢着对生于斯长于斯的父老乡亲的颂
扬，对重建乡村文明的责任与呼喊。汶水
滩，已经不只是一个地理家园，也是他的精
神家园。

厚重而富有思辨精神的村庄家谱

  法国作家巴尔扎克说过：“人物是小说
的灵魂。”一部好的长篇小说，应当塑造出
具有深度的角色。尤其是主人公的塑造，可
以准确地看出一部文学作品的成色。
  《汶水滩》真实地展现了鲁中乡村的时
代色彩和风土民情，成功塑造了主人公潘忠
地等160多个人物群像。通过挖掘人物身上
所闪现的善良、正直、担当和诚信，体现了
乡村精神价值，我们得以窥见人性的光辉与
矛盾，体验到生活的酸甜苦辣，构成一部厚
重的富有思辨精神的村庄家谱。
  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主人公潘忠地，
是一位埋头苦干、宽厚真诚、勇于担当的村
支书。作者从潘忠地童年时代开始写起，以
他的成长、婚姻、家庭和事业为主线，完整
集中地再现了这段历史时期具有典型性的人
物形象。作者立足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进
程，深入潘忠地这个人物的内心深处，用最
大力量来刻画他的心灵美，具有感人肺腑的
力量。
  全书其他人物，也个个特色鲜明，有血
有肉：潘士金、张发树、展明尧、李长贵、
潘秀菊……再现了那个年代的农民群像，塑
造了一群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反面人
物也刻画得入木三分，对张义昌、潘忠国等
卑劣阴暗、投机钻营的生动描述，使我们看
到了人性的斑驳与复杂。像李向东这样的乡
间能人虽着墨不多，但是寥寥几笔就把人物
的突出特点写活了。无论是宏大的、惊心动
魄的场景，还是卑微人物的喜怒哀乐，种种

世事人情，都散发着人性的光辉。
  这是一部别具一格的乡村史、乡情志、
乡愁录，通过一个个乡村人物，连接历史和
当下，连接过去和现实。作者从生活厚土中
汲取养分，挖掘个体生命的深层体验，每个
人物都是鲜活接地气的，有质感和动感的，
让读者仿佛置身现场，深入感受人物的心路
历程。

对乡村社会的深度挖掘

  作家孙犁曾说过：“写小说应该是因
人设事（情节），反过来，又可以见景生
情（新的情节），这样循环往复，就成布
局、就成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说，《汶
水滩》是一部用心的小说，一幕一幕铺
陈，叙事有条不紊，像滴滴水珠，用细小
的人与事填补了汪洋历史中那些为人所动
容的情感缝隙，以生动形象的故事和穿行
历史的宏大叙事，以小村落、小人物映射
大时代风云变幻，最大限度保持读者阅读
作品的新鲜感，其中人物的命运遭际、情
感线索同样跌宕，如藤如蔓，悲欢离合，
让人身临其境，低回不已。
  以凝重的笔触，在大历史观中把握内在
逻辑，解读农村发展史。作者从大量平凡劳
动场景、生活素材中汲取精华，包干到户、
分家、买车收菜、蔬菜产业、建恒温库、办
托儿所、协会挂牌、老年人活动室、小剧
团……通过对农村道德观念、家庭观念、社
会思想、生产技术等方面的深入描写，
对乡村社会进行了深度挖掘。

  作品把着眼点放在农村变革影响下的人
性的对立、人格的冲突、观念的碰撞等深层
次矛盾的探寻上，深切而细腻地描绘了农民
在生活压力下的挣扎与奋斗，呈现乡村生活
的真实面貌，揭示乡村社会内部的深层次问
题，展现了乡村文化的深厚底蕴和乡土气
息，揭示了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困境
与冲突。作者用心用力展现鲁中农村生活的
变化图景，传承农耕文明的音符和旋律，对
祖祖辈辈生活在大地上的父老乡亲日常生活
的一点一滴、酸甜苦辣，都有深情关切。
  世俗是乡村的底色，村里的人和事，
春种秋收，礼尚往来，每一件无不纠缠在
人情世俗之中。小说以村庄写人，以人写
村庄，平实而真切地描述平民百姓的日常
生活，没有扣人心弦的悬念设计，没有一
波三折的情节安排，书写的是一个村庄几
十年的记忆和历程，串起的却是一脉相
承、生生不息的乡土文明，展现了村庄的
爱与憎、善与恶，以及各种人物的不同表
现及命运，表现了乡村变革的艰难过程，
反映了时代的风云际会。

原生态的语言味道

  语言是小说的工具，放眼古今中外，任
何有成就的小说家，无不是令人瞩目的语言
建筑师。优美的小说语言，就像一道美丽的
风景线，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感受到文学
的美感。
  《汶水滩》语言貌似随意、朴素，实则
质感强烈，读起来如同走进真实的农村，就
如同生活在他们当中。简洁、质朴是这部作
品语言艺术的显著特色。以短句和短词构建
作品，其口语化语言效应，给人轻松、明
快、干净、利落之感。这不仅仅体现在人物
对话之中，同时也体现在作品的所有地方。
最日常的乡土叙述，表现的是最诚挚的乡村
情感，生动再现一方土地上的变迁，有一种
对农村整体命运、人的命运和社会发展的命
运的深层思考。
  乡村的世界观还藏在乡村的语言里面。
语言具有原生态的味道，采集了很多乡村的
语言，包括方言土语，这些言语的使用为小
说增加了地域色彩和生活气息，许多歇后
语、顺口溜和乡间俗语，读起来意味深长。
作品中不区分你和您，常常出现“恁”
（nín ，也读nén ），表示你、你的、你
们的意思，比如“恁一家人团团圆圆，俺就
别去了。”白描、对比、象征，土味醇厚，
不落俗套。整部作品似带着新鲜泥土的芳香

向读者扑面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