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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梦馨

  为了一家超市而奔赴一座陌生城市，“超
市游”的走红，再次刷新了人们对传统旅游的
认知。
  在超市界，一直流传着关于胖东来的传
说，其细致入微的服务水平和对员工的优厚
待遇，隔三岔五便在网上引发一次热议，燃
起人们对这一素未谋面的超市的兴趣。但不
知从何时起，隔着屏幕的羡慕开始转化为实
际的行动，四面八方的游客，如朝圣一般聚
集在这一新晋旅游打卡地。据当地媒体报
道，今年元旦假期，胖东来门店共接待游客

近100万人次。
  一家超市凭什么具有这么大魅力？稀缺性
当然是最主要的原因。
  这里的“稀缺”一方面体现在数量上。
虽然是河南本土超市品牌，胖东来在河南也
并非随处可见，总共35家门店集中分布在许
昌、新乡两地，据说是为了保障服务质量不
缩水，因此坚持不扩张的原则。物以稀为
贵，对胖东来无限神往的消费者，只能长途
跋涉、不远万里前往异地，才能一窥其真
面目。
  另一方面则是如今在其他超市极难见到的
服务水平。门口不光有宠物临时存放处，还有
免费直饮水、公共电话和一次性雨衣；商品
区，凉拌菜会标注配料，大闸蟹旁边会备注保
存方法，动物奶油和植物奶油的区分方法、香
蕉什么时候吃最美味……逛一趟超市，在买到
心仪商品的同时，还能顺便收获生活常识；在

号称斥资上百万元的洗手间里，配置了戴森洗
手烘干一体机，梳子、棉签、护手霜、发
卡；母婴室内，放置了婴儿床、温奶器、饮
水机、消毒柜等工具。所有能想到的和想不
到的细节，都能在一家超市里见到，不负
“天花板级别”服务的美誉。而诸如芋泥麻
薯大月饼一类的独家产品，也凭借过硬的质
量和特色备受消费者青睐，还衍生出了火热
的代购生意。
  种种唯一性，造就了胖东来的不可取代
性，也造就了一家超市变成旅游景点的罕见现
象。细细想来，罕见之外其实藏着屡试不爽的
熟悉配方，即“购物+旅游”的常见思路，只
不过扫货的场景从高大上的商场，变成了听上
去更加接地气的超市。而助推场景发生变化
的，正是社交媒体的发展。
  在剖析胖东来的成功时，有很多人将其归
结于社交平台强推之下流量运作的结果。的

确，得益于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垂类博主人
马越来越壮大，为了能从有限的流量池中赢得
更多垂青，唯有不断挖空心思发掘那些尚未被
发现的场景，于是，那些不属于寻常对象的菜
市场、超市等，就成了被新一轮流量盯上的景
观。审美疲劳的网友也乐于看到更具差异性的
内容，于是几方的合力促生了众多不常见的旅
游热。
  胖东来的火爆，为近些年小城的走红又写
下了精彩的篇章。在旅游市场上一向没什么存
在感的许昌，知名度不断提升，连带着平时仅
供当地人娱乐的水上公交、曹魏古城，也成了
热门打卡项目。从近些年的淄博烧烤热、胖东
来走红等可以看出，小城变“网红”的标准答
案从来不止一个：即便没有优美风光和历史古
迹，用当地独有的美食也能吸引一众饕客；即
便没有美食也无妨，后天再造服务场景也是一
个办法。

超市变景点，魅力何在？

《红楼梦》

经典版主题音乐会

登顶热销音乐会榜
  据大麦App数据统计，《红楼梦》经典版主题
音乐会登顶热销音乐会榜。《红楼梦》是文学顶流
大IP。1987年，由小说改编成的电视剧《红楼梦》
在央视播出，引起全国上下的关注和讨论。时至今
日，87版电视剧《红楼梦》仍被视作最具代表性的
作品，其中的配乐很好地起到了衬托情绪、烘托氛
围的作用。无界室内乐团致力于探索雅致格调与大
众审美的结合，使中国民乐承载历史，也能走向国
际。《红楼梦》经典版主题音乐会就是由该乐团为
听众演绎。《红楼梦》经典版主题音乐会选取电视
剧中《晴雯歌》《题帕三绝》《枉凝眉》等经典配
乐为演奏曲目，歌曲风格或以喜衬悲、或细腻婉
转，给听众带来不一样的音乐震撼。
  《雍和民谣之夜》位列榜单第二，以民谣为主
题，为音乐爱好者带来了沉浸式音乐会体验。现场
灯光变换，以歌声深沉叙述故事，通过传递丰富的
内容，能尽可能满足听众的需求。排名第三的是
“爱乐之城”——— 经典电影音乐作品音乐会。《爱
乐之城》在第89届奥斯卡上获得14项提名，包揽了
最佳原创配乐、最佳原创歌曲等多项音乐相关提
名。“爱乐之城”——— 经典电影音乐作品音乐会重
现《爱乐之城》《泰坦尼克号》多部电影中经典音
乐作品，获得听众广泛好评，目前大麦评分9.2。

