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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风2024》

领跑热门综艺排行榜
  据抖音App数据统计，《乘风2024》领跑热门
综艺排行榜。《乘风2024》是芒果TV“乘风破浪
的姐姐”系列IP的又一新作，在继承了为女性提供
舞台的思想基础上，又将“传播文化自信”与“加
深国际交流”两大核心贯彻始终，打造出一档国际
女性文化交流与音乐竞演综艺节目。
  《乘风2024》真实记录36位来自世界各国的女
性在乘风舞台上完成不同形式的合作演绎，共同为
观众带来了一场视觉与听觉的盛宴。节目由黄晓明
担任乘风见证人，赵兆担任音乐总监，经伟担任舞
台总监，杜华、杨天真担任乘风推介人，齐思钧担
任乘风主持人。为“传播文化自信”“加深国际交
流”，《乘风2024》不仅注重音乐与舞蹈的竞技，
还在每一期的节目中，给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艺人提
供展示特色文化艺术的机会。节目播出后热议不
断，抖音热度指数已近800万。
  《种地吧》第二季紧追其后。以真实记录田
间劳作生活为主要内容的《种地吧》第二季自播
出后，热度居高不下，始终居榜单前三名。轻熟
龄恋爱观察真人秀《半熟恋人·第三季》居榜单
第三。

《我们八月见》

登顶一周热门图书榜
  据豆瓣App统计，《我们八月见》领跑一周热
门图书榜。《我们八月见》是著名作家加西亚·马
尔克斯的遗作。如作者所言，《我们八月见》在不
断探讨思考“爱情是否会随着岁月流逝、年龄增长
而改变”等各种人生命题。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我们八月见》中以女性
为长篇小说主人公，描写了一个关于看似拥有美满
的家庭，包括一个爱她的丈夫和一双儿女的主角安
娜的故事。在每年的八月十六日，安娜都会独自前
往一个小岛悼念去世的母亲。在小岛上，一场意外
的邂逅打破了安娜原本的生活节奏，她开启了一场
场艳遇，在这些经历和感受中重新审视着关于爱情
和婚姻的问题。《我们八月见》作为加西亚·马尔
克斯的最后之作，获得了较多的好评，卡门集团文
学总监玛利贝尔·卢克对此书评价道：“这是加西
亚·马尔克斯创作生涯最完美的句号。”
  榜单第二名是《十八岁出门远行》。《十八岁
出门远行》是当代先锋实验作家余华的一篇代表作
品，发表于《北京文学》1987年第1期，可以看作
是他的“成名作”。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将此书重
新整理出版，吸引了众多读者。《食南之徒》位居
榜单第三。《食南之徒》是马伯庸2024年新出版的
长篇历史小说，故事以美食为线索，为读者展现着
历史背后的波澜壮阔。

《光影少年》

问鼎话剧音乐剧热销榜
  据大麦App盘点，上海青春繁花制作的音乐剧
《光影少年》居话剧音乐剧热销榜第一名。音乐剧
《光影少年》由青春繁花旗下音乐剧厂牌“青春繁
花Musical”制作，北京青春繁花娱乐有限公司和北
京七音空间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光影少年》
是“青春繁花Musical”首部原创音乐剧，剧中用光
与影来暗喻两位主角，为观众展现了一部以娱乐圈
行业生态为背景的原创作品，讲述了欧石楠、向之
歌两位追梦少年在梦想与利益的选择中成长的
故事。
  该剧创作团队阵容强大。曾创作《知否知否》
等热门影视金曲的作曲家刘炫豆担任作曲、编曲及
音乐总监，中国音乐学院声歌系表演教研室副教授
郭震担任导演。流行、嘻哈、电子等多种音乐元素
融合，带给观众更多奇妙的音乐体验。
  北京开心麻花原创魔幻大戏《吸血鬼张三》居
榜单第二。《吸血鬼张三》是一部充满奇幻与喜剧
元素的话剧作品，它讲述了一个关于吸血鬼与猎魔
人的故事，获得了观众广泛好评，目前大麦评分
9 . 2。上海舞蹈诗剧《只此青绿》位居第三。

