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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佳汶 可新

  《繁花》的爆火，让人们再一次惊
叹，电影导演“下凡”拍电视剧，原来
能带来这么多惊喜。叙事线拉长、少了
时空的桎梏，再辅以大导个性鲜明的镜
头语言，荧屏作品有了银幕味儿，让观
众久久回味。
  王家卫不是“下凡”第一人。《繁
花》爆火，一时无两的风头无形中让不
久前完播的名导陆川的“下凡”之作
《非凡医者》有些失色。其实，后者也
称得上近年来医疗剧中的佳作。该剧开
播仅六天网络播放量已经突破2亿，即
便完播一月有余，豆瓣评分仍保持7分
以上。如此数据也证明了，广大观众对
其普遍认可。
  纵观我国医疗剧的发展，大致经历
20世纪90年代的探索期、2000年之后的
发展期以及2010年之后的成熟期。如
2010年的《医者仁心》和2012年的《心

术》都是国产医疗剧成熟期的优秀作
品。但近年来，国产医疗剧陷入停滞，
饱受诟病。不少打着医疗剧的口号实质
上讲述都市男女情爱的偶像剧不在少
数，也有部分医疗剧专注于职场斗争和
家庭伦理，此两类均忽视了对医疗事件
的真实呈现、解构医疗的专业性和严谨
性，自然不被观众买账。如何突破既有
瓶颈，把老题材讲出新鲜感，这也考验
着导演们的功力。
  《非凡医者》的叙事角度颇有新
意——— 主角陈辉（张晚意饰演）虽然拥
有极高的医学天赋，然而却是一名阿斯
伯格综合征（AS，一种与孤独症类似
的社会交往障碍）患者，与他人存在沟
通障碍，无法共情也不懂人情世故。在
遭遇各种挫折之后，陈辉和两位同伴逐
渐成长为合格的外科医生。在医术和艺
术的双重诠释下，电视剧通过讲述陈辉
的成长展现医疗行业的百态，观众也得
以一窥陆川对医疗行业的呈现与思考。

  对个体感受的看重、对人物形象的
突出，是不少电影导演的创作主张。在
《非凡医者》中，陈辉的性格塑造是全
剧的一大亮点。陈辉外在展现出来的
“倔”“愣头青”“不知世故”，其实
也正是当代青年初入社会所表现的特
性。陆川用夸张的艺术手法将这些特质
融入陈辉身上，并借助镜头语言再次放
大，放大到和周围环境产生冲突性。这
不由得让观众共情：陈辉的成长之旅，
何尝不是在社会上摸爬滚打逐步成熟的
青年们的映照。
  与动辄几十集甚至上百集的注水电
视剧相比，《非凡医者》的情节发展毫
不拖泥带水，看得出来，执导电影出身
的陆川在叙事节奏处理上游刃有余。16
集每集都饱含戏剧性的对立与冲突，在
戏剧艺术加持下，观众得以看到医疗行
业中存在的两难甚至多难抉择。在群像
刻画上，陆川的手法也格外老练。镜头
跟随陈辉，观众得以看到医生群体性的

描摹。对主角充满包容和关爱的潘文斌
院长，正义热心又积极上进的同伴袁
野，嘴硬心软且医术高超的刘振巍主
任，语言幽默但苦苦支撑家庭的王凯医
生。多方位立体的刻画和演员精湛的表
演相辅相成，让诸多角色丰满、有
特色。
  当然，《非凡医者》也并非完美无
瑕，开播以来对部分和主角相关的故事
情节处理和医学知识呈现存在争议。一
些不符合常理的情节设定引来了观众吐
槽。但瑕不掩瑜，陆川依旧尝试着尽量
规避近年来医疗剧中存在的专业硬伤、
套壳子恋爱的问题，让老题材突破既有
瓶颈，拍出直面生死的严峻现实，亦能
拍出诚挚火热的人间温情。从这个角度
看，大导的“下凡”也能引发更多启
示——— 希望有更多专注职业群体、关切
行业百态的医疗剧涌现，医术与艺术的
圆融和合下，促进国产医疗剧、行业剧
不断成长。

