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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东西》

居热门电影榜榜首
  据豆瓣电影最新数据统计，热门电影榜榜首为
《好东西》，热度为85.8万。影片由邵艺辉自编自
导，宋佳、钟楚曦、曾慕梅、章宇领衔主演，赵又
廷、周野芒特别出演，是《爱情神话》的平行篇。
目前，该片正在点映当中，将于11月22日正式上
映。该片讲述了单亲妈妈王铁梅带着小孩王茉莉搬
到新家后，结识了邻居小叶，两位性格迥异的女
性，一个坚强，一个柔软，一个擅长给人当妈，一
个擅长随时撒谎，面对旧创伤和新挑战，她们彼此
温暖互相慰藉的故事。
  《胜券在握》居榜单第二，豆瓣评分6.8，热
度为57.4万。影片是由刘循子墨执导，里八神、刘
循子墨编剧，张本煜、柯达联合编剧，邓超领衔主
演，邓家佳、郑云龙、喻恩泰、张本煜、柯达主
演，李乃文特邀出演，杨皓宇特别主演的剧情电
影。该片讲述了在科技公司工作了10年的元老级员
工白胜被开除，手握高期权却无法兑现的他暗设骗
局，试图重回公司，只为苟住100天，赢回800万元
的故事。
  《焚城》居榜单第三，豆瓣评分7.5，热度为
39.8万。《焚城》是由江志强、刘德华、潘耀明监
制，潘耀明执导，刘德华、白宇、莫文蔚领衔主演
的灾难题材电影。该片讲述了因放射物而牵扯出的
末日灾难故事，不仅揭露了洋垃圾黑暗链，还呈现
了一场复杂的人性博弈。

“宏观经济学的圣杯”

读书飙升榜夺冠
  据微信读书最新数据统计，经济学家辜朝明的
《大衰退：宏观经济学的圣杯》以91.6%的推荐值
居读书飙升榜榜首。该书于2016年由东方出版社出
版，关注1930年美国大萧条为何会那样严重和漫长
的问题。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本·伯南克甚
至将美国大萧条称为依旧无法触及的“宏观经济学
圣杯”。但是1990年至2005年的日本大衰退通过证
明在传统对策明显失效的同时，一个处于后泡沫期
的经济体将会陷入长期衰退，最终提供了一些决定
性的线索。这本具有开拓性意义的著作不仅解明了
美国大萧条与日本大衰退的根源，同时也为那些正
在与后泡沫期经济衰退进行斗争的国家提供了重要
的政策建议。
  法国当代女作家安妮·埃尔诺的《悠悠岁月》
为榜单第二，推荐值为90.7%。该书以14张照片为
引，呈现了1941年至2006年之间，埃尔诺的个人自
传记忆和法国的历史记忆。作者通过对照片中场
景、人物及其拍摄的具体时间进行详细描述，并将
这些照片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相联系，在历史与现
实交叉中重现了法国的近60年。
  史蒂文·普莱斯菲尔德的《一生之敌》居榜单
第三。该书为每一个人而写，尤其创业者、拖延症
患者、浪费天赋、缺乏行动力犹豫不决的人群。

《永夜星河》

领跑电视剧热搜榜
  据腾讯视频最新数据统计，《永夜星河》领跑
电视剧热搜榜。《永夜星河》是由腾讯视频、恒星
引力传媒出品，赵一龙执导，白锦锦、席如远编
剧，虞书欣、丁禹兮、祝绪丹，杨仕泽领衔主演，
陈都灵、徐海乔、保剑锋、张晨光、温峥嵘、海陆
特别主演，于朦胧、费启鸣、王晓晨、车保罗、赖
艺、卢禹豪特别出演的穿书系统冒险剧。该剧根据
白羽摘雕弓创作的小说《黑莲花攻略手册》改编，
讲述了鬼马少女凌妙妙不小心误入小说任务系统
中，为了回归现实世界，必须完成系统派发的任
务，与慕声、慕瑶、柳拂衣一起捉妖打怪升级，一
步步化解人妖两族恩怨的故事。
  《宿敌》排名第二。该剧改编自赖继的小说
《宿敌：山河无名》，讲述了国安局干警吴豫19年
前因一起窃密案脱去了警服，混迹于江湖，19年来
吴豫始终不忘心中目标，追踪着当年的真相，在层
层揭秘的路上与敌人斗智斗勇的故事。
  《失笑》排名第三。该剧根据豆瓣阅读作者祖
乐的小说《失笑》改编，讲述了沪漂脱口秀女演员
顾逸的梦想是为观众带来快乐，并全心投入脱口秀
事业。然而，在工作期间遇到一位冷漠男观众梁代
文，为了能够给他带来快乐，两人开始慢慢接触和
了解，相互吸引，共同坠入爱河的故事。

