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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约出游，为旅途添彩
王珂

“主旋律之年”带来怎样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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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一批重大题材影视精
品形成了广泛话题。与以往不同
的是，重大题材作品已经从“命题
作文”跃升为市场主流，它们共同
形成了影视领域的主旋律春天。

■ 从商业化回归艺
术本质

主旋律影视作品如何拓展市
场空间，始终是此类题材需要思
考的议题。从2009年的《建国大
业》开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
开始走出固有模式，展开了商业
化探索，“主旋律也可以很好看”
成为上一个十年大众形成的阶段
性认识。

而在今年，随着电视剧《觉醒
年代》《大决战》、电影《革命者》
《1921》的播出和上映，重大革命
历史题材影视创作和大众的市场
口味都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比如，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中的群星
战术，曾有效吸引大众市场尤其
是年轻人的关注，不断创下票房
奇迹，一度被视为主旋律作品成
功破圈的重要手段。而如今，这种
市场化手段越来越难以激起水
花，在今年的影视作品中，个别走
群星路线的作品甚至因为演员与
角色贴合度不高，让观众感到出
戏，拉低了作品整体评价。

对应的现象是，今年受到市
场热捧的党史题材佳作，既跳出
了过去重大题材创作中重还原轻
叙事的窠臼，又摒弃了流量化的
道路和商业大片模式。这些作品
并没有让年轻观众在星光熠熠的
电视剧里“数星星”，而是以演员
贴合角色为核心，把精力花在鲜

活生动的角色塑造和精彩故事情
节的营造上。尤其是像《觉醒年
代》《革命者》这样人气口碑俱佳
的影视作品，将写意与写实相结
合，形成独特的史诗气质，从中可
以明显感受到创作者不是在完成
摄制任务，而是作为创作的契机，
表现出强烈的艺术追求和开拓
精神。

《觉醒年代》对历史人物的焕
新解读，引发了一轮年轻受众群
体的认知更新，让当代的青年认
识到自己与一百年前那批“挺身
而出、慷慨赴死”的青年人之间的
联系。作品的难能可贵在于，让陈
独秀这个有功也有过的复杂历史
人物成为电视剧的双主角之一，
并且挖掘出那些淹没在历史洪流
中、以陈延年兄弟为代表的一批
革命者的故事。

随着剧集热播，那些在中国
近代史上熠熠生辉的人物成为了
真正魅力十足的大明星，焕发出
直指人心的震撼力。作品在年轻
观众中产生的强烈反响延续到了
剧外，升华了电视剧本身的意义，
显示出优秀主旋律影视作品的社
会价值。《觉醒年代》的网上评分
人数从首轮播出收官时的 2 万
人，暴涨到如今的31万人，这样
的长线效应在国产电视剧的播出
中前所未有。这充分说明，如果重
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可以塑造出
真正映照历史与现实、可以与当
代年轻人对话的历史人物，就会
受到年轻人的喜爱。

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伴
随着时代发展，年轻受众的审美
能力、鉴别能力、判断能力，以及
对严肃题材和主流价值的认同感

都在发生着改变。对于重大革命
历史题材创作者来说，与其把心
思用在作品包装和花哨的概念
上，不如回归艺术的本质和历史
的真实，创作出具有长久艺术生
命力的精品力作。在如今的时代
语境下，真正好看又走心的主旋
律作品一定会受到年轻人的追
捧，也必然会成为市场爆款。

■ 人性化创作还历
史人物真实血肉

纵观今年从小荧屏到大银幕
受到热捧的红色题材，都是将每
个革命者放到“人”的视角去解
读，不回避曾经走过的弯路，不掩
饰曾经遭遇的困难。

《觉醒年代》开篇，陈独秀在
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决心为中国
寻找新路，致力于思想启蒙，并
为自己立戒“二十年不谈政治”，
当易白沙向他哭诉“二十年不谈
政治行不通”，李大钊告诫他“放
弃幻想，准备战斗”时，都没有直
接说服他。真正让陈独秀觉醒的
是五四运动，剧中通过五四运动
中学生被关押时陈独秀的痛苦，
表现了他思想的裂变。看到上千
学生因为抗议不平等的《凡尔赛
和约》被关押，陈独秀思想崩溃
了，他追求了大半辈子的资产阶
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破灭了，他
缩在北大红楼的墙角里，思想在
挣扎，直至最后迸发出一句“共
和死了，我不会死”。通过五四运
动一路成长起来的陈独秀，最终
树立起马克思主义信念，他和李
大钊那个齐头并进、步调一致的
特写镜头更显得意味悠长，成为

