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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记者 张依盟
    本报通讯员 翟雨晨

  在古装影视剧中，传旨、接旨是十分常见
的剧情。可是，接完圣旨以后，这圣旨要存在
哪里？
  进入山东博物馆“礼运东方：山东古代文
明精粹”特展的大门，文明的厚重、艺术的绚
烂、古人的趣味以及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一起
扑面而来。奉天诰命盒（左图），便是其中的
明星展品。
  孔子作为儒家学说的创始人，自汉代以
来，孔子之嫡裔便因与政治的特殊关系，从而
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其爵位在历朝均有追
封，如唐开元年间追封孔子为“文宣王”，宋
至和二年封孔子嫡长子孙为“衍圣公”，历经
元、明、清三朝。
  其中，历代清帝对衍圣公府恩宠优渥，不

仅平日里孔府、孔庙获得大量的恩赏和修葺费
用。康熙、乾隆皇帝还分别于南巡、东巡时至
孔林致祭。每当朝廷有重要礼仪大事，也会颁
旨召衍圣公进京朝觐。孔子博物馆藏的这件清
代衍圣公领受诰命之专用奉天诰命盒，便是孔
府与朝廷保持密切联系的佐证。
  这件奉天诰命盒全长44.7 厘米、宽20.8 厘
米、高41.5 厘米，通体采用优质木材，涂满金
色。盒正面中间的蓝色长方形牌上有“奉天诰
命”的满汉金色两行铭文，盒周身雕刻着盘旋
金色云龙九条，九条龙周围刻满祥云，下刻有
海水波涛。整个雕刻画面呈现一种云龙聚集、
水天一色的壮观景象。  
  龙作为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兽，不仅
被视为帝王的象征，也代表着吉祥和喜庆。有
关龙的图案和称谓，一般的平民百姓是不能随
便使用的，只有与帝王相关的事才能采用。在
奉天诰命盒的雕刻中，龙元素占据了重要的地

位，展现出了皇权的威严，也寓意着衍圣公世
袭封号的荣耀。
  奉天诰命盒究竟是干什么用的？顾名思
义，是存放供奉圣旨的专用宝盒。乾隆年间，
孔府就曾以最隆重的礼仪迎接表彰圣裔的圣
旨。圣旨未到之时，孔府的大门和二门上都要
挂黄彩，并且还要排摆仪仗、鼓乐齐备，一直
从门口延到城外。当钦差到了曲阜城外，孔子
第七十二代孙孔宪培身穿朝服，在仪仗队的前
导下出城跪拜接旨，官员朗声宣读后，孔府上
下叩谢天恩，将圣旨放入奉天诰命盒中。众人
行三跪九叩大礼后，恭奉圣旨入内府敬藏。
  奉天诰命盒不仅是封建时期权威神秘的象
征，更是家族历史传承的见证者，其真正意义也
远远超过了它的实用价值。如今，在展厅灯光的
映射下，奉天诰命盒更显得光彩熠熠，
吸引着大家驻足品鉴。
  视频请扫描二维码观看

圣旨存在哪儿

  一辆突然闯入的大货车，截肢时刺眼的手术
灯，母亲背着她四处求医的汗水味……这些构成
了三岁时小贵红的灰色记忆。近日，考研成功、
一直独腿奔跑的她完成了“专科—本科—研究
生”的三级跳。“我走得慢，但终究会抵达终
点”王贵红说。在考研期间，王贵红每天6点多
起床，在图书馆自习到晚上10 点关门，回到寝
室后还会复习到“转钟”。功夫不负有心人，王
贵红被湖北民族大学录取。“纵有疾风起，人生
不言弃。王贵红，为你加油！”网友纷纷点赞。

阿勒泰的后劲太大了

  电视剧《我的阿勒泰》迎来大结局，剧中的
壮丽风光，令许多人深深着迷。阿勒泰的空气，
让90 后小伙安瑞琦有了不一样的想法。去年，
朋友开启了一次阿勒泰滑雪之旅。临走前，朋友
想把阿勒泰的好空气一起带回家。这一刻，“空
气罐头”的概念在安瑞琦脑海中冒了出来。据了
解，罐装“阿勒泰的空气”采集地主要在阿尔泰
山南麓，气源地靠近森林。罐身被设计成明信片
的样式，游客可即买即写即邮，分享来自天然的
阿勒泰空气。“最近因为《我的阿勒泰》爆火，
这家淘宝小店也被更多人关注。”安瑞琦从心底
为阿勒泰“出圈”而高兴，对此网友评论：“阿勒泰
的后劲太大了！”