《破绽》

登顶有声图书新品榜
  据喜马拉雅最新数据统计，《破绽》位居有声
图书新品榜榜首，收听量达405.1万。该有声书由王
明军、郝祥海、宝木中阳、张恩泽、惠龙领衔演
播。作品以全新角度重写谍战风云，被誉为媲美
《潜伏》的豆瓣高分民国谍战神作。
  《白夜追凶》两部曲居榜单第二，收听量达
209.5万。其由祝子、魏超、乔苏、陈梅君、齐斯伽
等领衔演播。作品的主人公是双胞胎兄弟关宏峰和
关宏宇，弟弟意外成为灭门案嫌疑人，身为刑侦支
队队长的关宏峰，为了洗脱弟弟关宏宇的杀人罪
名，兄弟俩互换身份白天黑夜交替出现，在破案的
同时寻找灭门案的真相。
  《一听就上瘾的中国史，从春秋到明清》居榜
单第三，收听量达285.6万。该有声书由主持人王者
演播，回顾了从春秋时期一直到明清时期，两千多
年的中国通史，汇集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包含所
有重要的历史人物。
  （□记者 田可新 实习生 吴奇铠 整理）

  □ 周爱华

  11月初，山东省艺术研究院出品的原创环
境戏剧《如梦令》，以其场所的生活化和舞台
的灵活化，为观众在演艺新空间中提供了一种
别样的观演新体验。
  作为文化产业发展中的新概念，演艺新空
间以城市中心、特色演艺和业态复合为主要特
征，近几年在上海、成都等地发展迅速。《如
梦令》对演剧市场的新探索，为济南这座城市
带来了一股朝气蓬勃的戏剧力量，它体现了戏
剧演出样式的创新，同时就中国传统戏剧发展
的历史来看，这种创新模式又包含着对中国古
老戏剧的致敬和回归。
  该剧演出地点位于济南市青年东路12号，
一个城市中心的闲置院落。它的周边不乏购物
广场和旅游景区，人流量大，而且以青年人居
多，文化素质相对较高。这样的地理位置，为
实现该剧演艺文化元素融入日常生活和旅游场
景提供了便利。创作者非常智慧地利用了院落

中原有的断墙残垣，在精心布置的灯光和看似
随意的条幕映衬下，把因陋就简演绎成了风格
独具和特立独行。那个象征穿越的大门，具有
年代感的窗户，与剧情完美契合，就像是专门
为该剧而制作。庭院里的道具设置和氛围营
造，更是别具匠心，起着以少胜多、画龙点睛
的作用。与荣格的集体潜意识有着某种内在关
联的塔罗牌，起源于古老的西方，却常被当下
年轻人用来占卜事业、爱情、婚姻，女巫把它
拿在手中，成为沟通剧中人与观众的道具，这
显然迎合了年轻人的趣味。尤其值得一提的
是，“如梦令”咖啡屋提供的咖啡和蛋糕，亲
切而温暖地包裹了每一位进入演艺新空间的观
众，为这座传统内敛的城市平添了几分时尚气
息和青春意象。
  剧中舞台形式灵活多变，几个简单的表
演支点把3个相对独立的剧情串联在一起，观
众在行进中不断变化着观演视角，体验着参
与的快感和互动的快乐。变换场地的过程遇
到熟人，互相交流着和这场演出相关的话

题，边看边评，又是另一番惊喜，另一种不
同于传统剧场的新体验。整个演出空间是演
出的场所，也是熟人社交的平台，这也正是
演艺新空间复合性功能的新体现，它超越了
传统剧场单纯作为戏剧空间的功能，形成了
“演艺+”的新模式。这种独特的感官体验，
对于青年群体更具吸引力，也更有利于促进
文旅融合和城市文化消费，拉动济南夜经
济。就目前戏剧发展的多样性、探索性来
看，济南在省会城市中是比较传统的，因此
更急需像《如梦令》这样的先锋实验戏剧提
供丰富优质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从而提升城
市空间的文化品质和使用效能。
  如果从中国传统戏剧发展的历史来看，这
种创新模式也包含着对中国古老戏剧样式的借
鉴，主要表现在撂地演出以及一人分饰多个角
色等方面。《如梦令》中3段故事的男主人公
均由1位演员扮演，这种处理手法给今天的观
众带来了新鲜感，同时也是对中国传统戏剧精
神的致敬和回归。