  □ 李梦馨

  随着电视剧《繁花》的热播，剧中
的配乐《偷心》《执迷不悔》《再回
首》等老歌再度翻红。准确来说，这些
歌曲与常规的OST不同，并非是根据剧
情度身定制的新歌，而是匹配剧情年代
氛围精心挑选的金曲。每逢配乐响起，
那些曾经播放在街头巷尾的歌曲就会适
时勾起观众对20世纪90年代的回忆，道
出剧中角色未曾言明的情绪。“是谁偷
偷，偷走我的心”，本就动人的情节因
为适配性极强的BGM更加富有感染
力、让人回味无穷，原本经典的歌曲也
被注入了新的故事和画面，《繁花》提
供了一种剧情与配乐互相成就的标准

答案。
  然而，长期以来，影视配乐一直处
于比较尴尬的位置，配乐两字，道出了
OST的地位——— 充其量只是影视剧的配
角。虽然过往影视剧中也产出过不少经
典的影视配乐，但行业内一直没有建立
起较为成熟的影视配乐生产机制。据业
内人士透露，一般在影视配乐方面投入
的成本只有1%甚至更低，而在欧美影视
行业，这一比例可能达到5%-8%。每逢
新剧定档，OST阵容与歌单都会被当成
营销的重点之一，制造出浩大的声势，
但看似一片火热之下却是OST质量的持
续下降。
  如今，影视从业者已经充分意识到
配乐的重要性：从影视作品中诞生的

OST，既是服务于剧情的配乐，能够为
影视作品增色添香，也有着超脱于影视
作品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在这方面，韩
剧OST以营造氛围感著称，成为国内影
视行业效法的对象，然而在看齐前者时
却往往陷入趋同和单纯的模仿，配乐制
作变得流水线化、套路化，面貌相似，
同质化严重，造成OST数量虽然庞大但
精品并不多的局面。
  其实问题的症结还是出在影视配乐
并未被当作独立作品来看待的惯性思
维，在影视作品中，画面是被凸显的重
点，OST所贡献的听觉则处于次要位
置，因此常常被忽略，对影视配乐制作
缺乏用心打磨质量的耐心。要么只追求
形似，对作品内容却理解不到位；要么

一味模仿成功范例，却不考虑影视作品
之间的差异性。如此一来，加重了影视
配乐的工具化。
  影视配乐，虽然只是影视作品中
的一部分，但也能从侧面反映影视行
业的发展水平。一首高度贴合影视作
品内容的配乐，为影视作品带来的加
成，不局限于强化剧情高光桥段、增
加记忆点，还能最直接地形成引流作
用，带来切实的宣传推广效果，加成
值不可估量。影视配乐借助听觉的表
达手段，可以丰富影视作品的呈现方
式，丰满影视作品。因此，对影视配
乐投入更多关注，提高影视配乐的品
质，长远来看，有助于提升整个影视
行业作品的水准。

  □ 王臻儒

  最近，各地特色农产品开出“隐藏
款”相关话题引发热议。最初，有黑龙
江网友发现，曾经被视为高端“洋”水
果的蔓越莓，不知何时起已经成为黑龙
江的“土特产”，由此在全国范围内引
发了一场关于各地特产的“大摸底”。
  随着网友对家乡的深入探究，越来
越多的“隐藏款”农产品呈现在公众面
前，山西产出的大闸蟹、四川出品的鱼
子酱、甘肃的对虾、安徽的鹅肝……不
断刷新网友的认识。
  事实上，这些特产并不是突然冒出
来的“新鲜事物”，而是当地默默耕耘

多年的成果。黑龙江的蔓越莓种植基地
已经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蔓越莓种植基
地；贵州的抹茶以其独特的品质和口感
赢得了国际市场的认可；四川的鱼子酱
产量位居全国前列，并远销海外多个国
家和地区，在全球占有一席之地。
  农业科技飞速发展，新品种、新设
施得到广泛应用，许多农产品突破了传
统主产区的限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
越了自然条件的束缚。我国广袤的土地
和多样的气候条件，为各类农产品提供
了无限的发展可能。从南到北，从东到
西，各地农产品交流日益频繁，一些原
本只在国外生长的特有品种也在中国找
到了栖身之地。曾被认为“稀有”的农

