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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不少新剧开播，《橙
红年代》相对出色，陈伟霆突
破自身的尝试收获好感，但
作为流量演员，他的流量已
不是最为关键的，剧的整体
品质好，才留下了一批观众。
按照今年的经验来看，光靠
流量演员推剧已经是过去时
了，如《天盛长歌》《如懿传》

《武动乾坤》等所谓“剧王”，
最后都没能戴上桂冠。热剧
推演员的趋势却逐渐明朗，
选流量，还是选演技？制作方
不应该纠结，而是要研究观
众预期，朝观众期待的方向

努力，就可能成功了。
在《橙红年代》中陈伟霆

不再妆容精致，而是变身糙
汉，甚至穿着乞丐装。他此番
的自我挑战收获了一波热度，
但如果想得到更全面的好评，
仍然要依赖该剧后续在故事、
话题、其他人物等方面的表
现。事实上，演员从来就只是
一部戏的其中一个环节，如果
剧的整体不出色，单个演员再
有热度、演技再好都无济于
事，今年许多国产剧的表现
已经反复说明了这个问题。

《脱身》《天盛长歌》《如懿
传》《武动乾坤》等剧的品
质，观众意见严重分化，更
严重的是，剧情、角色无法让
人有共鸣。另外，这些大明星
主演的带剧能力也存疑。他们

有人气、有地位，基本观众非
常稳固，但大量的路人观众不
能通过这些戏被圈粉。

传统意义上的流量明星
已经不走俏了吗？除了已播作
品，接下来，郑爽、赵丽颖等流
量演员都有新作亮相，说明流
量演员在市场上依然占据重
要一席。虽然剧组选演员的

“唯流量论”受到业内质疑，可
流量的确是门槛之一。但是，
目前，对流量演员、大明星而
言，挑选剧本、角色和主创团
队的眼光应该提高了，否则总
是演口碑差的剧，对自身热度
是一种消耗。演员的成长就是
累积演技和等待好戏的过程。
一个演员有流量或者演技好，
但是作品制作很粗糙，也白费
了心力。反之，如果碰到一个

好剧组、好剧本，天赋没那么
好的二线演员遇上会调教的
导演，只要用心揣摩人物，也
能演绎出贴近人心的角色，从
而获得好评。

当然，一部剧火还是不
火，能不能推出演员，是市场、
演技、剧情、制作和档期等多重
作用的结果，一味追求流量或
者一味看重演技，都是无用功。

《如懿传》和《天盛长歌》这种把
好牌打烂的情况实在出人意
料，如《延禧攻略》这般把看起
来普通的牌打好也是奇迹。因
此，如果制作方能在最初组盘
时多了解一下观众对该剧品质
的预期，只要他们朝着观众期
待的方向努力，这部剧可能就

“成”了，演员自然就跑出来
了。 （曾俊）

文/片 本报记者 凌文秀

因何报废，已成谜

1289年，为了缩短航程，元
世祖下令开凿会通河即山东运
河，从东平路须城县(今山东东
平)安山西南，到临清抵达御河。
两年后，又开凿了从大都（今北
京）到通州的运河。这样，南北大
运河全线开通，连接海河、黄河、
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
运河漕运可以一路从京师到最
富庶的江南。

元代大运河是交通要道，漕
运（调运粮食）一直是军队负责、
政府管理。大运河两岸也有站
船，负责传递公文，接待信使、往
来使臣、下番百姓及随从使臣。
赴京赶考的举子、上京面圣的官
员、离京赴任的官员，也多乘官
船。我们可以想象，运河帆樯如
林，舟船如练，拉纤号子响彻云
霄，码头上货物堆积如山，商贾
云集，一片热闹繁荣景象。

为了保证安全，历史上有段
时间，官船执行十年退役的规
定。一天，在会通河上，一艘被清
理完物品后的官船结束服役，宣
布报废，不再航行。时光久远，我
们很难了解，这艘官船是达到了
当时“十年报废”的期限报废，还
是在会通河这段难行的河段中
船身受损，没有办法到最近的修
船厂维修，只能选择原地报废。

它到过长江中下游

600多年间，朝代更迭、运河
断流，那艘退役的古船也早就没

人记得。直到2002年，聊城运河
改造，施工人员在闸口（明清通
济桥闸）北运河河床的东侧发现
了体积较大的木头埋藏在河床
底。文物专家们迅速组队抢救性
发掘半个多月。