  当然，这种庭院内的行进式演出会分流观
众的注意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观众对作品内
涵的理解，甚至走不进剧情，仅仅满足于现场
的热闹气氛。如何通过更密切的互动引导观众
更深入地思考，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这是从
故事创作之初就需要思考的问题。同时，从文
旅融合的角度来看，这种创新性的演出还应该
更多地融入地域文化元素，使其更具有地方文
化的辨识度，从而更具有吸引力。
  总之，《如梦令》演出的成功，意味着人
们对作品的接纳和欣赏，更意味着济南演剧市
场迈出了探索性的一步，为未来山东戏剧创作
的多样性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如果能够持续
打造和提升这一演出空间，它对周边商业、旅
游的引领带动作用将会不断显现。就像很多人
每年10月都会拥向乌镇，那是为了戏剧而去。
期待这种品牌效应在不远的将来也会出现在
济南。
  （作者系山东艺术学院教授，山东省文艺
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环境戏剧《如梦令》：是创新，也是回归

热


  □ 大众新闻记者 石念军

  时间非但没有阻断唐诗的世代传诵，反而让它的魅力历久弥新。
电影《长安三万里》上映时的轰动情景，央视总台文化节目《宗师列
传·大唐诗人传》的最新热播，《唐诗光明顶》《大唐诗人行》等新
书的畅销与流行，都彰显出唐诗独当一面的号召力与市场影响。
  唐诗作为一种文学记忆，何以历经1300年不衰？唐诗热，究竟是
“热”什么？

唐
诗

热
的
是
什
么

诗行里的盛世期许

  近年来，以唐诗为主题的新著层出不
穷。在《大唐诗人行》作者薛易看来，从
很大程度上来说，唐诗满足了当下人们对
于盛世的一切想象。
  他说，唐诗热的背后是对传统文化
高度的认同。现在的年轻人，经历了中
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有着十足的文
化自信。他们急切地想把这种文化自信
表达出来，怎样表达呢？孔子说，“不
学诗，无以言”。现在的年轻人知识面
比较广，表达方式也多样，但唐诗依然
是很好的表达方式，李白的“天生我材
必有用”“长风破浪会有时”等诗句，
一开口就有一种盛世的气象。
  比如，海纳百川。王维的“九天阊
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写的就
是万邦来朝的场面。唐代的长安是世界
性大都市，白居易的“百千家似围棋
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写的就是长安
的城市格局。在这里居住着来自世界各
国的使臣，还有数不胜数的胡商，这跟
今天的北京、上海等大都市有一定相
似性。
  比如，尚武雄强。如《大唐诗人行》
书中所写，贞观四年（公元630 年）夏天，
李靖将突厥颉利可汗押至长安。李世民将
颉利可汗大骂一通，颉利“哭谢而退”。
当时，李渊早已退位当了太上皇，但听说
这个好消息后，他仍然在凌烟阁摆酒庆
贺。李渊弹琵琶，李世民跳舞，用一场盛
大的狂欢，来洗刷被突厥欺辱的往事，这
种场面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随
后，唐朝又派兵攻占西域诸国，势力直达
葱岭以西，与波斯、印度相接。李世民的
“天可汗”名副其实。唐代的边塞诗，大
开大阖，气象万千。王昌龄的“黄沙百战
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翰的“醉
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等，都
特别有感染力。
  再比如，充满少年感。李白的诗中，
自始至终都有一种少年的意象，他即便到
了晚年仍然能写出“好为庐山谣，兴因庐
山发”，气势磅礴，这里面不仅是个人的
才华，也与时代气象有关。
  “大唐盛世让我们浮想联翩，给我们
想象力。追寻过去盛世的真实面貌，仍然
是为了热爱并过好当下的生活。”薛
易说。

一种更生动的历史文献

  事实上，唐朝并不都是盛世。整个唐
朝289 年，跟盛世有关联的连一半时间都不
到。但唐朝为什么以“盛唐”流芳千载？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或许是人们总是
习惯把唐诗作为认知唐朝的窗口，在唐诗
与唐朝之间简单画了等号。
  诗人对于时代社会生活具有代表性。
普通读者往往对诗人之名耳熟能详，而对
其作品全貌认知欠缺。谈及诗人所处的时
代背景和社会生活，更是模糊。久而久之
就形成一种模糊的概念化认知。
  “从根本上讲，唐诗也是一种文献，
而且比一般的文献更生动活泼。”薛易
说，唐代的诗人大多进士及第，本身就是
官员，是当时的政治和文化精英。他们的
求学、求仕、科考、从政等，都遵循一定
的轨迹。写诗只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甚
至不是主要部分，他们不是为了写诗而存
在的。正史往往关注帝王将相，对百姓的
普通生活记载比较少。而个人写作的唐
诗，正好可以作为历史的补充。
  比如，从杜甫、白居易等人的诗中，
就可以了解很多唐朝的社会细节。杜甫诗
中写：“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
钱。”反映了当时的酒价。
  但必须强调的是，唐诗只是历史的一
个断面，远不是唐朝的全貌。正如《大唐
诗人行》所强调的，“活生生的唐诗，要
去活生生的大唐寻觅”。要想让唐诗活起
来，先得让诗人活起来。只有努力还原历
史，探寻诗人的内心，把握他们的人生重
要节点，了解他们在时代大潮中的浮沉，
并且通过文字表现出来。这样的诗人才不
会平面化、脸谱化，他们的诗才不会碎
片化。
  虽然“诗歌的盛世”和“国家的盛
世”不能简单画等号，但二者关系密切。
薛易认为，国家繁荣昌盛才有可能“文
治”，诗歌才有勃兴的可能。国家“文
治”，科举制度才能真正实施，诗歌才有
用武之地。同时，诗歌也彰显了国家盛世
的气象。“诗歌的盛世”让“国家的盛
世”更有光彩。

