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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文汇报，近日电影《红楼梦之金玉良缘》与观
众期待存在落差引发热议。无论是否忠实于原著，名
著改编应逻辑自洽，但该片在底线上的失守，引发了
观众对电影的不满。
  首先，电影的基本情节框架存在逻辑漏洞。贾府
侵吞林家财产的设定，缺乏文本依据，穿凿附会。即
使电影试图通过薛蟠醉酒吐真言来填补漏洞，仍难
以自圆其说。林黛玉对家产被侵占的冷漠与她对其
他小事的敏感形成鲜明对比，人物形象出现撕裂。虽
然个别清代评点家及当代学者提出了贾府侵吞林家
遗产的说法，但这一说法的荒谬，遭到历代许多人的
有力反驳，其关键是混淆了社会现实和小说虚拟
世界。
  其次，电影中人物言行自相矛盾，反逻辑。黛玉
对宝玉的误解和反应，以及宝玉的滑稽夸张言语，都
与原著精神相悖。电影对宝玉和黛玉感情互动的处
理，缺乏因果逻辑，使得情感表达突兀。此外，贾政的
形象塑造也前后不一，开场时对宝玉的责问与后文
中对女儿的呼喊，均与原著逻辑不符，导致人物形象
失真。最令人遗憾的是，电影对宝黛情感的展现，失
去了原著中的细腻与深刻。删除宝玉挨打等重要情
节，使得情感互动变得无因无果，失去了情感逻辑的
连贯性。
  电影《红楼梦之金玉良缘》在改编过程中，忽视
了人物形象和情节逻辑的自洽，也毁掉了宝黛原有
的情感神圣性，这正是观众期待产生落差的关键。要
实现名著改编的成功，还需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进
行严谨的创作和合理的创新。

严防“黄牛”乱象

  据中国旅游报，近年来，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越来越受到年轻人喜爱，“博物馆游”热度持续攀升，

“为博物馆奔赴一座城”成为不少人的生活方式。今
年暑期，各地重点博物馆成为旅游热点，故宫博物
院、中国国家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新馆、陕西历史
博物馆、南京博物院等热门场馆“一票难求”。事实
上，除热门博物馆外，一些重点景区、营业性演出等
场所也存在“黄牛”抢票倒票现象。
  严防“黄牛”乱象，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加大优
质服务供给，解决供需矛盾。据测算，中国国家博物
馆今年暑期每天有近160 万人预约2 . 6 万张门票，供
需矛盾巨大。“黄牛”的投机钻营行为，进一步让热门
博物馆门票变为稀缺资源。在供给侧，热门博物馆可
推行“强实名制”，入馆时增加“扫本人身份证”和“人
脸识别”环节，保证“人、证、脸”信息完全匹配方可入
场。通过严格加强身份信息核验，下大力防止“黄牛”
挤占优质资源，尽可能压缩其市场空间。在需求侧，
各地应重点加强对一些非热门优质博物馆的宣传推
广，在保障公众人身安全、文物安全和参观体验的基
础上，为公众提供多样化、高品质的选择。此外，针对
热门场馆“一票难求”现象，各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
门应联合公安、市场监管、网信等部门，加大对“黄
牛”、第三方平台违规囤票、倒票等行为的打击力度。

数字文博

让文物走进生活
  据人民日报，最近，一个蓝白相间的新图标出现
在越来越多手机用户的屏幕上，激活了数字文博的
想象力，串联起千年的历史芳华。在“山海”App，用
户能360 度玩转屏幕，穿梭文物内外，以“显微镜”视
角观赏文物细节，还能借助AI 技术，创作独一无二
的文物衍生品。顷刻间，一场“文化+科技”的奇妙之
旅在云端开启。
  在“山海”的上线发布会现场，一套专业且严谨
的文物采集全流程被直播信号实时呈现——— 技术团
队在上海对文物“龙首”进行数字化采集，回传相关
数据至长沙实验室，并将采集结果实时发往发布会
现场，整个过程耗时仅13 分 14 秒。而在文物建模被
放大6— 8 倍后，依然可以清晰看到每一个细节。
  除了赋能文物信息采集，从海量数据资源的高
精度存档，到文物动态展示，再到提供多种应用场景
的交互体验，数字技术在文物保护体系中所承担的
角色也愈加多元，助力构建文博领域的数字化叙事
体系。
  瞭仓艺术馆《流动万象》西山永定河文化数字
艺术展览，以光影为媒，为观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沉浸体验；“文博跑酷”通过“虚拟场景”“虚拟
文物”“虚拟交互”让用户在玩中学、在学中玩；
故宫博物院《清明上河图3 . 0 》以数字形式回应了
观众的个性化需要——— 知识传播和感官体验的数字
化，让历史与文化通过生动、直观、互动的形式跃
然屏上，实现了科研学术资源、艺术表达方式和美
育教育深度融合。