天上掉论文啦

  宿舍“长鸟”还遇到野保专业学生，是种怎
样的体验？近日，华南农业大学泰山区11 栋608
宿舍飞来一对红耳鹎。据了解，红耳鹎属于国家
“三有”保护鸟类。巧合的是，这间宿舍住着的
4名男生沈秋辰、史骐毓、王春翔、石家伟，正
是学校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区管理专业的学生。
与红耳鹎共处的时光，让四位野保学子受益良
多。沈秋辰领悟到“对于野生动物而言，不被打
扰就是它们最大的幸福”。这神奇的一幕引得网
友调侃“送论文来了”。

院长已在我的朋友圈

跳了一天舞了
  最近，很多网友都被一段蒙古舞视频刷了
屏。画面中，前排身材魁梧，穿着西裤、皮鞋的
“大叔”，豪迈地左右摆肩，身形步法如同草原
上策马疾驰的骑手。其“舞功”之高，似乎比身
后穿着练功服的年轻人还要潇洒自如。原来这位
“大叔”是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有网友
在评论区“揭秘”了他的另一个身份——— 舞蹈
《奔腾》的第一代领舞。大家感叹：“书本上写
的铁汉柔情有了现实画面”“那是刻在骨子里的
韵味，举手投足间散发着艺术的魅力”。

帮妈妈扫大街，

一点儿不丢人！
  近日，一位少年和妈妈的对话视频触动了众
多网友的心。周末的清晨，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
芙蓉路上，总有一大一小两个身着橙色马甲的身
影，妈妈拿着扫帚快速清扫，少年在旁清理垃
圾。男孩名叫周奕唯，今年15 岁，是常德外国
语学校的初二学生。他早起帮妈妈清扫街道已经
一年有余，每个假期的清晨，他都会骑上自行
车，和妈妈李春梅一起来到芙蓉路熟练地扫地、
清理垃圾。“碰到同学会不会尴尬？会不会觉得
扫大街丢人？”因为打扫卫生的那条街离学校很
近，李春梅也问过儿子，周奕唯却说：“劳动很光
荣，帮妈妈扫大街一点儿不丢人，不帮才丢人。”看
到这段对话视频，网友感动不已。

一串绿蕉，何以解忧？

  一种名为“禁止蕉绿”的水果近日火了起
来，它频繁出现在打工人的办公桌上。“蕉绿”
并非新培育的水果品种，它就是通体青绿色、未
完全成熟的香蕉。“蕉绿”的红火，恰好契合新
一代“打工人”想远离焦虑，更好地平衡工作和
生活、情绪和心态的潮流。一名网友分享：“想
着香蕉熟了也吃不完，就让同事提前预订。最初
同事只是写上名字、画上表情包。后来画风就跑
偏了，大家纷纷在香蕉上许各种愿望。现在我的
香蕉树已经变成了许愿树。”还有的网友看中了
“禁止蕉绿”的性价比，“好看又好吃，绿油油
的在办公室里看着很舒服，饿了还能当下午茶，
比在办公桌上养鲜花划算多了。”

Liuzhou Luosifen

  作为顶流“网红”小吃之一的柳州螺蛳粉，因
其鲜、香、酸、辣、爽等独特风味走红海内外。近日，
柳州螺蛳粉有了统一的英文名。由柳州市外事办
和市商务局牵头，广西科技大学、柳州职业技术学
院等高校，以及柳州螺蛳粉生产企业等相关单位
共同参与制定的《预包装柳州螺蛳粉外包装英文
译写规范》，经柳州市市场监管局批准发布并正式
实施。根据该标准，柳州螺蛳粉有了统一的英文名

“Liuzhou Luosifen”，而“加臭加辣”“麻辣”等特色
风味也有了翻译参考。该标准界定了预包装柳州
螺蛳粉外包装英文翻译和书写的术语和定义，为
相关企业在对外出口时提供参考。对此，网友表
示：“好记！学会了！螺蛳粉的国际范来了！” 
         （□记者 朱子钰 整理）

