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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打着着情情怀怀的的名名义义炒炒冷冷饭饭

张莹

《大话西游》又要上映了，主
演是周星驰、朱茵，这个新闻让
人有时空穿越的感觉。据说是22
年前的原版电影增加了10分钟
素材，改名《大话西游之大圣娶
亲》又拿出来卖钱。这到底是卖
情怀还是炒冷饭？

1994年拍摄的《大话西游》一
直不温不火，但在文青富有“情
怀”的解读下，它变成了一种标
榜，“欠周星驰一张电影票”呼声
渐高。这不，还电影票的机会来
了，《大话西游》20周年，即2014年
10月，胶片版《大话西游》被转换
成数字版重新登陆各大影院。

电影出品方或许会猜，那些
年轻时看它被“我希望是一万
年”感动的观众，历经岁月磨砺
后，在鸡汤文的点拨下，可能对
电影的感悟变成了“男人的觉悟
就是女人的绝路”。倘若他们又

感同身受了，或许就会买票去影
院缅怀。然而，尴尬了，片子上映
十天仅收获2000万票房，相比3D
重映版《泰坦尼克号》的9 .47亿票
房，只能用“惨淡”形容。

是情怀营销的失利，还是炒
冷饭的恶果？在我看来，《大话西
游》2014年重映时炒冷饭的做法
很没诚意。搁置了20年的电影，
且不说当年的制作水平、特技，
就是电影表现手法也有一定局
限性，仅转制成数字版拿出来卖
钱，无法吸引观众进影院。4月即
将上映的《大话西游之大圣娶

亲》就更可笑了，三年前第一次
重映时，说要把《大话西游》做成
3D版，看来3D是懒得做了，只给
加了10分钟素材。“历时105天对
素材进行了逐帧修复，将画面质
量提高到2K高清”，就是告诉观
众没啥变化，再看一遍吧。这样
做电影，真把观众当傻子了，现
在电影技术已经达到4K了，就是
喜欢到必须去影院缅怀一下的
铁粉，也没感受到诚意。

20多年前，周星驰筹建了他
的第一家电影公司，他要独掌大
权自编、自导、自演完全属于自己

的影片。他拍《大话西游》的初衷
是打造成功的商业片，可惜票房
惨淡，公司破产。后来，周星驰独
有的“无厘头”叙事风格被逐渐认
可，影迷衍生出很多亦正亦邪的
解读。这恐怕让周星驰始料不及，
但却是“大话”在岁月磨砺中变成
经典的重要原因，也是奠定周星
驰品牌价值的主要作品。

然而，经典是用来缅怀的，不
是拿来反复卖钱的，如果营销和情
感拎不清，那么市场的约束力会告
诉你，打着情怀的名义炒冷饭，只能
把“大话西游”从神坛上拉下来！

本报记者 师文静

谁都有寻好剧的本能

这两天，山大历史系毕业
生、历史剧爱好者李小霞正在
看《大秦帝国之崛起》，作为忠
实的“大秦迷”，她是在“复习”
前两部《大秦帝国之裂变》《大
秦帝国之纵横》中等来了该系
列第三部的开播。“前两部珠玉
在先，第三部甚是期待。第一部
的风格与小说完美契合，台词
尊重原著，还有点儿陕西方言
土语的味道。第二部胜在与真
实历史更契合，人物更丰满，不
再脸谱化。第三部延续了第二
部的风格……”作为历史迷，除
了历史大背景、大事件，李小霞
更喜欢考证“钻研”一些细节。
比如芈八子与义渠王的儿子，
在年龄上与秦昭襄王的大小关
系、芈八子的故事与《史记》中
的出入等。

与李小霞被历史剧“俘获”
一样，当下网络上正流行一股
年轻人集体看历史大剧的风
潮。除了“大秦”系列，《大明王
朝1566》《雍正王朝》《康熙王
朝》等严肃历史剧热度与口碑
齐飞，这几部剧被网友打到了9
分左右的高分。沉寂十年，严谨
认真的历史正剧看起来似乎与
时尚的年轻人风格不搭，但这
些剧的回暖，确实有着年轻人
的“功劳”。

这波历史剧热，带有明显
的年轻化特征，这从年轻人聚
集的网络播出平台争相花大价
钱购买版权就能看出。“二次元
文化”聚集地B站上，年轻人追
剧追得很热闹，很多人以为社
交媒体上的年轻人大都是玩着
看剧的，如做表情包、弹幕吐槽
等，但如果仔细看，你会发现，
他们中很多人会在社交媒体上