产品不再罕见，而是摇身一变，成为国
内各地的土特产。未来，这样的例子将
会层出不穷。
  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有些
“隐藏款”农产品并未得到市场的充
分认可，甚至当地人都不甚了解，因
此有了这次啼笑皆非的“乌龙”。作
为农业大国，我国拥有庞大的消费市
场和深厚的饮食文化，消费者对农产
品有着极高的期待。但由于信息不对
称，他们往往难以购买到这些“土生
土长”的农产品。
  在这一背景下，“农业大摸底”无
疑为特色农产品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展示
机会，不仅揭示了我国农产品的丰富多

样性，更让各地的特色农产品走出深
山、走出田野，走向更广阔的市场。这
对推动我国农业的发展、提升农产品的
品牌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显然，“隐藏款”特产长期保持低
调，并非积极现象。在这次“农业大摸
底”之后，各地应趁热打铁，加大宣传
力度，让更多人了解当地的特产和农业
文化，通过精心策划和宣传，将当地的
特色资源打造成网红打卡点，吸引更多
游客前来观光旅游。各地文旅部门也应
该注重发挥网络视频平台的作用，利用
直播推广等方式让更多人了解当地的特
产和农业文化，促进农业发展的同时，
增强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 朱子钰

  最近，关于“文字讨好症是礼貌还
是过度社交”的话题再度被关注。关于
它的讨论由来已久，最初源于一位公众
人物对“你们有没有微信文字讨好症”
的发问。网友总结了相关定义：网络聊
天时人们会字斟句酌地修改一些聊天词
汇，比如把好的改成好哒、收到改成收
到啦，或者在句子的结尾加上各种表情
包和符号。他们觉得这种对话方式看起
来更舒适、更有亲切感。
  毫无疑问，争议针对的是“讨好”
二字。对原本文字进行加工，不改变意
思，这些增加的语言或符号，营造出过
于热情的氛围和积极正面的情绪，所以

不经意间传递出讨好别人的感觉。“宝
子”“亲爱的”“亲亲”这些亲昵的称
呼使用在与陌生人的聊天对话中，会让
对方感到没有边界感，过度社交，完全
没有必要。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简单，网络
空间的交流与现实不同，沟通的载体大
多数依赖于文字与表情的排列，一段话
发出去看不到彼此的肢体语言，难以揣
摩回应的态度。文字的表达差异、不同
人的理解方式或许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情
绪解读，甚至是歧义。
  很多网友自述，每次发信息都要纠
结用什么表情合适，用什么样的语言会
显得有礼貌、有亲和力，如果是用
“好”“知道了”类似的语言，会让对

方感到冷漠。与陌生人交流，直接一句
“你好”“hi”会显得生疏。互联网语
境正在不断发生变化，比如以前常用的
“呵呵”，现在在年轻人眼中是冷笑、
嘲讽的意思。“哦”“嗯”成了不耐烦
的回应。如果在后面加上一个表情或者
语气词“哦啦”“嗯呐”，瞬间亲切友
善不少，也能精准传达自己的观点，给
予对方正向的情绪体验。
  由此看来，文字讨好症没有“原
罪”，本意并非讨好，不存在贬义，它
的目的是让互联网交流变得通畅，语言
看起来没有那么“中性”，减少距离
感，增加彼此的信任。这成为普遍的交
往方式，年轻人公认的“社交礼仪”。
每一种语言流行方式，融合当下情绪诉

求，容易标签化。不过，一个普遍的经
验——— 凡事过犹不及，人们担忧的是由
此引发的情绪内耗，会增加沟通成本，
过分追求“文字讨好”不可取。换位思
考一下，在线下面对面的社交中，泛滥
的语言及过分客气不仅使人感到不适，
反而会留下“假”“不真实”“小心翼
翼的自卑心态”等负面印象。
  其实不管交流空间如何腾挪，真诚
沟通是永远的必杀技。只要分清场合，
合理使用，“文字讨好症”无须过分担
心，更没必要拿着“有色眼镜”仔细打
量。人与人之间交流，让他人舒适，也
要让自己平衡。尊重对方，准确说出自
己的话，简单明了、真诚表达，这才是
“文字讨好症”追求的境界。

“隐藏款”农产品应大方展示

影视配乐不只是配角

“下凡”之作引发更多启示

真诚沟通是永远的必杀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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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青奥会短道速滑1000米