《承欢记》

居剧集播放量榜首位
  据灯塔App数据统计，《承欢记》全网正片日
播放市占率始终高于16%，成功登顶剧集播放量
榜。电视剧《承欢记》改编自亦舒的同名小说，由
中央电视台、华策克顿旗下梦见森林工作室、腾讯
视频联合出品。该剧由资深导演田宇执导，王成欣
任联合导演，刘氢任后期导演，杨柳担任总制片
人，李晶凌任总编剧，伍湘玲、胡晓钰共同编剧，
杨紫、许凯等人出演。
  《承欢记》讲述了95后女孩麦承欢在与男友辛
家亮议婚时，两家经济条件巨大的差距导致情感关
系出现裂痕，加之麦母对女儿婚事过度插手，最终
两人分手。麦承欢在此间经历了一系列挫折后，实
现了个人成长，并与姚志明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实
现了双向治愈。播出后热度很高，关于此剧的讨论
也很多，有观众认为此剧情感细腻、剧情紧凑，也
有观众认为剧情和人设悬浮。
  排名第二的是《惜花芷》。《惜花芷》改编自
空留的同名小说，胡一天、张婧仪领衔主演，讲述
了花芷从一个世家千金蜕变成一代巾帼英雄的成长
故事。《城中之城》位列第三。人性博弈金融职场
剧《城中之城》根据鲁迅文学奖得主滕肖澜的同名
小说改编，讲述了两代金融人直面金融风暴的选择
与取舍。
  （□记者 李梦馨 实习生 尹淑婷 整理）

  商务印书馆的书，我一向坚信不疑，特别
是辞书。可是，最近从该馆出版的《古代汉语
词典》（2005年版）中查一个“麈（zhǔ）”
字，头一次对这家书馆打了个问号。
  “麈”词条是这样解释的：“1、动物
名，其尾可做拂尘……2、指麈尾做的拂尘。
米芾《满庭芳·与周熟仁试赐茶甘露寺》词：
“雅燕飞觞，清谈挥麈。”看到米芾，忽想起
以研习米芾书法见长的书法家张其亮先生，他
曾著有《破解米芾书法密码》《<方圆庵记>
临习图解》，其研究成果得到过米芾书法权威
曹宝麟教授的首肯。我请他查一查米芾那首词
的全貌，没想到张先生说《古代汉语词典》上
引的这首词，可能错了，词中提到的“周熟
仁”，应为“周仁熟”。我的第一反应是，商
务印书馆能错吗？
  张先生说，不光“周熟仁”“周仁熟”不
确定，这首词的作者还有争议。一个问题没解
决，又来了另一个。且听张先生破案一样，耐

心给我讲解。按照著名学者唐圭璋先生的说
法，这首词是秦观的。“宋词作品互见于两个
或两个以上作家的集中，为数甚多。”另外，
南宋一个叫曹之格的通判，特别喜欢米芾的书
法，他刻了碑后又拓了十卷本（九卷十卷是米
芾的书法），里面提到的这首词，用的是“周
仁熟”。但清代大收藏家张伯英说，这碑拓是
伪造的。张先生认为，即便是伪造，一定是南
宋时期的人所为，米芾写过秦观的这首词，后
来就以讹传讹。也许就是曹之格，把世间传抄
米芾书写的秦观的词错落到米芾名下。
  “周熟仁”还是“周仁熟”呢？张先生
说，《古代汉语词典》的错误，可能源于岳
珂编辑的《宝晋英光集》，他还给我提供了
好多资料。在此不一一列举。《满庭芳》词
中提到的那人叫周穜，字仁熟，而不是熟
仁。周穜跟苏轼有唱和，根据中华书局出版
的苏轼诗集注释也是周仁熟。《宋稗类钞》
卷之四《放诞》第十五条还记载了一个“周
仁熟唾沫赚米芾砚台”的故事。润州太守周
穜（字仁熟）是米芾好友，米芾向他展示新
收的砚台，周仁熟先是表现得小心谨慎，又
是洗手，又是赞赏，然后，趁米芾不备，向