剧中对“道路”又一个经典的诗
意化表达。一路追剧的观众看到
这里也会明白，觉醒先驱们的思
想转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他们
唤起一个古老民族的觉醒有多
么不易。

在电影《革命者》中，张颂文
还原了一个至情至性的李大钊，
观众评价他演得踏实又深情。原
剧本里写：李大钊在开滦目睹矿
难惨状，发表了一段演讲。但当天
拍摄时，听到现场孩子的啼哭、老
太太问“大钊先生，我们该怎么
办”，所有工人都在等着李大钊演
讲时，张颂文突然放弃了。他说：

“我讲不出来。”他认为，当李大钊
看到那般惨状时，以他那颗怜悯
苍生的心，不可能继续慷慨激昂
地演讲。这场戏，张颂文挪到了李
大钊回北大后，“等他清醒过来，
他才能演讲。”

在这些作品中，革命者卸掉
了光环，他们是先驱，也是有着七
情六欲的常人。人性化的创作理
念才会让观众感到历史人物的真
实和亲切，这是主旋律作品能够
被年轻人广泛接受的重要原因。

■ 在历史留白处展
开艺术想象

今年形成热议的几部重大题
材影视作品，都是围绕党史中重
要事件和重要人物展开创作，从
不同切入点呈现历史横截面。重
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一个局限
在于，它有标准答案，因为真实的
历史已经在那里，在依托历史的
同时，如何赋予作品戏剧性，挑战
每一个创作者的水平。

在历史的留白处展开合理想
象，进行戏剧化处理，是重大题材
创作的必修课。电视剧《大决战》
凭借出色的镜头语言，鲜活的人
物群像，以及对众多历史名场面
的完美还原广受好评。剧中国共
两党重庆谈判的一幕并非扁平、
空洞的还原历史事件，而是抓住
人物塑造，在历史事实和艺术虚
构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让历史
变得生动起来。

典型的例子还有《觉醒年代》
中陈独秀父子的情感戏，编剧龙
平平通过这段完全虚构的剧情，
讲述了两代革命者的性格碰撞、
思想冲突。陈独秀最初是在民族
主义者的立场上寻找救国之路，
陈延年则一度是无政府主义的
信徒，坚决反对暴力革命。在长
期的社会实践探索以及对抗反
动政府的过程中，父子二人从互
相理解到互相启发，最终在共产
主义的革命信仰上走向统一。他
们在性格上有着同样的倔强，呈
现了一种典型的中国式父子关
系，整部剧中父子间的各种纠结
都在为这条情感线积聚力量，直
到最后爆发为父子惜别时一个
催人泪下的拥抱，再配合“闪前”
的平行蒙太奇营造出生死离别
的效果，构成了强烈的艺术感染
力，成为全剧最大的情感共鸣点
之一。这种精巧的戏剧化处理将
家国情与父子情融合在一起，大
大丰富了作品的可看性，高浓度
的情感叙事打通了历史长河，观
众可以毫无阻碍地通过情感入
口穿越百年，在润物细无声中感
受信仰的力量。

（《北京晚报》邱伟）

暑期到来，很多景区又迎
来了游客高峰期。一些细心的
游客发现，与前些年相比不少
景区排队买票的现象少了，参
观秩序也好了很多，这很大程
度要归功于预约出游。近年来，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快速发
展，手机点一点、提前订门票的
预约出游，渐成一种新风尚。尤
其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互联网预约出游不仅成为保障
安全、有序出游的重要管理手
段，也成为景区实现精准化、智
慧化管理的有效方法。

预约旅游的纵深推进，离
不开政策与实践的共同发力。
就政策来看，从《关于进一步激
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意
见》到《关于深化“互联网+旅
游”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
意见》，再到《“十四五”文化和
旅游科技创新规划》，“预约”都
是其中重要的关键词；就实践
来看，各大景区、相关旅游企业
都在积极探索和布局预约旅