《历史那些事3》

领跑热门纪录片榜
  据B站数据统计，《历史那些事3》领跑热门
纪录片榜。《历史那些事3》是由哔哩哔哩出品的
一部历史文化纪录片。纪录片采取还原演绎的方法
为大家再现历史，在故事中普及历史文化知识。
《历史那些事3》延续前两季的创作风格，讲述方
式诙谐，视频内容考究，用全新的角度为大家解读
历史长河中的人和事，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历
史那些事3》目前更新至第三集，从张择端和清明
上河图到唐伯虎，再到胡瑗，从不同视角带领观众
重读历史，播放量已经超过900万。
  由哔哩哔哩、深圳广电集团、中广天择、深圳
市卫健委、深圳市儿童医院等联合打造的《闪闪的
儿科医生》居榜单第二名。《闪闪的儿科医生》将
镜头对向儿科场景，围绕不同的儿童科室，以讲述
儿科医生的工作生活为线，反映新生儿等热点育儿
话题，在普及医护知识和育儿知识的同时，也树立
了立体鲜活的儿科医生形象，有助于构建和谐的医
患关系。目前，《闪闪的儿科医生》获得B站评分
9.9。
  《地球脉动3》居榜单第三名。《地球脉动3》
由BBC Studios自然历史部历时5年拍摄完成，BBC
金牌制作人迈克尔·冈顿担任总制片人，被誉为
“世界自然纪录片之父”的大卫·爱登堡爵士担纲
解说，好莱坞金牌配乐大师汉斯·季默及团队倾力
打造原声配乐。《地球脉动3》围绕“海陆之间”
“波涛之下”“广袤之地”等8个不同主题，探索
地球上众多令人称奇的栖息地，揭示大自然的
神奇。

《你好，星期六》

位列芒果综艺榜榜首
  据芒果App数据统计，《你好，星期六》位列
芒果综艺榜榜首。《你好，星期六》自2022年由湖
南卫视播出，节目由何炅等人主持，邀请明星演员
等作为飞行嘉宾共同参与录制。《你好，星期六》
以好六街街区为背景，以轻松幽默的形式，通过多
样的环节设置和趣味性十足的内容为观众带来欢
乐。节目紧跟时代潮流，贴近青年文化和生活，并
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对当下的热点话题进行正向引导
和输出。《你好，星期六》以其轻松愉快的氛围、
有趣的游戏环节和明星嘉宾的魅力，吸引了众多观
众的关注和喜爱，节目热度高，正片播放市占率
稳定。
  榜单第二名是《花儿与少年·丝路季》。《花
儿与少年·丝路季》自播出便热度不降，生动展现
了“一带一路”建设的成果。《密室大逃脱·第五
季》紧随其后。《密室大逃脱·第五季》不仅考验
了嘉宾们的智慧和团队合作能力，也给观众带来了
紧张刺激的观赏体验。节目通过悬疑的氛围、紧凑
的节奏和精心设计的谜题，吸引了众多观众的关注
和喜爱。

