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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周围，有人像家
长一样，生怕新兴的某种热
潮带坏了自己的孩子。这不，
最近手游《王者荣耀》爆红，
大家又开始操心起来。在这
部游戏里荆轲是女的，大诗
人李白变成刺客，角色设定
很毁三观，很多人据此批判
该游戏“篡改历史”，为了利
益误导小学生，影响极其恶
劣。

篡改历史的大帽子，被
扣到了一个手机游戏的头
上，在我看来是完全没有必
要的。以个人愚见，手游对历
史的这种“篡改”，并没有太
大的害处，毕竟这只是个游
戏而已。

玩过《王者荣耀》的小学
生“以为荆轲是女的”，这口
黑锅看似很沉重。指责者似
乎很少反向思考一下：一个
小学生，如果不玩《王者荣
耀》，他有多大的可能性在这
么小的年纪就知道“荆轲”这
个人？别人我不知道，至少在
笔者的小学阶段，别说荆轲
和刺秦王这些故事，连“荆
轲”这俩字都属于超纲生字。
如此说来，我们不仅不应该
指责《王者荣耀》扭曲了小学
生的历史观，反而应该感谢
它帮孩子建立了对一些历史
人物的基本概念，虽然这些
概念确实有些“扭曲”，但总
比扭无可扭强点吧？

您可能会反驳：你这是
强词夺理，这破游戏对历史
的扭曲太严重了，孩子要建
立基本的历史概念，那也得
从一些正经的历史通俗读物
里获取！

要是这么说，那我还真
得跟您抬抬杠，我们印象里
所谓“正经”的历史通俗读物
对历史的扭曲其实未必比游
戏好多少。就说那本《三国演
义》吧，大部分中国人对三国
时代的最初概念都拜这本书
所赐，可是里面人物的形象
有多扭曲呢？最深入人心的
关老爷的标准照“手拿青龙
偃月刀，胯下赤兔马”就是假
的，赤兔马正史无载，青龙偃
月刀则更不可能——— 由于马
镫当时尚未发明，关羽骑在
马上根本舞不动这种宋代才
有的双手兵器。其他诸如诸
葛亮盗用周瑜的“羽扇纶
巾”、子虚乌有的美人貂蝉，
还有三英战吕布、千里走单
骑、跃马过檀溪、借东风、七
擒孟获都是罗贯中等后人

“歪曲”“篡改”出来的。
可以说，除了给历史人

物做“变性手术”算是《王者

荣耀》的创新，其他“扭曲”历
史的那些招，你一样不少都
能从《三国演义》之类的“正
经”书里找到。

但是，你能说《三国演
义》对人们了解历史有害吗？
恰恰相反，《三国演义》至少
提起了人们了解那段历史的
兴趣，使三国史成为中国乃
至整个东亚最为人熟知的历
史。前几年日本讲谈社出了
一套严肃历史科普读物《中
国的历史》，编写三国卷的京
都大学教授金文京就在序言
里坦言，他对三国历史最初
的兴趣就来自于《三国演
义》。由此可见，对于通俗文
化来说，能否激发兴趣是最
关键的，至于扭曲与否，其实
无所谓，孩子日后若真要立
志搞历史研究，自然会纠正
过来。

事实上，真要比起来，游
戏对历史的扭曲，远比很多
其他形式的文化轻得多。君
不见眼下多少电视剧、畅销
小说，公然打着“历史正剧”
的旗号胡编乱造，把封建专
制时代的专制帝王描绘得慈
眉善目，把穷兵黩武的皇帝

写成雄才大略。相比于这些
难以提防的“隐形扭曲”，《王
者荣耀》等游戏的“扭曲”至
少是易于识别的，至少人家
在游戏的背景设定中写了

“本故事纯属虚构”，比那些
口口声声要“还原历史”的作
家、大编剧们要良善多了。

对游戏“扭曲历史”的过
分苛责，在我看来其实是当
下的一种偏见使然。从很久
以前起，很多人就视游戏为

“电子海洛因”，甚至是需要
电击治疗的“病”。而在不少
国家，游戏很早就被视为与
雕塑、绘画、诗歌、电影等齐
名的“第九艺术”，深刻影响
了世界的流行文化。美国前
总统奥巴马甚至曾经专门拨
款搞过一个项目，研究如何
让美国中小学生在玩游戏中
就把知识学了。在游戏产业
如此日新月异的当下，再抱
着过去那种既有的偏见，找
到个罪名就大呼小叫地往游
戏上扣，这实在是一种很不
雅也很“老土”的行为。