游。以贵州安顺黄果树瀑布景
区为例，以往每逢节假日，排队
买票、入园的游客便挤满了景
区售票处和入口。如今，景区实
行分时段实名预约参观，很好
地疏导了高峰客流，有效改善
了游客体验。可以说，预约旅游
正被社会各方所接受，成为大
势所趋。

预约出游不仅给游客带来
实实在在的便利，也为景区创
造了发展新机会。在智慧旅游
的大背景下，互联网预约购票
系统沉淀出客流标签化大数
据。通过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
景区可以更加精准地感知游客
需求，进而提供更有针对性的
产品和服务，制定更有效的营
销推广策略。比如，景区通过对
游客来源地数据的分析，根据
不同地区游客在不同月份的到
访人次，推出更符合游客口味
的餐饮服务。再如，通过对客流
大数据的分析，可以更好地开
发多元化旅游消费服务，帮助

一些景区摆脱“门票经济”，实
现更加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与此同时，和游客的实际
需求相比，我国预约出游的普
及率和便利度还有待进一步提
升。有调查显示，我国景区门票
线上化率、服务数字化程度都
有待提高。还有一些景区，门票
预约服务虽然已经线上化，但
相关硬件设施和配套服务不完
善，消费者通过手机查询预约、
购票等信息的便利度还不够，
影响了人们预约出游的实际体
验。当前国内旅游者消费升级
意识明显，如何让预约旅游更
好服务游客、激发市场主体能
动性，不断推动旅游市场高质
量发展，相关工作还需要不断
积极探索完善。

对于旅游景区来说，拥抱
新技术容易，但还要在细节方
面下功夫。门票销售从线下转
到线上，不仅需要重建一套销
售信息系统，还要对景区工作
人员开展相关培训，也要安排

工作人员帮助老年游客等特殊
游客进行预约，减少因购票方
式变化带来的不便。在为游客
提供更优质服务的同时，也要
切实做好数据安全工作，防止
游客隐私数据泄露，让预约出
游给人们的旅途添彩不添堵。

当前，我国旅游市场正加
速复苏，提升旅游体验是关键
发力点。无论是景区实现游客
的科学导流，还是用好预约数
据为品质服务锦上添花，大力
推广预约出游都是非常有效的
一招。政府相关部门、景区、平
台和游客形成合力，共同推动
预约旅游更加普及，才能让旅
途更安心、放心，为旅游高质量
发展注入更强动力。

古宅光影古宅光影 王泽民王泽民 摄摄

在家乡祁东的地
方名菜中，夫子菜无疑
是要占一席之地的。

夫子菜名为菜，实
为肉，是我最爱的家乡
美食之一。做夫子菜是
有讲究的，多选肥肉为
料。猪背脊上的厚肥
肉，还有肥瘦相间的五

花肉，都是上上之选。做夫子菜不复
杂，将猪肉洗净，切成豆腐干那样的厚
薄大小，拌上点生抽和食盐腌上一会，
再在一碗米麸（即米粉）里打两个滚
儿，然后置于一个铺了稻草的铁丝搭
子上。

一直以来，我都认为夫子菜应该
叫麸子菜才会名符其实。夫者麸也，没
有加米麸就只是烤肉，加了米麸才能
叫夫子菜。我猜，夫子菜或许是一种不
经意的简写或懒写吧！我甚至曾臆想，
夫子菜也如东坡肉一样，出于某位古
代文人之手。正好，我们衡阳在明末清
初出了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王船山，后
人尊称其为王夫子，这夫子菜莫不是
因他而名？

此是题外话，再接着说夫子菜的
做法。铁丝搭子下面是一灶膛的炭火，
热气直往上逼，上面则盖着锅盖，使得
热气又下压回环，肉在里面又烘又蒸，
很快就会变得金黄。其间，将夫子菜翻
几个身，一种惊艳的金黄色泽便呈现
在了人们面前。

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须臾离不得人
的。肥肉被火烤，不一会儿就会流油，顺
着铁搭子上的稻草，滴入灶内火炭中，一
不留神就会引起明火，酿成火灾。

烘夫子菜对火候的把控很重要，火
大了容易将肉烤焦。因此最好是用小的
炭火，慢烤细烘，让热力从外到内一丝
丝地渗透进去，这样才能慢工出细活，
做出漂亮而味美的上等夫子菜。

