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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臻儒

  近日，开封万岁山大宋武侠城景区内，一
档别出心裁的互动节目“王婆说媒”骤然走
红，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在这档节目中，身着
古代媒婆服饰的“王婆”，以幽默诙谐的风格
为单身青年牵线搭桥，促成姻缘。因为“王
婆”令人称奇的控场能力和现场热情的氛围，
这档节目在社交媒体上迅速传播，受到了众多
单身青年的热烈追捧。不少人在线上关注后，
不远千里赶到开封，期待“王婆”能为他们觅
得良缘。有网友评论，“王婆说媒”是接地气

版的《非诚勿扰》。
  “王婆说媒”以高效、自由的特点，成为
众多相亲名场面的发源地。节目中，借助“王
婆”对气氛的烘托，年轻人主动站上舞台展示
自己，也有分手的情侣在现场众人撮合下破镜
重圆。这种大张旗鼓的“说媒”方式，以开诚
布公的姿态将不少年轻人避之不及的相亲转化
为一场“游戏”，让他们体验“开盲盒”的新
奇与刺激，感受纯粹的快乐。据“王婆”的扮
演者透露，每场演出都能吸引大量年轻人前来
观看，原本只有十分钟的演出时间，经常因观
众热情而加场至一个小时。
  “王婆说媒”的火爆现象，反映了人们对
交友方式的新认知。传统的相亲模式逐渐被更
加自由、开放的社交方式取代。具体到“王婆
说媒”，节目为单身游客提供了一个直接、真
实的交流平台，让他们可以通过表达情感让对

方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王婆”的扮演者被
不少观众称为“爱情保安”，凭借其独特的性
格魅力，赢得了无数游客的喜爱。她鼓励年轻
人勇敢追求爱情，不要畏畏缩缩，在她的鼓励
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迈出了第一步。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王婆”并非传统
意义上的媒婆形象。在小说《水浒传》中，
王婆是一个带有恶人色彩的角色，但在武侠
城里，她摇身一变，成了单身男女的爱情使
者。这一角色的创造性重塑，不仅让游客感
受到了历史文化的魔力，更从实用性的角
度，在现实世界中为单身男女搭建了一座通
往爱情的桥梁。
  从文旅发展的角度看，“王婆说媒”甚至
有提升开封文旅热度的新趋势。已有网友创作
顺口溜：“淄博吃烧烤，东北赏冰雕，脱单去
开封把干娘找。”火爆的现象正是文旅市场激

烈竞争的缩影，也是线上流量精准转化为线下
客源的成功实践。开封大宋武侠城巧妙利用
“王婆说媒”这档节目，成功将大批游客吸引
至此，为景区带来了显著的人气和消费增长。
节目借力开封当地市井文化和凡俗生活的魅
力，通过接地气的表现形式，让游客深刻感受
到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和当地人的热情好客。
“王婆”的诙谐幽默，不仅为人们带来了欢声
笑语，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让人们感受到
生活中的浓浓烟火气。
  可见，文旅营销的成功，离不开对市场需
求的敏锐洞察和持续创新。“王婆说媒”正是
通过精心打造具有独特魅力的产品和体验，以
更接地气、更富有人情味的方式吸引游客，为
文旅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与温度。这样的实
践，不仅为景区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也为
推动文旅产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有益探索。

“民俗热”

背后的文化期待
  据光明日报，潮汕的“英歌”、西北的“社
火”以及华北的庙会等民俗活动纷纷亮相，成为节
日期间一道亮丽的文化景观。这些传统民俗的走
红，绝非意外。它们大多是几千年农耕文明的智慧
结晶，是群众在节日期间最为喜闻乐见的群体活
动。它们热烈奔放、大气磅礴、喜气腾腾，它们融
合了音乐、舞蹈、戏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展现出巨
大的感官冲击力和强烈的情绪感染力，寄托着人们
对美好的希冀与渴望。
  传统民俗持续走红，不仅为新媒体平台贡献了
“流量”，还推动了地方文旅经济的发展。短视频
短小精悍、制作方式简单快捷、凸显高光时刻等媒
介特性，让这些民俗活动中最夺目的亮色得以快速
传播，从而成为地方文旅的“流量密码”，吸引大
批游客，进而引起下一轮自发的传播。再加上文旅
官方媒体的主动推介，这些传统民俗活动成为推动
文旅消费的活跃力量。
  “出圈”以后，如何维持传统民俗热度，成为
各方需要思考的新命题。一方面，各地政府部门应
从顶层设计的角度重新审视民俗活动的核心价值，
加强民俗活动的产品化、品牌化和节庆化，以创新
的旅游产品、文创商品、国货潮品让民俗活动可购
买、可携带、可体验。另一方面，期待更多社会组
织广泛参与，共同深入挖掘民俗活动的文化内涵、
历史渊源和象征意义，探索其在现代生活中的实际
应用。