《飞天》致敬文明守护者

  据上观新闻，音乐剧《飞天》8 月 30 日至 31
日登陆上音歌剧院，以经典跨越千年时空，触碰历
史余温。剧目将敦煌文化守护者的故事浓缩为“守
护人”和“赶路人”两个典型形象，并以“赶路
人”“守护人”对敦煌文化遗产的跋涉与守望历程
进行平行叙述，串联起《鹿王本生》《千钉求法》
《入海求珠》《舍身饲虎》四则经典故事，向一代
又一代文明守护者致敬。
  从2016 年立意至今，《飞天》已走过8年创排路，
主创十赴敦煌采风。制作人李盾和作曲家三宝合作
了二十多年。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创制团队、导演陈士
争、舞蹈总监姜洋、灯光设计任冬生、造型设计贾雷
倾力给《飞天》以全新的视听面貌。高天鹤、李泽美等
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何李活音乐剧团、兰州大剧院演
员齐聚，“赶路人”的字字铿锵与“守护人”的娓娓道
来为观众勾勒出一幅跨越山海的“飞天”图景，“乾达
婆”与“紧那罗”的珠联璧合共同在舞台上呈现出一
幅熠熠生辉的现代“飞天”画卷。

         （□田可新 王淑晨 整理）

名著改编的底线

是逻辑自洽

  □ 马立婧

  由山东滨州市沾化区渔鼓戏剧团创编的大
型现代渔鼓戏《煮海》，在第十三届山东文化
艺术节新创作剧目评比中斩获优秀剧目奖，并
陆续在山东省各地展演公示。这部作品首次将
盐文化主题与革命历史相结合，不仅具有浓郁
的地方特色，更通过感人的故事激励当代人民
群众牢记历史，不忘初心，奋勇向前。当代地
方戏曲的创作构思多善于从地方志、人物志和
史志层面出发寻求灵感，这使其能够凸显自身
特色，也在创作进程中更加游刃有余。 
  沾化位于我国渤海湾南岸，早在商周时期
便拥有较为发达的制盐工艺，在千年的历史辗
转中，始终是中国盐业的主产区之一。而在民
间流传的渔鼓戏同样别具特色，各个行当有着
特定的表演规则，渔鼓独特的敲击音色和节奏
使其有别于其他剧种，具有粗犷豪放的艺术
风格。
  《煮海》通过现代戏的革新手法讲述了一
段令人刻骨铭心的红色记忆。在抗日战争进入
白热化阶段时，急需大量海盐救治伤员和食
用，八路军找到了沾化赫赫有名的制盐高手刘

满堂。原本决定不再从事这一行业的刘满堂率
领亲属和乡民共同煮海制盐，以两个月为期为
八路军赶制三万斤海盐。声势浩大的行动不幸
被日寇察觉，在恐吓和威逼利诱之下，刘满堂
的儿子贵良说出了制盐的目的和即将与八路军
接头取盐的机密。前来接头的秦梅虽机智逃过
了汉奸的盘问，刘满堂却不幸被抓走。面对敌
人的威胁，刘满堂巧妙化解危机，返回村落。
在行将接头送盐的危急时刻，刘满堂与秦梅消
灭了汉奸，连夜采用声东击西的方式发动村民
将食盐送上早已准备好的帆船。贵良悔过自
新，为送粮队伍争取时间，但他从陆路兜圈绕
道的计策被日寇识破，挟持他登上汽艇追击载
盐帆船。眼看日军迫近，刘满堂为保护运盐队
伍留守在迷惑敌人的草船上，对其心生爱慕的
素芬也随他一同留下。贵良最终在日寇的汽艇
上与敌人同归于尽，刘满堂为儿子和被敌人杀
害的素芬报仇，用煤油灯点燃了草船，引爆日
寇的汽艇，壮烈牺牲……
  荡气回肠的戏剧故事展现出军民的鱼水情
深和同仇敌忾的伟大精神，更以小见大地展现
出抗战时期许多如刘满堂和素芬一样的无名英
雄。作品以“煮海”之名呈现崇高的爱国主义