专家们从地面开始逐层挖。
先是约半米深的黑淤土，里面掺
杂着近代的砖、瓦、瓷片等。再往
下15厘米是浅黑淤土，有些明清
瓷片。继续挖是黄褐色土,挖出
了些元代瓷片。随着挖掘木头形

貌的慢慢显现，一艘古船残骸出
现了，它来自遥远的元代。

古船内物品不多，只有4件
瓷器，两个瓶、一件碗、一件豆，
基本保存完整，应该是行船时用
来吃饭、储酒或储水的。专家们
猜测船只应该清理过才废弃不
用的。古船的两侧外板、船尾封
板残缺，首封板部分也残缺，出
土前又不幸被挖掘机挖去部分
船体。但据存留的铁钉和钉痕安
装的痕迹，可知这艘船有13个

舱。在残船底部的木缝隙中，发
现一个小钉螺。钉螺，只存在于
长江中下游地区，古船到过长江
中下游的秘密被发现。

古船船首平头、前倾，尾封
板为略呈后倾的平板，船外板是
上好的杉木，首封板为杨木，专
家鉴定，它是元代航行于运河主
航道的内河船。文物专家和船舶
专家会聚一堂，帮助古船恢复了
原貌。依据古船残骸数据，再参
考已出土的山东菏泽元代运河
古船、山东梁山县明初军用运输
船等古船的尺度比等，专家们估
算出聊城元代运河主航道的这
艘古船长19 .80米，同时，绘制出
复原图进行恢复。

这艘古船在聊城中国运河
文化博物馆的展厅内完成修复、
复原后就长久停留于此。迄今为
止，它是京杭大运河主航道出土
的唯一一艘元代古船。

古船工艺领先于世

在发掘和复原过程中，古
船向我们展示了防水舱的设
计、铁钉连接船体的技术、捻缝
工艺等多项工艺，在造船上，中
国曾经领先全球，这艘船就是
实物证据。

晋代，中国发明了水密隔舱
技术（防水舱技术），继江苏如皋

出土的唐船及中国各地出土的
唐代以后不同历史时期的多条
中国古船后，聊城古船又一次以
实物证实了中国古代发明的水
密隔舱技术。

聊城出土元代古船的建造
也使用了方钉、钩钉、扁头钉和
蘑菇钉，而这些零部件在中国古
代很早就被用于连接船体。用铁
钉连接船板，方便快捷、牢固可
靠、船体不易变形。1978年，河北
省出土了公元前310年中山国国
王墓，墓内的葬船坑曾经存放过
几条豪华游艇，船板之间就是用
铁箍连接的。秦汉时期，木板船
已普遍用铁钉连接了，长沙出土
的西汉16桨船模有模仿的铁钉
眼。而一直到1431年前后，日本
造船才开始用片状铁钉连接船
板。而在东南亚和阿拉伯地区，
在很长历史时间内是以棕绳或
椰绳穿拴船板。这说明了，中国
造船术曾多么领先和超前。聊城
出土的古船以铁钉连接船体的
技术，是中国古代传统建造工艺
的又一例证。

这艘承载人类文明的“诺亚
方舟”既反映了中国先进的造船
技术，显示了中国古代船匠的聪
明才智，也见证了那一时期大运
河繁荣的漕运历史，更是给后世
留下了比任何历史文献记载更
为宝贵的“历史”。

所所谓谓““剧剧王王””，，为为何何都都没没能能戴戴上上桂桂冠冠

天天娱评

古船档案
时代：元代
身份：退役官船
收藏单位：聊城中国运河文化
博物馆
国宝留言：京杭大运河主航道
出土的元代漕船，就我一艘。

元元代代古古船船见见证证运运河河繁繁华华
600年前，元代大运河船流如织，常见一些统一制式的漕运船

只。它们一生漂泊，看过京城的繁华、见过孔孟之乡的礼仪、目睹过
江南鱼米之乡的富饶……但过眼繁华皆成往事。2002年一艘沉睡了
很久的元代漕船，从淤泥中苏醒，诉说着往昔的光彩历史。

古古船船上上的的方方钉钉、、钩钩钉钉、、扁扁头头钉钉和和蘑蘑菇菇钉钉。。

┩刀盗

这是展馆陈列的复原版元代漕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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