“游牧”人生

如何才能过得更精彩
  据北京青年报，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成
为“数字游民”。“数字游民”是指通过互联网和
数字技术，打破地理限制，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
工作和生活的人。据报道，有统计显示，“数字游
民”往往从事与软件开发、内容创作、设计、营销
等领域相关的工作。
  “数字游民”脱离了朝九晚五、办公室隔挡和
令人疲惫的通勤，拥有地理位置上的自由和时间自
由，实现了工作形式的灵活性和个人发展的自由，
有的甚至是一边度假一边工作，这完全是换了种
“活法”。离开生活成本高昂的一线城市，仍能获
得接近于一线城市的收入，被称为既有高收入又可
低消费的“地理套利”，这是一些年轻人选择做
“数字游民”的又一重要诱因。
  不过，“数字游民”工作方式的自由，往往也
需要在其他方面付出代价，比如没有职场庇护、没
有五险一金、没有医疗保障，甚至需要在没有稳定
的家之下应对环境的不断变化。由此可见，选择做
“数字游民”，怎么把“游牧”人生过得更精彩，
是更考验人的命题。

网红变“长红”

是一道必答题
  据北京日报，在进淄赶“烤”“尔滨”爆火
后，甘肃天水又凭一碗麻辣烫掀起流量热潮，最近
四面八方的游客来到天水奔赴一场舌尖之旅，品鉴
一碗冲上“顶流”的热辣。
  如何让流量真正转化为发展所需的人气？淄博
和哈尔滨已经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一座城市要打造
自己的文旅品牌，首先要有一个特色IP，不论是烧
烤、麻辣烫还是冰雪大世界，吸引第一波关注后，
贴心的游客服务、丰富的文旅产品等才是城市从
“网红”变“长红”的秘诀。但“网红城市”的打
造已有模式化、套路化之嫌，网友和游客会产生
“审美疲劳”，如何将短暂的流量转化为持久的吸
引力是各城市面临的一道必答题。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
院副教授吴丽云认为，决定旅游目的地城市在游客
心中形象的不只有特色IP，不断推陈出新的文旅产
品、逐步完善的旅游公共服务基础配套等尤为重
要。“这是所有旅游目的地都要遵守的准则，打造
可持续的竞争力，网红才能变‘长红’。”她表
示，旅游目的地如何长期留住游客是系统工程，需
要政府各部门协同发力。

AI“复活”逝者

边界在哪里
  据文汇报，近来，李玟、高以翔、乔任梁等已
逝明星纷纷被AI技术“复活”，并在社交平台上
传播，引发诸多网友质疑，认为未经家属许可就擅
自利用技术“复活”明星的做法，侵犯了相关亲属
的合法权益。令人意外的还有，“AI复活”似乎
有着成为生意甚至形成产业的势头。
  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教授张凌寒表
示，“一些人选择用AI‘复活’自己的亲人，是
基于通过技术手段实现情感慰藉，并不难理解。但
给予理解的前提条件，是要尊重逝者亲人的选
择”，“复活”亲人还是“复活”明星等他者，这
有着本质的区别。眼下一些公众人物被AI“复
活”，无论基于一些商业机构“打广告”的动机，
还是纯粹出于粉丝自发的“为爱发电”，都已涉嫌
越界。
  AI“复活”的数字生命本质上挑战了突破生
死的可能。“这一做法所造成的伦理、道德、心理
等人们身心层面的潜在影响，也许更具伤害性。”
上海政法学院教授章友德认为。一时的精神安慰有
没有可能演变为“精神鸦片”造成二次伤害，这兴
许是更多普通人在围观此次网络争议时，真正需要
深思的。
          （□记者 李梦馨 整理）