“当下视角”里的共情

  诗歌毫无疑问是唐朝的主流文化。薛
易的新作《大唐诗人行》在第一章就开明
宗义：谁是唐诗第一人？根据他的考证，
当数唐太宗李世民。
  “李世民还积极倡导写诗。上有所
好、下必甚焉，写诗在唐朝蔚然成风。进
入开元年间之后，诗歌写作成为科举内
容，有了这样的指挥棒，诗歌也就更加普
及。”薛易说，相比之下，今天的诗歌写
作主要呈现的是私人化和圈子化特征。
  纵览当下的“唐诗热”，一个饶有趣
味的特点是，其代表性作品多有“媒体背
景”。比如曾经的媒体人、现在的自媒体
大V “六神磊磊”，先后出版《六神磊磊

读唐诗》《翻墙读唐诗》《给孩子的唐
诗课》《唐诗光明顶》等著

作，《大唐诗人行》作者
薛易的本职工作是

地方党报的评

论员，文化节目《宗师
列传·大唐诗人传》
更是由央视总台出品。
  “用当下视角看，时刻想着
现在。这可能是媒体从业者的特
点，总是忘不了当下。有当下的视
角，写东西能更好地与大众共情。”薛易
坦言。
  “这几天，我去了陕西历史博物馆、
青龙寺遗址博物馆、大明宫遗址公园等多
个地方，对古诗中的长安跟现实中的西
安，渐渐对上了号。对唐代诗人的生活也
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比如，从白居易住的
新昌坊到大明宫，打车需要30 多块钱。你
就知道白居易一早去上朝，不是件轻松的
事。”薛易说，“当下的视角”以及全媒
体内容形式的丰富性，让唐诗与大家的贴
近感更强，主题创造也就多了一些机会和
可能。

“唐诗热”加码文旅热

  “城市越来越注重挖掘传统文化。直
观而言，我觉得西安越来越像长安了。”
薛易说，在与当地文友交流时，很多人也
有同样的感受和观点。在他看来，这样一
种文化认同是尤为重要的。“同时，我也
能感觉到，很多对传统文化感兴趣的市
民，也无法把唐诗元素跟现实联系起来。
比如，唐诗中很多诗句提到乐游原，‘向
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乐游原上望昭
陵’等，但乐游原在哪里呢？很多人说不
清。其实就是在今天的青龙寺遗址。历史
上的乐游原有多大？学者们也说不清
楚。”
  这也让薛易更加注重思考唐诗与城市
的关系，以及唐诗赋能城市文旅的可能。
  “比如，济南这种历史悠久的古城，
怎样才能让人形成一种更鲜明的印象？”
薛易说，济南的唐诗元素最集中的算是大
明湖，杜甫写了“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
多”。但唐朝的大明湖是什么样？有多
大？很多学者也说不清。这种地理历史学
领域的知识普及，有必要再加强一些，让
更多人了解我们的城市文化。
  不只是济南。薛易认为，整个山东省
都可以考虑打好“唐诗牌”。今年，山东
发布了《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 加快旅游
强 省 建 设 的 行 动 方 案 （ 2 0 2 4 — 2 0 2 7
年）》，提出打造“见识齐鲁”研学旅游
品牌。唐诗是一个切口。在唐代，李白、
杜甫、高适等诗人，都曾漫游齐鲁，并一
度在此居住。也正是在山东游学期间，李
白初步完成了“人气”和“美誉度”积
累，为进长安、入翰林院打下基础。仅
李、杜、高三人的足迹和诗篇，就串起了
济南、青岛、济宁、枣庄、菏泽、泰安、
临沂、聊城、德州、淄博、潍坊、烟台等
大部分地区，俨然是一条“山东版唐诗之
路”。骆宾王、王维等都在山东生活了很
多年，但目前这方面的文旅开发并不多，
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在薛易看来，以“唐诗热”赋能区域
文旅品牌建设，当为一件双赢的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