所谓上等夫子菜，那真个是色香
味最为完美的组合。经过恰到好处的
烘制，那肥的再不见半点白，已变得里
外一色，微黄通亮，有如玉石玛瑙般晶
莹剔透，间或可见根根血丝仿如镶嵌
其中的红色纹理。一口下去，香甜满
嘴，稍含即化，油而不腻。

夫子菜与烤肉均要经历火炙，两
者乍看相似，实则大不相同。与烤肉相
比，夫子菜多了米麸，其份量虽少，重
要性却不可低估。一是米麸会赋予夫
子菜一股特殊的五谷香味；二是米麸
减少了肥肉的油腻感。当然，米麸不能
粘得太多，否则如厚厚的锅焦，就会影
响口感。只需薄薄一层或星罗棋布便
可。唯其如此，才能显出夫子菜的独具
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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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首个
古建筑保护性改造的
艺术空间揭幕

新华社拉萨7月25日电（记者
金一清 司源）7月25日，西藏首个由
古建筑保护性改造而成的文化艺术
空间吉本岗艺术中心在拉萨正式揭
幕，并推出首场艺术展览。据了解，
吉本岗艺术中心是在具有近两百年
历史的吉崩岗拉康的基础上进行保
护性改造建成的。

吉崩岗拉康是拉萨现存唯一一
座坛城结构古建筑。“拉康”为藏语，
意为宫殿。吉崩岗拉康内部保留有
大量清代壁画，曾是拉萨古城地标
之一，对于西藏建筑、艺术、历史的
研究具有较高价值，是拉萨市级文
物保护单位。

2018年，拉萨市城关区文旅部
门着手对吉崩岗拉康进行修缮，并
与当地文化艺术品牌“醍醐”合作，
以“古建公益性再利用、共建公共文
化场所”为目标，将该古建筑保护性
升级改造为吉本岗艺术中心。改造
面积约800平方米。

吉本岗艺术中心的落成，让曾经
的拉萨古城地标重新焕发活力，将有
效助力当地公共文化服务质量的提
升。吉本岗艺术中心负责人方堃说：

“今后将与一线文化艺术机构合作，
持续推出公共文化教育活动，用当代
语言、多元形式传递传统文化。”

新华社福州 7 月 25
日电（记者 邰晓安 施雨
岑）中国“泉州：宋元中国
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项
目，7月25日在第44届世
界遗产大会上顺利通过审
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成 为 中 国 第 56 处 世 界
遗产。

位于闽南沿海地区的
泉州古称“刺桐”，至今已
有1300多年历史。宋元时
期，泉州在繁荣的国际海
洋贸易中蓬勃发展，成为
各国商旅云集、多元文化
交融的“东方第一大港”。

“泉州：宋元中国的世
界海洋商贸中心”是10世
纪至 14世纪产生并留存
至今的一系列文化遗产，
分布于以今天泉州城区为
核心的泉州湾地区，包括
九日山祈风石刻、市舶司
遗址等22个遗产点。

第 44 届世界遗产大
会7月25日的会议决定认
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
界海洋商贸中心”反映了
特定历史时期独特而杰出
的港口城市空间结构，其
所包含的 22个遗产点涵
盖了社会结构、行政制度、
交通、生产和商贸诸多重
要文化元素，共同促成泉
州在公元10世纪至14世
纪逐渐崛起并蓬勃发展，
成为东亚和东南亚贸易网
络的海上枢纽，对东亚和
东南亚经济文化发展作出
了巨大贡献。

宋元时期，各国商人、旅行家和
传教者经由海上丝绸之路来到泉
州，“市井十洲人”共同促成了这座
东方大港的繁荣，他们的后裔今天
依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古波斯、阿
拉伯、印度和东南亚等外来文化，在
泉州与中华文化交融互鉴共存，成
就了这座城市多元、开放、包容的
特质。

教育部副部长、中国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任、第44届
世界遗产大会主席田学军表示，世
界遗产委员会一致决定将“泉州：宋
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体现了世界遗产
委员会对泉州作为宋元中国杰出的
对外经济与文化交流窗口、海上丝
绸之路重要节点以及世界海洋贸易
中心港口杰出范例所具有的突出普
遍价值的高度肯定，也体现了国际
社会对泉州项目在推动文明交流互
鉴、促进可持续发展、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方面具有的现实意义和历史
价值的高度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