《病房生死录·医护篇》

问鼎微信读书新书榜
  据微信读书App数据统计，《病房生死录·医
护篇》居微信读书新书榜榜首。《病房生死录·医
护篇》由微信读书出品，由笔名为奕笙、第七夜、
秋爸、老段、初一、唐闻生六名一线医护工作者共
同创作，是一部医学纪实文学作品。读者可以从急
诊科医生、肿瘤科医生、心理治疗师、妇产科护士
和救护车跟车护士的视角，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医护
工作者与死神抗争的种种。
  榜单第二名是《三大队》。《三大队》讲述了
刑侦三大队的警员们，历经二十年的辛苦追凶后，
终将犯罪分子逮捕的故事。小说改编自张译、李
晨、魏晨主演的同名电影。《慢读<庄子>》位居
榜单第三。《慢读<庄子>》为读者深挖《庄子》
背后的历史故事，用生动有趣的方式重读经典文学
作品，传播传统文化。
  （□记者 田可新 实习生 尹淑婷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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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接连刷到几条介绍明代著名文学
家、戏曲家李开先高超棋艺的小视频，看了
让人大开眼界。李开先是济南章丘人，自幼
聪慧，读书过目不忘，七岁即能写出一手好
文章，琴棋书画无所不通。从现有资料发
现，关于他的研究基本集中在诗文、戏曲方
面。他在这几个领域的理论与实践，至今仍
然非常受学术界和文艺界的关注。令人印象
深刻的是，无论是棋艺还是文学与戏曲，围
绕着他的总有那么一圈抹不掉的“传奇”
色彩。

传奇的棋艺

  在李开先的诗文中，对自己痴迷象棋
亦多有记载。
  如在《诰封宜人亡妻张氏墓志铭》
中，他写道：“余性好游，敲棋编曲，竟
日无休，归则读书夜分，务补昼功。宜人
每戒之曰：‘人言白日沿村啜茶，夜晚点
灯编麻，子之谓夫？且人生血气有限，昼
夜兼劳，久之血气兼病矣。’”他下棋、
编曲，竟日不休，妻子都觉得他因此过于
耗费心神，有损健康，忍不住一再劝告。
  他还有《赠谢少溪》诗，表达自己下
棋的快意：“将棋度日酒为年，局中何如
中圣贤。我爱敲棋君善饮，人称豪客与闲
仙。”可见，他确实喜欢“敲棋”，而且
常常“将棋度日”，并与谢少溪并称“豪
客”“闲仙”。这里先解释一下，这首诗
是他从朝中免官还乡后所作。在朝中的日
子，他是非常勤勉于政务的，少有这样的
空闲时间和闲情逸致。
  他下棋水平又如何呢？关于李开先棋
艺的一些记述，听起来颇有传奇色彩。
  学者冯建林的《中国棋王·象棋卷》
第一章即是《棋冠古今——— 李开先》。从
这个标题就能推知李开先下棋水平之不同
凡响。其他一些介绍李开先棋艺的文章或
者视频文案，内容与此大致相同。
  在《棋冠古今——— 李开先》一文中，
作者对李开先的棋艺赞不绝口。如以“中
国象棋史上不世出的一代棋王，名满天
下，有‘棋冠古今’的美誉”“棋艺出神
入化，精湛异常，登峰造极，所向无敌，
为一时之冠”“象棋弈术精妙绝伦，变幻
无方，远远超出了同时代的棋手，所向无
敌 ” 这 样 的 句 子 来 表 达 李 开 先棋艺之
高超。

  该书作者还写道，李开先与其他高手
下棋，常常让子，即使让子对手也难取
胜。文中有这么一段：“李开先的象棋造
诣比之名满天下的国手陈珍更高一筹，对
局时经常饶他一马；但即便如此，一年下
来，二人之间无数次的对局搏杀，陈珍也
总是大败，仅能走和寥寥数局棋而已，从
来就没有赢过李开先一局。”这段话的出
处，应是从李开先所作《赠棋客陈国用》
诗序的叙述推究而来。
  武汉体育学院党委学工部官方微信公
众号“武体学声”在普及棋牌历史故事
时，曾推文介绍中国象棋历史发展。其
中，也提到李开先。文章说：“到了元明
时期，象棋继续在民间流行，技术水平不
断得以提高。其中明代的棋手李开先最为
出名，他自称‘余性好游，敲棋编曲，竟
日无休’。棋艺高超，未逢敌手。时人赞
誉：只此一艺，可高古今。”