和英雄主义精神，展现出一幅动人心魄的革命
史诗画卷。沾化渔鼓戏虽为地方小戏，但在
《煮海》的制作中却显现出“小戏大唱”的不
凡能力。
  《煮海》的编创亮点颇多，剧情层层推
进，高潮迭起。编剧韩枫、韩萌以淳朴自然的
口吻绘声绘色地讲述剧情的起承转合，令戏剧
矛盾冲突的发展循序渐进，最终在激烈的敌我
博弈中以送盐任务的圆满成功和英雄人物的壮
烈牺牲收尾。在对人物形象的刻画方面，有力
地避免了脸谱化的弊病。剧中的刘满堂、素
芬、二丫等主要角色均有血有肉，立体饱满。
他们有着责任感、勇气和顽强的信念，也有着
作为普通人的丰沛情感。而贵良这一人物更从
贪生怕死向自我救赎蜕变，以生命为代价弥补
了所犯的过错。这种人性和心路历程的转变使
整个戏剧作品真实可信，对于红色精神符号的
呈现也变得掷地有声，入木三分。
  作为一种板腔体的古老戏曲剧种，《煮
海》巧妙自然地将“三句一扣”“二打一扣”
“小搓板”“连句”“哭迷子”等经典板式结
构结合。“三条腿”的句式结构打破了唱词音
乐趋于对称的常规模式，体现出沾化渔鼓戏独

立的音乐格调。为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活，在对刘
满堂和二丫等人物在特定情境中的心情描述
时，还运用了诸如“耍孩儿”这样的唱腔曲牌，将
人物的喜、怒、哀、乐等不同情感侧面细致刻画。
  《煮海》并未采用当下主流的交响风格，
而是回归沾化渔鼓戏传统的文武场伴奏乐器
中。具有辨识度的渔鼓、简板、唢呐、板鼓、
梆子等乐器令音响空间变得更加朴实纯正。层
次分明的舞台结构和背景幕布上不断投射的动
态画面，使其具有现代戏剧的写实特性。居于
舞台正中央可以自由旋转的二级舞台装置，不
仅具有丰富的象征性含义，还方便戏剧情节的
转场，蕴含着传统戏曲舞台的抽象意境。听
觉、视觉及感觉层面“三位一体”有机协调，
使这部戏剧作品充满情感张力和文化震撼力。
  《煮海》回首峥嵘岁月，讲述感人至深的
英雄往事，将传统艺术与红色历史融为一体，
交相辉映。作为一部具有使命感与艺术理想的
优秀现代戏作品，《煮海》秉持传承发展的态
度和开放包容的精神，在守正创新中寻求最佳
的诠释表达，更体现出沾化戏曲艺术坚定的文
化自信与昂扬向上的文化品格。
    （作者系德州学院音乐学院副教授）

小戏大唱

根本不用爬，可以挤上去

  五岳之首泰山，仍旧占据了此轮“拿
捏”的 C 位。作为自然与人文的完美结合
体，长久以来，泰山一直是大火的旅游目的
地。当下，攀爬泰山更成了大批年轻人的生
活新时尚。数据显示，泰山近年吸引的游客
数量持续攀升，2024 年上半年，泰山进山游
客达到400万人次，接近2019年全年总数。截
至2024 年8月5日下午，泰山景区今年登山游
客量突破500万人次。即便是在这个炎热的暑
期，泰山游客数量仍居高不下，单日客流量
甚至多次超 4 万人次，妥妥的“人山人
海”，对此有网友调侃，“根本不用爬，可
以挤上去”。
  年轻游客通过社交媒体分享自己的攀登
经历和感受，记录了攀登过程中遇到的艰辛
和挑战，也分享了登顶后无与伦比的喜悦和
山顶绝美的风光。随着这些分享内容的不断
增多，泰山攀登逐渐成了社交平台上的热门
话题，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和兴趣。
  根据途牛的相关数据，来自上海、北京
等大城市的年轻人对登山旅游的热情异常高
涨；年龄 26-35 岁的中青年成为消费的主力
军。这群年轻人对自然风光充满了向往，更
喜欢挑战自我，勇于面对登山过程中的各种
难关和未知，愿意为了更好的登山体验投资
专业的登山装备，包括适合各种天气条件的
服饰、高质量的背包，以及必不可少的安全
装备等。
  “攀登热”背后，特别受年轻人欢迎的
是“夜爬泰山看日出”的挑战。仅在抖音
上，这项挑战就有42 . 1 亿次的播放量。“那
种感受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那一瞬间的壮
观和震撼，足以让所有的辛苦和疲惫烟消云
散。”山东大学研二学生庄妍对记者说，青
山有自然之美，山巅使青春洋溢，风华正茂
的情绪价值被拉满。“年轻一代的热情与行
动，再次展现了它独特的魅力和价值。泰
山，成为连接过去和未来，沟通古今文化的
纽带。对于广大青年而言，攀登泰山不仅仅
是一次对自然和文化的探索之旅，更是一次
深刻的自我发现之旅。”