砚池里吐了口唾沫，米芾勃然变色：“公何
先恭后倨？砚污矣，不可用，为公赠。”米
砚一唾成周砚。感觉周仁熟是个挺好玩的
人。我想，周仁熟的放诞也许是跟米芾学
的。米芾类似的故事不少。
  跟张其亮先生像打乒乓球一般你来我往地
交流，很有意思。他还对《古代汉语词典》中
引用的“雅燕飞觞，清谈挥麈”进行了一番考
证。有的版本“麈”用作“塵（‘尘’的繁体
字）”，有的版本“麈”用作“座”。
  孟子有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
里的“书”，本指《尚书》，后泛指书本。原
意是完全相信《尚书》，还不如没有《尚
书》。后用来规劝、告诫人们不要盲目相信或
拘泥于书本。
  大胆质疑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认知态度。质
疑是一种能力，一种提出问题的能力，找出缝
隙、找出漏洞的能力。只有大胆质疑，才能接
近事物的本质，揭开事实的真相。不能迷信和
拘泥书本，不能迷信权威，即使像商务印书馆
的《古代汉语词典》有时该打问号就打问号，
毫不含糊。盲目迷信、拘泥于书本，其实是在
巩固错误。在这个充满变数的知识世界中，我

们的每一次质疑，都可能是对知识真相的一次
逼近。
  商务印书馆是值得信赖的书馆，所出版的
书，也是值得信赖的书。瑕不掩瑜。爱之深，
责之切。质疑它，不是对它的不敬，正是因为
信赖它。我还是要感谢商务印书馆，它为我提
供了数不清的高质量的精神食粮。
  说来好笑，过去我一直把“麈谈”读作
“塵谈”。直到一次偶然机会，看到曲阜师范
大学徐传法教授的专著《书苑麈谈》，多看了
两眼，才发现自己孤陋寡闻。魏晋人清谈喜欢
麈尾拂尘，因此称清谈为“麈谈”。遗憾的
是，不光是我，有的出版物也把“麈谈”印成
了“塵谈”，令人遗憾。出版物不可不慎，特
别是辞书。希望《古代汉语词典》在修订时把
“麈”的例句订正过来。
  不信书，不行；尽信书，也不行。张其亮
秉持孟子的质疑精神做学问，值得我学习。批
判性思维是我们作为学习者和研究者应当持续
培养的能力。我们应该保持清醒：学问不只是
积累知识，是在不断地质疑和更新这些知识
中，碰撞出新东西。是谓求真。较真，是一种
难得的品性。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 写在“世界读书日”的随感

□ 逄春阶

好戏遇上张家湾

  吕剧《王定保借当》《王小赶脚》等好
几台戏里都出现了张家湾这个地名。
  在《王定保借当》中，男主角王定保到
张家湾借钱。只不过，他没借到钱，只是借
到了东西，还得拿到当铺换钱。这是剧名取
“借当”之意。
  戏刚刚开场，王定保的一大段唱说清了
“借当”的缘由。王定保还是一位正在学堂
念书的学生。同学们趁着老师出去踏青，闹
着一起赌钱。王定保手气不好，输了八吊
钱，怕挨骂不敢回家找父母要钱，就想到张
家湾的舅舅家借。
  “张家湾上有亲眷，亲上加亲配姻缘，
我有心找他把钱借，碰上表姐无话言，我不
免去找二舅张端四，借钱给俺把账还。”王
定保一路来到张家湾。他与一个舅舅家的表
姐张春兰已经订婚，但是，找未婚妻借钱还
赌债，实在有些不好意思，于是转了个心
眼，去了二舅张端四家。小表妹张秋兰正好
一个人在家。
  如此一来，王定保要借钱的事就瞒不过
春兰了。因为春兰和秋兰是亲叔伯姐妹，关
系亲密。秋兰当然也知道春兰和王定保定亲
一事。秋兰年龄尚小，又没啥积蓄，遇上王
定保借钱这事，自然而然首先来找春兰想
办法。
  春兰听了秋兰转述后，起初心里很是不
快，随即考虑怎样帮未婚夫体面地渡过这个
难关。她的想法也是人之常情：“我哪能眼
睁睁地看着他为难。”
  其实，春兰也没啥积蓄。她能想到的解
决办法，只是“有几件衣裳能当钱”。她把
这些衣服仔细打包齐全转交秋兰，而且特意
叮嘱秋兰转告王定保：“到当坊开张当票交
给我，姐姐自己取衣衫，他家的日子他知
道，莫耽搁姐姐上轿穿。”
  春兰包衣服时，里面还特别“放上俺娘
的八百钱”。可这悄悄放上的八百钱，意想