传奇的人生际遇

  以上描述给我们勾勒出一个纵横天下
的象棋绝世高手形象。不只是下棋留下这
样的传奇故事，其实，李开先人生中的诸
多经历也充满了传奇色彩。
  他的科考与罢官经历，无不如此。李
开先，字伯华，号中麓山人、中麓子等，
生于1502年，卒于1568年。他26岁中举，27
岁中进士。按《李氏族谱》载，廷试时，
因不慎漏掉了“臣谨对”三个字，他便从
一甲落到了二甲，只得了第67名。这样的经
历，是不是很有传奇色彩？
  至于免官，也不是那么普通。李开先
从户部云南司主事干起，一直升任至太常
寺少卿。发生在1541年的“九庙灾”导致他
从此离开官场。据悉，嘉靖二十年，仁庙
失火，延烧太庙及群庙，皇帝盛怒，朝廷
追责，四品以上的京官被要求提出辞呈。
时任太常寺少卿的李开先，属正四品官
员，亦在提出辞呈之列。很多人以为这不
过是走个过场，但后来却“玩”成了真
的。李开先为官清正，为一些不法之官员
所不容，特别是与当时把持朝政的权臣夏
言有矛盾。这些权臣借此机会，操纵朝廷
批准了李开先的辞呈，李开先就此被罢
官，回到老家章丘。这时候，他才刚刚40
岁。这段颇带传奇色彩的际遇令人唏嘘。

传奇的《宝剑记》

  《宝剑记》是他的戏曲代表作。这部
作品也是戏曲领域学者们关注与研究的热
点。此外，李开先的“真诗只在民间”的
文艺观点，一直为后世重视与研究。他的
这种观点，对矫正脱离生活、无病呻吟的
不良倾向可谓一剂良药，至今仍有很强的
现实意义。
  《宝剑记》是明代中期和《浣纱记》
《鸣凤记》并列的“三大传奇”之一，在
整个戏曲史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这部传
奇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获得如此高

的评价，在于其对现实社会的深刻反映。
  《宝剑记》取材于《水浒传》中林冲
的故事，但整个剧情已与《水浒传》的故
事大有不同。比如，在人物塑造方面，广
西师范大学学者谭晶在比较《宝剑记》与
《水浒传》两部作品中林冲形象之不同时
这样总结：在性格上，《水浒传》中的林
冲逆来顺受，面对权势的迫害忍气吞声，
而《宝剑记》中的林冲主动进攻，面对奸
佞当朝的情况主动上疏弹劾奸臣；在行为
上，《水浒传》中林冲展现的是报家仇，
是草莽英雄的急躁，而《宝剑记》中的林
冲是忠国君，促使他行动的不再是“家
仇”而是“国难”，所以《宝剑记》中林
冲展现的是儒将的忧国忧民；在结局上，
《水浒传》中的林冲最后家破人亡，郁郁
而终，而《宝剑记》中的林冲最后手刃仇
人、报仇雪恨、加官晋爵、封妻荫子。
  在著名戏曲研究专家廖奔、刘彦君这
对教授伉俪合著的《中国戏曲发展史》中
这样评价：“《宝剑记》的意义在于：它
是明代文人传奇创作中第一部具有较强现
实主义精神的剧作。在此之前，除了民间
的作品以外，传奇剧坛上还从未出现过一
部思想深刻的作品，而借历史故事指斥现
实、讽喻政治、直接抒发剧作家实在情感
的传奇就更是闻所未闻。”“（《宝剑
记》）为明代传奇标树了崭新一帜。”对
李开先的评价也非常高，认为他是“明传
奇繁荣的启幕人”。
  李开先创作戏曲，固然依赖出众的才
华，也与其“不平则鸣”的理念密切相
关。他罢官后闲居乡里，表面云淡风轻，
内心其实并非毫无波澜。那种壮志未酬的
落寞，会自觉不自觉地表露出来。他作为
一位有实力的戏曲作家，谈到元代戏曲繁
荣的原因时，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
那些剧作家们“沉抑下僚，志不获展”的
怀才不遇，因此胸中有块垒，遂以创作倾
吐之。不平则鸣，又何尝不是他个人心境
的写照？
  李开先对文学批评也多有贡献。比
如，他在诗文批评方面，注重“本色”，
在分析同时代和前代诗文创作的基础上，
认为诗文应该按照作者本人所处的时代及
其个性特点来创作，如此方能有真情、有
本色。与这些思想相一致，他特别注重民
歌，著有《市井艳词序》《市井艳词又
序》《词谑·论时调》等关于民歌的专
论。他评价当时的民歌时说：“故风出谣
口，真诗只在民间。《三百篇》大半采风
者归奏，予谓今古同情者此也。”他对民
歌的态度如此热情积极，纠正了文坛上一
些弊病。这也是至今我们仍应重视的宝贵
文化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