“爱情保安”带火一座城

乐此不疲的“翻拍热”

  “翻拍热”背后既有商业利益的驱
动也有观众审美需求提高的刺激、经典
再传承的要求。翻拍是指将已经公映/播
出的影视作品版权购买后，进行再次拍
摄的创作形式。这一创作形式由来已
久，跨国翻拍、经典翻拍，影视剧电影
翻拍，势如破竹的攻势造就了一股新生
力量。
  时代变迁，翻拍的拍摄技法与视觉
效果重新诠释经典，能够满足观众日益
提升的文化审美需求。对一个有影响力
的故事或角色，不同人会得出不同的解
读，创作者希望用不同的形式演绎是正
常的创作行为。周星驰主演的《大话西
游》在《西游记》的基础上进行创意性
翻拍，为观众呈现了对西游故事和孙悟
空角色的另一重理解。虽然有部分获得
成功，但更多是翻拍的《鹿鼎记》《红
楼梦》《三国演义》《天龙八部》等妆
造不妥、剧情僵硬，明显不够用心，让
人难免直呼糟蹋经典，也带坏了人们对
翻拍的印象。
  为什么类似的翻拍剧源源不断上
线？这要从翻拍本身风险低、制作难度
低、关注度高的特点说起。经典之所以
成为经典，是因为经受住了观众、市场
和时间的考验，重复它的路径相对而言
是更稳妥的选择。从商业角度来说，对
经典进行翻拍不仅省下了内容构思的时
间，剧情演绎、制作周期也好提前判
定。由于原作已经有了广泛的受众基
础，翻拍作品从定档之日起就自带讨论
流量，省下了大量的宣发费用。趁正式
上映之日，口碑还未传出时，就能收割
一番票房。如依托剧版翻拍的电影《爱
情公寓》，纵使票房持续走低，首映之
日凭借“青春回忆杀”也可获得一亿元

票房；依托剧版改编的电影《一闪一闪
亮星星》纵使网上吐槽频频，最终票房
也突破六亿元。
  在学者孙建业看来，从 2015 年开
始，各大影视公司及互联网平台开始疯
狂购买囤积各式IP ，即使2018 年部分资
本从影视市场撤出，但大量积压的库存
还是令这些 IP 播也不是，不播也不是。
他认为：“即便是‘强弩之末’，翻拍
剧还是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的国内电视
剧市场上‘发挥余热’，尽管‘十翻九
渣’乃至‘十翻九糊’，却也是中国电
视剧产业化推进和资本狂欢所引发的必
然现象。”
  虽然观众质疑批评不断，翻拍影视
剧作品还是一部接着一部来，这股颓势
在电影赛道上尤为明显，仅2023 年，就
出现了近10 部翻拍电影，且大多数为翻
拍海外电影，如豆瓣评分3 . 7 的《超能一
家人》翻拍自俄罗斯电影《超能力家
庭》，豆瓣评分5 . 8 的《拯救嫌疑人》翻
拍自韩国电影《七天》。

优秀文本匮乏显露

  由艺恩发布的2022 年《中国翻拍剧
市场研究报告》显示，从2019 年到 2022
年一季度，翻拍剧用户热度从40 . 3 下降
到 26 . 3 ，降幅明显，翻拍影视剧遇冷是
事实。与之相对的，却是被翻拍的经典
作品一红再红。
  作为二十多年前的老剧，《上错花
轿嫁对郎》讲述了富商家的小姐和武师
的女儿同一天出嫁，因避雨误坐对方花
轿，最终成全了两段美好姻缘的故事，
豆瓣评分虽不低，但也未达到 8 分的高
度。 2023 年9月，翻拍剧《花轿喜事》播
出，在网友对选角、道具等细节“吵翻
天”的同时，也让《上错花轿嫁对郎》
的口碑直线上升，豆瓣评分直达8 . 6。没

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借着翻拍的衬
托，原版剧情、妆造、角色的可贵
立刻凸显，免不了被观众拿来追
忆、欣赏。正如《花千骨》电影版
上映后，一众网友回忆剧版《花千
骨》后纷纷直呼：“当年对霍建华
扮演的师尊还是太挑剔”“霍建华
对不起，是我对你太大声了”。
  翻拍看似走了捷径，享受着原
版之前创造的影响力。但想要站在
前人树下乘凉并不容易，如果拍不
好，更容易暴露短板。事实证明，
大量的翻拍作品不仅没有超越原