认真地写剧评，参照《史记》《明
实录》等来解读这些剧，即便做
弹幕，也用《过秦论》。深埋在历
史书籍中的“家国”“朋党”“天
下兴亡”“连坐制”“重农抑商”
等，被讨论得头头是道。

所以，无论电视剧的技术
如何进步，内容、制作等根本性
的东西才是关键，年轻人也有
寻找好剧的本能。

快餐文化下的主动选择

火起来的这几部剧，与一
众人气流量明星担任主演，依
赖修图、抠像等制作的古装IP
剧不同，不仅服装、道具、场景
讲究，试图还原历史，更是“内
容为王”，编剧、演员在剧上下
大功夫，故事好，有内容，年轻
观众很识货。

之前看偶像剧《大汉天子》
时被金灿灿的帝王朝服所雷倒
的李小霞称，看《大秦帝国》时
则舒服多了，“真想告诉导演，
不是所有帝王的服装都是金灿
灿的，汉代是崇尚黑色的，官服
也尚黑，不可能满屏金灿灿。

《大秦帝国》那种切合历史时代
感的‘服化道’很厚重，无论是
风俗礼制、人物仪态，还是群雄
争霸的恢宏战争场面，都没有
太多槽点。”

李小霞说，这些剧的演员
阵容也很强，不仅实力派演员撑
场，而且像《大明王朝1566》《北
平无战事》等剧都是中老年话剧
演员班底，这阵容放在现在很奢
侈，演员的敬业状态也是当下的

“鲜肉”“鲜花”无法比的。“现在
我看的都是老剧，严肃历史剧多
少年出不来一部，基本绝迹了。
它们放在当下电视剧市场来看，
精致、震撼、醇厚、顶级，基本上
是文化奢侈品。每年拿出来看一
看，调节一下口味，天天被文化
快餐包围着，也应该看些有营养

的东西。”

爱上历史剧的内涵

同样爱好历史剧的大学生
宏洪告诉记者，这类剧能吸引

“学生党”的目光，是因为它严
谨、真诚，不像现在流行的古装
剧，打着“历史创作”的幌子，将
正史改成了野史，将野史改成
了乡野传闻，甚至是套个朝代
胡编乱造。“严肃的剧虽也有艺
术创作和加工，它不是历史的
纪录片，但能品出更多正能量
和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用李小霞的话说，喜欢《大
秦帝国》是因其所展露出来的
春秋战国时期宏大的历史魅
力，“春秋战国群雄争霸，各种
改革外交策略激荡其中，产生
了众多挥斥方遒的智者，他们
身上意气风发、热血豪迈的精
神，正是我们年轻人所崇拜的。
比如商鞅、范雎、张仪、苏秦、廉
颇、蔺相如等名士、将臣，他们
恪守信仰，励精图治，甚至奋斗
牺牲。”

被刷到9 . 6分的《大明王朝
1566》堪称大学生心目中的神
剧。宏洪告诉记者，该剧刻画了
在贪墨横行、民不聊生的背景
下，人性更加复杂的海瑞、严嵩、
张居正等一众人物形象。“剧中，
关于程朱理学、儒家文化等传统
文化都在整顿吏治、反腐肃贪、
经济改革等进程中得以体现，观
众能从中寻找到情感的共鸣，学
会包容地看待历史、看待世界。”
可以看到，一些年轻人看剧聊历
史，所激发出的话题已经超出了
电视剧人物故事的范畴，进入了
对政治、文化甚至法律和家国情
怀的讨论。

宏洪还称，“渗透着传统文
化、民族精神的东西有内涵、有价
值，有生命力和感召力，这也是年
轻大学生喜欢历史正剧的原因。”

天天娱评

近日，“良心剧”《大秦帝国之崛起》收官，引爆一股历史正剧热
潮，年轻网友和“学生党”纷纷将十多年前的优质剧《大明王朝
1566》《张居正》《汉武大帝》《雍正王朝》刷红。在古装IP剧盛行的当
下形成了一股“逆流”，引人关注。

谁谁说说他他们们只只关关注注娱娱乐乐、、时时尚尚、、表表情情包包！！

年年轻轻人人为为何何
刷刷红红历历史史正正剧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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