不到地成为“导火索”，惹出一连串
祸事。
  王定保拿着包裹去当铺。人家
打开清点物品，惊讶地发现里面竟
然有八百钱。
  正常来说，哪有拿着钱到当
铺里当钱的？
  人家自然认为这包裹来路
不正，猜测是偷来的。好巧不
巧，当地的一位李姓武举人

正在现场，当即诬
陷王定保偷了
自家财物，并
接着到县里告
发 ， 把 王 定
保 送 进 牢
狱。这 两 人
之间又有何

仇怨？原来，这位武举人横行乡里，早就觊
觎张春兰的美貌而欲霸占，得知她与王定保
定亲正无计可施，有此拆散他们的机会焉肯
放过？
  春兰、秋兰听说此事大吃一惊。秋兰虽
小但有主意，劝说春兰一起，风尘仆仆从张
家湾赶到县衙，为王定保击鼓鸣冤。县官清
正，查明事实，开释王定保，惩罚武举人。
故事最终有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另一台戏《王小赶脚》也提到了张家
湾。所谓“赶脚”，就是给别人“拉脚儿”
挣钱的。剧中，王小赶着一头小毛驴给客人
“拉脚儿”。某天，王小遇到了“要回娘家
住几天”的二姑娘。
  二姑娘自己介绍：“俺婆家住在了二十
里堡，俺娘家住在了张家湾。”往张家湾走
的一路上，二人逗乐打趣，令人乐不可支。
  此剧主打一个有趣。比如，两人为路费
讨价还价、讨论二姑娘的“病情”等情节，
趣味横生。二姑娘说自己生的这病：“只是
阴阴阳阳地七八天，大口吃姜不觉得辣，大
口喝醋不觉得酸。”王小唱：“你这个病，
你不说我也知道……”整个故事自然朴实，
又活泼生动。
  从艺术性上说，《王小赶脚》和《王定
保借当》都是经典作品；从思想性上说，前
者突出的是生活情趣，后者主题则更丰富更
深沉一些，尤其是对“戒赌”的劝诫，至今
仍有现实意义。

老故事有新续篇

  不过，《王小赶脚》里的张家湾应是虚
指，更似编剧随意编了个地名。
  而《王定保借当》里的张家湾，实有其
地，即现在的响泉村；剧中王定保等也都有
原型。
  2008年，“王定宝借当传说”被淄博市
政府公布为第二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
这个故事有关的张春兰故居、武举楼，作为
明代古建筑也被列为淄川区第二批文物保护
单位，前者在太河镇响泉村，后者则位于太
河镇的上端士村。
  查询“王定宝借当传说”申报非遗的资
料可以了解到张家湾的历史。明朝初年，王
定保的父亲王当与姐夫张窑瓢一家从山西省
迁来淄川的峨庄一带。王当留在王家庄，张
窑瓢则去了离此不远的张家湾。张家湾多
泉，流水淙淙，积水成潭，落瀑有声，村名
曾先改为响水湾，后改为响泉村。峨庄乡后
并入太河镇。
  剧中的人物也大都实有其人。王定保原
名王连凯，生于公元1369 年。公元1389 年，
王定保与表姐张春兰定亲。之后，王定保借
当的这个故事，基本与剧中描写一致。
  剧中的张秋兰应该是一个艺术虚构的形
象。虚构出这样一个聪明伶俐的小姑娘形
象，倒是给剧情别添了许多曲折和趣味。
  按史料记载，到县衙击鼓、为未婚夫洗