王贵红，你的努力

我们看见了！

《歌手2024》

  □ 本报记者 李梦馨

    本报实习生 王璐

  沉寂已久的华语乐坛这些天离奇的

热闹。

  自从《歌手2024》开播，将近一周

的时间都在持续霸榜各大平台热搜榜

单，歌手的现场表现、同行的跃跃欲

试、网友的场外造梗不间断地贡献着茶

余饭后的谈资，让人们再次见识了这档

全民音综的影响力。

  让网友兴奋不已的绝大多数话题，

源头都是《歌手2024》不同于其他音综

的全开麦直播演出形式。如果说，面对

直播的不可预测性，歌手强压下发挥失

常等情况尚在观众的预期之内，那么，

在这场对抗性比赛中，国外歌手的“降

维打击”、不同音乐风格的激烈碰撞，

以及后续引发的观众“全网摇人”支援

那英、实力派歌手纷纷请战，音乐竞赛

逐渐演变成荣辱之战，则彻底脱离了舆

论预设的轨道。人们也后知后觉地发

现，《歌手2024》带来的不只是音综形

式的创新。

  在遍地修音的环境下，直播竞演是当前音综

创新的最优解，却不是最终解———

  在国内音综的赛道，《歌手》系列综艺
一直稳稳地占据着头把交椅。
  11年前，一档名为《我是歌手》的音乐
竞演综艺横空出世，实力唱将的高水准演出
配合着顶级的舞美音响等包装，为国内观众
带来了一场场高规格的视听盛宴，让这一最
早发源于国外的音综IP成功在国内落地
生根。
  开局美好的《歌手》系列综艺未能免俗
地陷入“综N代”的魔咒，七季下来，华语
乐坛的储备唱将几近被掏空，观众也逐渐厌
倦于千篇一律的炫技飙高音的竞技唱法，
2020年的《歌手·当打之年》更屡陷观众对
比赛结果的争议，最终只得潦草收场。
  这中间，《歌手》系列虽然空档了四
年，但音综一直未在综艺市场上缺席过。不
管具体噱头如何，其实几乎都是换汤不换药
的有限创新。一帮阵容差不多的歌手，不停
地变换演出舞台翻唱经典金曲抑或抖音神

曲，音综殊途同归地走向同质化困局。甚至
有乐评人断言，翻唱类的音综已经做到
头了。
  在这种情况下，《歌手2024》“直播、
不修音、一遍过”的口号一出，便成功引来
好奇的目光，半是带着看乐子的心态，半是
怀揣对全程直播竞演的期待，观众的涌入使
得开播当日节目收视率一路飙升。当晚，歌
手的直播表现和现场稳定性成为一大看点。
  在观众充满审视意味的眼光下，久经沙
场的老牌歌手那英表现出肉眼可见的高度紧
张，下台之后几度站不稳。当晚，紧张的情
绪一度束缚了她的现场发挥，但她硬是凭借
扎实的唱功和丰富的演出经验及时调整状
态，渐入佳境。观众没有苛责演唱中的小瑕
疵，反而愿意为这场不完美但足够真实的表
演以及那英挺住压力迎难而上的临场能力鼓
掌。在观众看来，有瑕疵的真实远比包装后
的完美更加可贵。

  一场直播竞演如此大规模地点燃观众的
情绪，根源还在于内娱苦修音、垫音、假唱
久矣。细究起来，《歌手2024》的直播竞演
看似创新，其实是老调重弹，本不值得大书
特书。早些年的“超女快男”系列综艺，同
样采取全程直播的形式，现场发挥的稳定与
否直接关系着自身的去留。只不过，在“流
量为王”的时代，不管是歌手还是观众，都
已经习惯了用“科技与狠活”包装后的音
乐。真实，已然成为一种奢望。
  对很多歌手来说，不光录音室、综艺舞
台修音已成平常，音乐节、演唱会等现场演
出也大开垫音来混淆视听。在万物皆可修音
的风气下，很多歌手已经对直播不修音无所
适从。在《歌手2024》全球发布会现场，导
演洪啸便直言，“邀约过程中，碰到过很多
歌手因为直播的事情婉拒了。因为直播要满
足实力、胆量、歌手档期的三大要素，能来
到舞台的歌手寥寥无几。”