说到底，真正“扭曲”的，
怕不是游戏，而只是我们那
颗怀有偏见的心。

□王昱

手游《王者荣耀》

只是个游戏而已

【文化论坛】

一个人从出生到老去，
肯定都有过自己最珍爱的物
件。这种珍物也许并不贵重，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总能够
或多或少地唤起我们对旧时
光的感念，想起曾经发生的
或温馨或苍凉或感动的故
事。谭盾的指挥棒、钱理群的

《鲁迅全集》、李宗盛的笔、杨
丽萍的菜篮子、王澍的钟繇
字帖、贾樟柯的故乡酒、金宇
澄的船钟、叶兆言的旧电脑、
林怀民的手抄《心经》……由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珍
物：中国文艺百人物语》展现
了一百位文艺界人士关于

“珍物”的答案。他们回望生
命中最重要的记忆与物件，
讲述陪伴他们成长的“珍物”
的独特故事。不管是具象的
物，还是时间馈赠的礼物，背
后是每个人独一无二的成长
经历，亦留下一个时代不可
磨灭的文化印记。

全书共分“唤醒：时空隐
语”“印刻：光阴迭变”“传承：

家的秘密”“追寻：光耀生命”
“灵犀：人生旅伴”五辑。撰稿
的作者及受访者囊括了当代
中国文学、艺术、建筑等二十
个领域里富有个性和卓有成
就的代表人物，如小说家金
宇澄，导演贾樟柯，作曲家谭
盾，舞蹈家林怀民、杨丽萍，
艺术家徐冰、王澍，摄影家阮
义忠、吕楠，学者阮仪三、陈
燮君、钱理群……他们各自
以一件珍贵之物为契机，打
开记忆的闸门，追思生命中
那些细水长流的时光或惊心
动魄的时刻。

“华语音乐教父”李宗盛
作序力荐“这本蕴含深情的小
书”。他说，所有这些“珍物”，
应该说都只是一件平平常常
的东西。但这些东西蕴含着一
种深情，透露了作者的心性、
人生的样貌、经历的曲折。当

它在主人手中被摩挲、把玩、
使用，终有一天你会发现，流
逝的岁月赋予了它一种灵性
或者说情感。而这种居于“物”
之上的“神”，是只属于你一个
人的，只属于你自己和这件物
之间所共有的那段生命。于
是，一件简单平常的东西，就
变成了一件永恒的“珍物”。

《珍物》里有两条线，一
是与家庭的连接，一是对事
业的追求。很多人写的是事
业刚刚起步或求学时给自己
留下深刻回忆的事物。徐冰
的“珍物”是他初到纽约时在
公交车上偶然收到的邻座盲
人送他的一本盲文书。谭盾
的“珍物”是他用了二十多年
的一根指挥棒，是他第一次
与马友友、波士顿交响乐团
合作使用的指挥棒。金宇澄
的“珍物”是家中挂着的史密

斯船钟，笼罩着早已隐退的
钟表厂回忆。叶永青的“珍
物”是风中的云、地里的花、
山上的雪和水中的月，并在
跟风花雪月打交道后，用画
笔绘制了唯美的风花雪月。

在书中，我们还可看到
诸如汉瓦、单锋剑、米与藕、

《浮士德》、手稿与审稿记录、
照片、毛衣、泥土、草台班的
灯等上百件物品。每一件都
配有精良的摄影图片，图文
汇聚，生动而真实地彰显了
当代中国文艺景象。

时光是一段漫长的道
路，这些曾经为人熟悉的老
物件带着人文的、历史的气
息。让我们在穿越时光的《珍
物：中国文艺百人物语》里怀
念从前，重拾“惜物惜情”的
文化传统，生发美好的人生
力量，更好地珍爱生活。

镌刻在时光里的生命印记
□钟芳

【读书有感】

看英国电视剧《伦敦生
活》的时候，我常常想起中国
导演杨亚洲执导的电视剧

《空镜子》。人生失意无分南
北，红唇的伦敦女孩Fleabag
和圆脸的北京姑娘孙燕，脉
络迥异的青春，却有气质相
同的迷惘。

她们都是普通的好姑
娘，不出挑，不拔尖。Fleabag
是个开咖啡馆的，一天也卖
不出去两只汉堡；孙燕是单
位食堂科的，常年红扑扑的
小脸蛋。Fleabag的爸爸是觅
得了第二春的老绅士，一心
想着跟艺术家新老婆共谱月
光奏鸣曲；孙燕的爸爸是支
过边的知识分子，默默为一
位女同事点着友谊的馨香沉
吟至今。Fleabag的男朋友对
她说，爱你已经够累了，不要
让我恨你好吗？孙燕的男神
说，燕儿，我知道你的心意，
但是我只能爱你姐那样的女