版的能力，反倒因为内容
的陈词滥调被观众

诟病，反衬出
原 版 的 珍

贵 。 翻
拍 成

了“烂拍”，口碑与表现力皆不如意，
一茬又一茬的低水准作品逐渐让观众丧
失 了 信 心 ， 翻 拍 陷 入 了 进 退 维 谷 的
境地。
  不管是诠释经典，还是借鉴国外作
品，影视圈内频繁翻拍用的都是老文
本，暴露出自身创作的匮乏与疲软。遭
遇了创作瓶颈就考虑翻拍，长此以往，
便助长了创作者的思维惰性，原创意识
薄弱，优秀文本减少。在翻拍的光环
下，迅速收割原作红利后退场，无异于
自我沉沦、自甘堕落。

成功的翻拍比原创更难

  翻拍单单是把别人的故事借来用
吗？其实不然。成功的翻拍比原创更
难。孙建业说，原创好比是“平地起高
楼”，因为观众对它没有预设的期待，
容错率会更高。翻拍时的原作已经是一
个雄伟立体的高楼，拿到了它的图纸另
盖新楼，看似省了创意开发时间，却要
兼顾方方面面，力图盖出与“旧楼”似
而不同，又坚固美观且被广泛接受的完
美“新楼”。这显然比“平地起高楼”
难多了。更不要说电视剧和电影的相互
翻拍还要受到巨大的时长差异影响，难
度不亚于拿着别墅图纸盖摩天大楼。
  国内翻拍影视剧口碑的连连下滑，
与相关资本和创作者对翻拍难度的估计
误区不无关系。经典作品的成功有赖于
一流的班底支撑，部分翻拍影视剧不过
借着故事的壳子，请缺少演技的流量明
星撑场面。不追求“耐看”，只要“好
看”，不在剧情提炼、人物刻画上下功
夫，一味体现服化道效果与演员形象的
选择……这种情况下，影视剧翻拍“赔
钱赚吆喝”、频频“翻车”是必然。
  优秀的影视剧翻拍无一不具备其
自身独特的思想内核，不是“照葫芦
画 瓢 ” 照 搬 照 抄 这 么 简 单。翻 拍 经
典 ， 除 了 演 员、摄 影 方 面 要 细 心 把
握，还需适应本地文化，在剧情演绎
上有所巧思。
  《射雕英雄传》接连翻拍，“83、
94、 08 ”三版郭靖、黄蓉各有千秋，至
今已成为不同年龄段的青春回忆。若真
的不能有极大超越，在形式上有所创
新，也算合格。比如小戏骨版《红楼
梦》、 2017 版《射雕英雄传》，即使不
算十分出彩，也因尊重原著、没有魔改
收获较好口碑。
  虽然翻拍已成为既定的生产模式，
但我们都明白，有原创才会有新的开
始。观众期待好的作品，市场也呼唤好
的作品。即便是选择翻拍，创作者也要
充分考虑时代的要求，将创意作为核心
竞争力，讲述符合国人审美的“中国故
事”，回应观众对高质量作品的渴求，
如此才能在翻拍中找到艺术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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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6 日，翻拍自周星驰经典喜剧的《新九品芝麻官》在院线首映，首日票房仅1300 元，差评不

断。两个月前，电视剧《花千骨》的电影版上线，被CCTV6评为2024年“开年第一烂”，票房仅500 万

元。跨年夜凭借剧版东风上线的电影《一闪一闪亮星星》，由“张万森，下雪了”演变出“张万森，别

下了”的吐槽词条让人记忆犹新。伴随着“十翻九烂”的调侃，中国影视剧市场的翻拍不减反增，部分

创作者将“怀旧牌”一亮再亮，只等观众愿者上钩。

  当情怀和翻拍碰撞，精雕细琢完全可以孕育高质量的好作品，这方面不乏优秀的案例支撑。翻拍本

无罪，但在劣币驱逐良币的境况下，是观众碎成一地的信心。经过长时间“愿者上钩”的洗礼后，观众

不得不把“情怀片”和“烂片”挂钩。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麦加认为要警惕愈演愈烈的“翻拍潮”，原

创精神不可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