内娱苦修音久矣

  当滤镜被真正摘下，一切矫饰无从生
效，绝对水平和相对差距都暴露无遗，观众
不由惊讶于中外歌手的强烈对比：开播
前，中国观众对凡希亚和香缇莫两位国外
歌手都知之甚少，但两位歌手都凭借着
强大的唱功、松弛的台风和手拿把掐的
歌曲驾驭能力，成功征服了场内外的观
众，成为由观众投票决定的前两名；相
较之下，国内歌手则在直播面前显得过
分紧张和局促，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保守
心态也制约了歌手的发挥空间，让习惯了
听修音后完美表现的观众大跌眼镜。
  在更多乐评人看来，这样一场表演暴露
的不只是唱功上的差距，更是原创作品、表
演风格等全方位的“降维打击”，根本上还
是流行音乐产业工业化的发展差距，以及音
乐教育的全面落后等，有媒体评论“撕下内
娱的遮羞布”。
  “羞”的不只有歌手，还有场内外的观

众。悲观者发出“华语乐坛后继无人”“国
外歌手降维打击”的哀嚎，激进者则开始
“全网摇人”，为那英搬救兵，邀请实力唱
将助阵，不免带着要挣回面子的心理，一些
圈内歌手不可避免地裹挟到这样的情绪中，
甚至上升到国别对抗的高度。
  这两种反应其实都存在各自的问题。
  长期以来，华语流行音乐一直处于圈地
自萌、自娱自乐的状态，不提在国际上的影
响力，单是在亚洲圈都与他国流行音乐有着
不小的差距。如同观众习惯了科技造就的温
室从而缺乏对不修音的体感一样，大多数只
接触华语流行音乐的观众也缺少一个直面差
距的机会。《歌手2024》恰恰提供了一个非
常难能可贵的舞台，让人们不再闭目塞听，
客观认识到国内外音乐产业的差距。承认差
距的存在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这会更有利于
我们去探索进步的空间。
  当然，一味去贬低自己的音乐也是不恰

当的。诸如二手玫瑰这样个人风格强烈的歌
手，在国内外观众那里遭遇到的两极评价，
也很能说明问题。尽管《歌手》系列并未明
确过舞台的评价标准，而是将投票权全权交
给观众，依个人喜好而定，但在前几季的训
练下，观众已经默认唱功是最重要的评判维
度之一。二手玫瑰并非以唱功见长，而是靠
着民族特色摇滚的风格自成一派。于是，
《耍猴》这种带着行为艺术风格却不体现唱
功的表演便被很多国内观众诟病，然而，同
样一场表演却获得了很多国外观众的称赞，
甚至有国外网友给出第一名的高度评价。
  《歌手2024》打造了一个音乐多元化的
舞台，容许百花齐放。场内外关于不同音乐
风格的探讨，其实也是一场关于音乐审美的
生动教育。正如节目组通过官微作出的回应
一样，“在这里，音乐始终是交流的最大公
约数。赢，只是歌手的一段路。迎，才是音
乐的目的地。”

迎，才是音乐的目的地

  如今看来，一档音综能引发场内外如
此大的震荡，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但并
非事出无因。《歌手2024 》虽然严格来说
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却有意无意地迎合
了当下观众最期待的事情。值得注意的
是，在遍地修音的环境下，直播竞演是当
前音综创新的最优解，却不是最终解。
  知名乐评人耳帝在得知《歌手2024 》
将开启全程直播时就曾发文细数直播形式
的诸多弊端，譬如，混音难以达到录播后

期制作的水平、音乐性及审美性可能会降
低等。的确，直播形式会让观众更多地关
注歌手的唱功发挥，而非作品改编的音乐
性，“在现场直播中，选择复杂、高难度
与风格化的歌曲风险更大，或者艺术效果
出不来，很容易翻车。”如何兼具现场感
与音乐性、审美性，仍是直播竞演音综需
要考虑的问题。
  在过去十几年间，《歌手》等音综持
续不断地为华语乐坛挖掘并输送优秀歌

手，通过节目中对音乐作品的改编和翻
唱，提升了华语乐坛的整体影响力，也完
成了对观众音乐审美的一轮教育，构成了
音乐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一环。现在的《歌
手 2024 》，则通过揭开岁月静好的伪
装，提出了一个个值得整个行业思索
的问题。当然，这些问题仅靠一档
音综是无法解决的，但作为指
出问题的一方，就已经有
其重要的意义。

仅靠一档音综无法解决

一场直播 触发震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