人，你原谅我好吗？
Fleabag的好朋友自杀

了，这世上最能欣赏她的人
已经不在了，只留下她孤零
零地面对着这世界无数双挑
剔的眼睛。孙燕的妈妈在经
历了无数次对大女儿的失望
后仍然没有对小女儿送出她
无比渴望的肯定。大家都更
喜欢她们身边的那个人，父
母更倚重的是那个人而不是
她，男人们更爱慕的是那个
人而不是她，面试官们会留
下的是那个人而不是她。她
们被内心的自卑刑囚，被姐
姐的光芒灼伤。人生最初和
最后的挫败都来自于身边的
那个人。你会永远被比较、被
掂掇，最终被轻看、被嫌弃，
被别人，进而也被自己。

我们不会忌恨那些遥远
的事物。我们最深的思虑、最
隐秘的威胁、最生动的心酸、
最尖锐的嫉妒，往往都指向

着我们近旁，室友、邻居、同
僚，或者，我们无法以趣味来
甄选的手足，那个在我们生
命中留下重要印记的我们血
缘上的亲人、灵魂上的他者。

最终，《空镜子》里的孙
燕重新修订了幸福的概念之
后，在憨厚的潘树林身上找
到了她的幸福。客观看，她选
了一条远路，牺牲了十年的
时间。她的姐姐——— 明艳机
巧的孙丽，赞美她说，燕儿，
你是个有福气的姑娘。被自
己所羡慕的人羡慕，孙燕的
震惊和欣慰可想而知。

《伦敦生活》里没有开出
药方，没说灰姑娘一定能找
到尺码合适的布鞋或水晶
鞋。Fleabag在发现姐姐的生
活里不只有巴宝莉大衣、铂

金耳钉、耀眼的职位和美好
的年薪，还有一个出轨而且
尝试勾搭小姨子的老公时，
她是恼怒的——— 她们两个人
里头总有一个人要过完美的
好日子吧？她开始为姐姐对
家庭的付出和对姐夫的眷恋
不满、不忿和不值。离她最近
的理想女性，当她发现她怀
着欣羡和酸楚仰望和追随了
多少年的这个人，其实内里
支离破碎，这是又一重的打
击和幻灭。收拾好这一切之
后，她们笨拙地相拥，姐姐给
了她拯救咖啡店的资金，她
给了姐姐独行的勇气。

作为一个独生子女，我
无从体会兄弟姊妹间相爱相
杀的悲伤和快乐。但是我的
同学告诉过我，他在小学的

时候无意间打开了哥哥的日
记本，发现他哥哥长久以来
都在策划针对他的“恐怖袭
击”，在本子上写满了对他独
霸父母宠爱的不满和怨恨。
他才发现他一直在哥哥的慈
爱庇佑下度过的童年其实是
杀机四伏。然后我的这位同
学就开始自救，每天晨跑拉
筋，以备被他哥追杀的时候
能脱身，而不是被扔到护城
河里含冤而亡。最后他哥当
然还是把鸡腿让给他的好哥
哥，他也成了我们年级越野
赛的种子选手，基本上是双
赢。后来他哥考上了博士，他
也成了一名科技工作者。他
说，如果没有我哥，我的人生
肯定不是这样。我其实一点
也不想念博士。念了，也不过
是我们家第二个博士而已。

老跟羚羊在一起，你就
得习惯奔跑。老跟鼹鼠在一
起，你大概也会觉得黑色是
甜蜜的颜色。他们就这样影
响着我们的生活。个性平和
的人就会像《空镜子》里的孙
燕那样，在自己的理想里降
低配置复制姐姐的人生图
景。吃不到蟹黄，就自己拿鸡
蛋黄蘸酱油模拟一下，直到
发现其实红烧肉也很好吃。
而另一极端，大概就是《伦敦
生活》中Fleabag这样的，反正
追不上，我就趴在废墟里歇
一会儿。

□文贞

看《伦敦生活》

想起《空镜子》

【荧屏背后】

《伦敦生活》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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