山东选手包揽男女双金
隔记者 于晓波 报道
本报1 月 21 日讯 在今天刚刚结束的江原道

冬青奥会短道速滑1000 米比赛中，我省运动员张
心喆、李金姿包揽男、女双金！

此外，在1月20日结束的短道速滑1500 米比赛
中，李金姿和张心喆分别获得1500米银牌。

据省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张海忠透露，本届
冬青奥会我省共有5名小将入围，分别参加短道速
滑、雪车和雪橇3个项目比赛。

中国女子手球超级联赛

山东队获江门赛区冠军
隔记者 于晓波 报道
本报讯 1 月19日，在2023— 2024 赛季中国手

球超级联赛女子联赛江门赛区最后一个比赛日的对
决中，山东女手以27 比 24 . 5 力克江苏，以五战全
胜的成绩夺得冠军，这是本周期内山东女手首次战
胜江苏队。

十四冬花样滑冰比赛

两小将创我省参赛新纪录
隔记者 于晓波 报道
本报讯 1 月19 日晚，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

会花样滑冰青年组的比赛在呼伦贝尔市内蒙古冰上
训练中心短道速滑馆结束，我省刘轩瑜和李明达两
名选手分别取得了女子单人滑第六名和男子单人滑
第十五名的成绩，创造了我省冬运史最好成绩。

“七冬会”比赛接连举办

我省冰雪季持续增温
隔记者 于晓波 通讯员 史文平 报道
本报讯 近日，第十届全国大众冰雪季山东

省第七届冬季全民健身运动会陆地冰壶、桌上冰
壶、单双板大回转、雪地滑步车等项目的比赛接
连举办，运动会热度不减，群众乐享冰雪运动。
其中，陆地冰壶项目吸引了来自日照、聊城、德
州、滨州、泰安、东营等地的代表队参赛。单双
板大回转和雪地滑步车比赛在泰安市徂徕山滑雪
场举行，有 10 个市代表队及个人近 200 名运动员
参赛。我省“七冬会”赛程继续，冰雪运动持续
燃烧热情。

排超全明星临沂对决

超万人观赛创纪录
隔记者 于晓波 杜辉升 报道
本报讯 近日，2023— 2024 中国排球超级联

赛全明星赛正赛在临沂奥体中心体育馆收官。最
终，李咏臻和李盈莹分别率队捧起全明星男子组、
女子组优胜奖杯，王径一、李盈莹分别当选男子
组、女子组最有价值球员。作为北方地区第一次承
办，东道主临沂市全市齐动员，赛事的社会影响力
和大众响应度达到空前高度。本场比赛共有10672
名观众现场观看了比赛，创造了排超联赛观赛人数
的新纪录。

我省新建改建体育公园20个

面积超80万平方米
隔记者 于晓波 通讯员 王剑 报道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省体育局获悉，我省扎

实推进体育公园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迈上新台
阶。据悉，去年我省新建或改扩建4万平方米以上
体育公园20 个，“十四五”期间新增数量达到58
个，指导目标完成率近80%，居全国前列，并在全
国体育公园建设推进会上作了典型发言。

省体育中心新建滑板场地

我省有了南北双训基地
隔记者 于晓波 通讯员 谷保垒 报道
本报讯 近日，省体育中心新建滑板场地顺利

通过竣工验收。据悉，该项目占地1800 平方米，
设置街式、碗池两种场地。该场地的顺利落成，标
志着我省滑板项目拥有了济南本部和北海体育训练
中心“双训练基地”，为省滑板队备战训练、我省
滑板项目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高标准的硬件设施。

我省首家县级体育产业商会

在临沭成立
隔记者 于晓波 杜辉升 报道
本报讯 1 月20 日，临沭县体育产业商会正式

成立，揭启了临沭县体育产业发展的新篇章。同
时，这也是我省第一家县级体育产业商会。据了
解，新成立的临沭县体育产业商会首批共发展企业
会员 30 家，成为临沭县体育产业新发展的生力
军。省体育产业服务中心主任高文清认为，临沭县
体育产业商会的成立，以助力乡村振兴为切入口，
进一步丰富我省体育产业内涵，形成支持鼓励产业
发展的良好营商环境。

山东体彩新春季公益活动

走进临沂泰盛广场
隔记者 于晓波
通讯员 赵智 刘征子 报道
本报讯 近日，山东体彩将一场充满欢乐和趣

味的“体彩新春季 龙腾好运来”品牌推广活动
“搬”进临沂泰盛广场，传递真挚的新年祝福，将
体育彩票的温暖送到了市民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