清冤屈，其实都是张春兰一人所为。
  位于张家湾也即响泉村的张春兰故居保
存至今，目前经常有各地游客前来参观
游览。
  剧中另一个主要人物是李姓武举人。从
淄川区太河镇上端士村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
划的一份公示材料中了解到，戏里的这个角
色亦有创作原型。此人生卒年月不详，因排
行老五，所以外号叫“李五局”，经常作
恶，为害乡里。
  民间同时流传着另一种说法，李姓武举
人实有其人，但并非为非作歹之徒，反而为
百姓办过不少好事，只是在戏里因为剧情需
要才被设计成了负面形象。
  上端士村古民居建筑群的东南部有一座
武举楼，与张春兰故居一起被列为区级文保
单位。该楼建于明朝，为石砌建筑，分上下
两层，楼高7米，原为上端士村解元李德渊
居所，亦因《王定保借当》的缘故，改称武
举楼。
  吕剧《王定保借当》走上舞台后大受欢
迎。省作协原副主席刘玉堂在《戏里戏外》
一书中说，曾看过这台戏在20 世纪 60 年代
演出的一个版本：“该版本流传甚广，山东
地方戏的所有剧种诸如茂腔、五音戏、山东
梆子、莱芜梆子、柳琴戏、柳子戏、二夹弦
及河南的豫剧等都上演过。”
  随着各剧种戏曲的广泛演出和传播，
“王定保借当”的故事也为大家熟知。这种
知名度更成为当地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的独特
优势。
  例如，当地在上端士村的历史文化名村
保护规划中就提到，要结合旅游服务区和重
点保护院落，建立专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
场所，使吕剧等民间艺术和民俗文化得以展
示；规划结合武举楼院落设立吕剧展演区，
结合正在整修中的民俗文化馆作为民俗风情
展示区，结合千年古街两侧院落作为写生创
作基地、摄影和画作展销区。
  这些规划目标已经陆续落到实处。上端
士村成了远近闻名的“画家村”“摄影
村”。当地群众在发展特色产业的时候，也
特别注重保护村里的古建筑和独特的人文风
貌。他们懂得守护发展的根脉。
  在艺术上，张家湾也有新的续篇。青岛
市作家协会理事、平度市文联戏曲家协会副
秘书长陈希瑞创作了吕剧《<王小赶脚>后
传》，故事同样发生在大家熟悉的张家湾：
张家湾的二姑娘，去二十里堡婆家回来不
久，就生了个漂亮闺女，名字叫张小妮。赶
脚的王小，在二姑娘的热心撮合下，与她的
邻居九妮喜结良缘，不久，就生了儿子，名
字叫王滴滴。转眼间，张小妮和王滴滴都长
大成人，都有了各自的事业，一个是樱桃种
植户，一个是出租车司机。年轻一代的两人
巧遇，续写一段新故事，从这个新故事中也
反映了山东省乡村振兴的新面貌和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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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下旬到4月中旬，山东省吕剧院演出一团、二团，带着一批吕剧经典剧目，分赴济南、滨州、东
营、临沂、泰安等地开展文化惠民演出活动，在大好春光里把好戏送到群众家门口。
  作为我省最有代表性的地方剧种且一度风靡大江南北，吕剧拥有众多的铁杆戏迷。大家爱听吕剧，
一是唱腔好听，乍听好像挺简单，其实腔调细微之处变化极繁复，越咂摸越有滋味；二是生活情趣浓
郁，很多都是取材于身边的故事，甚至能找到人物的原型。
  《王定保借当》就是其中之一，戏里的张家湾就是今天淄博市淄川区太河镇响泉村，剧中人物也大
都有真实的原型。如今，当地在制定发展规划的时候，都把这些因素充分考虑在内，作为独特的历史文
化资源进行保护和开发利用。与这台戏相关的这些地方，变成了有风景也有故事的游客打卡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