最重要的是文化魅力

  攀登高山在当下愈加火爆，背后有多重
因素推动。爬山活动作为一种积极健康的生
活方式，能锻炼身体，在攀登的过程中能够
释放压力，享受大自然带来的宁静。站在山
顶远眺，所有的烦恼和忧虑仿佛都随风而
去，只留下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信息传播
变得前所未有的快捷和广泛，尤其是社交媒
体的蓬勃兴起，为攀登热潮的形成提供了强
有力的平台支持。通过社交媒体，登山爱好
者的所见所感，以及沿途震撼心灵的自然风
光快速在网络世界传播和分享，吸引了公众
的目光和兴趣。而年轻一代对新鲜刺激、充
满挑战性的活动有着天生的好奇和追求，他
们渴望体验生活的不同面貌。”文化学者王
晓燕表示。
  “打卡文化”的流行也极大地推动了这
股热潮。在年轻人眼中，成功登顶并在社交
媒体上分享自己的经历，成为一种特别的成
就和荣耀，象征着勇气、毅力以及对生命的
热爱和探索。网络上流行的各种登山口号，
如“小小泰山，轻松拿捏”“登顶泰山，易
如反掌”能帮助打造一种轻松幽默人设：用
一种看似夸张和调侃的话语来对待登山这件
难事，增加趣味性和娱乐性，受众会认为，
视频的UP主有独立自主、热情洋溢的性格，
善于缓解严肃紧张氛围，拥有“有趣的灵
魂”，这无疑在社交圈层中领先一步。
  重要的还是文化魅力。王晓燕说，山巅
的壮美风光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为这一切提供
了舞台。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登高望远的
传统。爬山是一种陶冶性情、培养意志的
活动。
  从泰山红门到玉皇顶，一路上的风景变
幻莫测，令人陶醉，从古至今这里就被视作
神圣之所，无数文人墨客留下了赞美之词。
一次攀登，能得到雄伟壮丽的自然风光和厚
重的历史文化底蕴的双重震撼，旅行性价比
着实高。对攀登者而言，攀登泰山不仅是一
次身体上的挑战，更是一场心灵上的洗礼和
成长。“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不仅
是对自然景观的描绘，更是对人生境界的描
摹。登顶，意味着通过不断努力和挑战，人
可以达到更高的生命境界，拥有更加开阔的
视野和胸怀，这种正向激励能给人提供持久
的乐观态度和奋斗动力。

让攀登可持续

  攀登的热潮中，伴随着无数足迹的是热情
与冲动，攀登者更需要保持一份冷静和理性。
  景区山路虽经修缮，但仍旧崎岖险峻，
特别在天气恶劣时，山路湿滑难行。山地天
气多变，从晴空万里变为云雾缭绕，甚至暴
雨倾盆，这些都是潜在的安全风险。在攀登
热的当下，一些攀登者缺乏专业的训练和装
备，盲目跟风参与攀登，仅凭一腔热情就贸
然踏上攀登之旅，导致事故频发。有些新手
甚至选择偏僻冷门小路上山，一旦遭遇恶劣
天气或迷路，将给自己和救援人员带来巨大
的危险和负担。
  攀登活动对环境造成了一定的破坏。过
多的攀登者涌入山区，留下了大量的垃圾，
破坏了生态平衡。一些人在攀登过程中为了
追求捷径，随意践踏植被，甚至破坏了珍稀
的植物和动物栖息地。“对待高山，人人应
有一份敬畏之心。”资深驴友禚强对记者
说，在享受其美丽风光的同时，也要肩负着
保护它的责任。随着攀登人数的增多，山区
的生态环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有些攀登者
为了在社交媒体上展示自己的“英勇”形
象，故意做出一些危险和违规的动作，如攀
爬禁止区域、破坏文物古迹等，不仅危及自
身安全，也损害了公共利益和社会文明。
  分享和打卡无疑激励了更多人加入泰山
攀登的行列中，但登山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每一步都是对自我的挑战，每一段路程都
值得珍惜和回忆。我们深刻理解了攀登的意
义和价值，才能让攀登活动成为一种健康、
有益、可持续的生活方式。”禚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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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记者 田可新
    本报实习生 马雪琪

  今年，一句“小小泰山，拿捏”火遍全网。爬山，如今在年轻人中掀起了一股热潮。全国各地的山顶人头攒动，其中不乏
青春洋溢的面孔。他们或三五成群，或独自挑战，纷纷将自己的足迹留在高山之巅。社交媒体上，山顶日出美景与登山者的豪
情分享层出不穷，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为什么人们要争相“拿捏”高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