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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文静

近日，古装短剧《显微镜下的
大明之丝绢案》收官，这是作家马
伯庸首次亲自操刀改编自己的作
品，整部剧服化道质感十足，对明
代风俗历史、人文气息、制度礼仪
等都有很好的呈现，但对于不少
观众来说，这部讲述“算呆子”帅
家默纠正丝绢税赋征收错误的故
事，有点枯燥和难以带入的感觉。
这个古代故事很不同，很精细很
精巧，但它依旧没有因高品质而
迎来爆火。

《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
改编自马伯庸历史文集《显微镜
下的大明》第一篇《学霸必须
死——— 徽州丝绢案始末》，讲述了
张若昀饰演的算学天才帅家默，
因一次偶然发现了一个长达百年
的税赋错误，在纠错中卷入了一
场明争暗斗之中。创作者从明代
的一系列罕见民间档案文书里挖
掘出来的这个尘封已久的故事，
固然是有别于其他流行的古装剧
故事上的新鲜感，而这部历史专
业性、文献资料考据都很强的剧，
怎么抓住观众也是个问题。

历史文集《显微镜下的大明》
的6个故事，都来自故纸堆中的明
代基层政治事件，里面充满作者
大量的历史文献考据内容，由其
改编的剧也是历史知识点、历史
词汇丰富。剧中男主角帅家默对

数学极其感兴趣，一次在查阅县
衙税簿时，偶然发现有一笔科目
叫作“人丁丝绢”的税收数目有疑
点，经过到各机构查询，帅家默发
现原本七八个县的赋税转嫁给了
仁华县一个县，导致仁华县每年
需多交三千五百三十两税银，帅
家默从此开启一路从县到府、州
的申诉。这一路的申诉中，各色人
物纷纷登场，各种错综复杂的机
构亮相，明朝复杂的官吏制度和
税赋制度呈现在观众面前。剧中
的很多台词，比如长篇累牍的衙
门合议群戏论战，就是历史文集
书面语的直接输出。而推动剧情
发展的“人丁丝绢税”、《丝绢全
书》、赋役白册、乡绅隐田、“清丈
土地”等历史名词背后，不仅讲清
楚了明代复杂的税赋沉疴，也呈

现了其复杂的政治生态。观众佩
服马伯庸将历史文献故事化的能
力，但也有点上明代赋税制度历
史课的枯燥和费脑感，很考验观
众的耐心。总之，注重历史考据，
造就了该剧的历史感、细节癖、高
级感，但也设置了门槛。

历史文集《显微镜下的大明》
的6个故事都来自故纸堆中的明
代基层政治事件，徽州丝绢案在
历史上是与明代晚期的赋税制度
改革相关联的历史事件，被擅长
编织历史缝隙中的故事的马伯
庸，改编成了“天才人物”承担叙
事核心的古装悬疑剧，剧集与原
著相比，削弱了小人物的悲剧性、
对明代政治生态积弊的深挖批
判，最终归结于“算学的问题还得
算学解决”这个主题，但还是把小

平民、社会大众、乡绅、县官、州府
乃至上到巡抚、皇帝等诸多群体、
利益集团的博弈之局精彩呈现出
来。观众若是有耐心地看完前几
集，看懂了明代官吏制度、赋税制
度以及故事的诸多草蛇灰线的伏
笔之后，剧集后半部分的反转、揭
晓谜底可谓精彩至极，拍出了各
方势力明争暗斗、错综复杂的纠
葛。各具特色又棋逢对手的知县、
知府以及乡绅、状师成为后半段
剧情的绝对主角，这十几个角色
在查不查“人丁丝绢税”漏洞、揭
不揭开乡绅隐田、要不要清丈土
地上心思不一，作品将复杂的官
吏生态作为一种悬疑手段，并且
在其中融入帅家默父母被谋害的
悬疑案件，以此来推动剧情的发
展。

就像马伯庸作品的其他改编
剧一样，《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
案》也是一个质感十足、构思精
巧、揭晓谜底略带爽感的故事，这
个故事完美精致、充满智商的博
弈，甚至在历史考据的支撑下，做
到了毫无破绽、没什么槽点，却为
了精巧、烧脑忽略了对人物的深
刻塑造。可能这类故事更满足对
高智商剧情有需求的观众，而对
于哪些喜欢情感代入观剧的观众
则不太友好。故事很炫酷、很热闹
甚至有点爽，但观众无法找到一
个人物、一个情感投入点，无法跟
随到剧情中，让自己共情其中。

无法带入人物，是因为剧中
的人物都是为精密的故事服务
的。该剧男主角帅家默的“情感障
碍”“高智商天才”的人设很酷，张
若昀虽然演得不那么可爱，但也
很好地服务于人物，完成了角色。
整部剧帅家默只有一次情感的释
放，还是在剧的结尾。帅家默父亲
的同事在辩论中说漏了嘴，承认
害死他父母，终于得以为父母的
冤死翻案，有情感障碍的帅家默
才彻底大哭一场释放自己被压抑
的情感。在此之前，帅家默一直是
木呆呆的一个状态，他挤牙膏一
样一点点地想起父亲所说的“三
千五百三十两税银”、父亲拿的

《丝绢全书》、父母的面容、父亲在
职场被逼无奈的场景等，一个一
成不变、没什么情感表达、没有丰
满成长弧线的人物，他的情绪感
染力是缺失的。作为主角，他推动
了一个环环相扣的精彩故事，但
无法让观众迅速产生情感代入
感。这个调动起了整个古代基层
官吏生态的故事，与观众的情感
连接还是太弱。

□张莹

一口气刷完24集的《东北插班
生》，笑点密集，让人看得乐呵呵
的，走出《乡村爱情》的“土味”东
北喜剧，“插班生”的东北味儿校
园偶像剧一点都不违和。

提到东北喜剧，很容易和《乡
村爱情》画上等号，“土”一度是它
的固有标签，《东北插班生》将东
北喜剧贴上了校园、青春的新标
签，让人忍俊不禁的同时也眼前
一亮，东北味儿在影视剧中有了
更多可能。

东北学生王虎，是又憨又飙
又莫名松弛的“学渣”，在家和老
爸上演父子“深情”，在学校交白
卷让老师瞬间“飞升”。喜欢玩动
漫，用慢动作拖延回家(挨打)的时
间，虎爸眼见东北校园已经拉不
住自家的崽，决定将他送到南方
的一所国际学校，并要求王虎“老
实”一点，否则将把他的动漫手办
都卖掉，还要把他送给好友当“童
养婿”。王虎就这样来到了新的校
园，当了东北插班生。

王虎的“虎”贯穿全剧，剧情
内容充实丰富，看点多，却非常轻
松。东北人具有的“社牛”属性，在
新的校园罕见地碰壁了：因为王
虎这一次碰到的同学，有不少说
着完全听不懂的粤语、潮汕话，他
不仅把天台听成天堂，自己一段
笑话出口，人家全员蒙圈。新校的

三大社团招新，在天台围观的王
虎就这么意外地把奶茶泼到了柔
道社“最强的男人”张文峰头上，
更搞笑的是，《东北插班生的》的
魔性语言又加了一个泰国腔，王

虎交到的第一位好友是泰国华侨
李建国，说话轻声细语，性格软萌
可爱，与东北大汉形成鲜明对比。
当两人都用自己认为“最标准”的
口音读英语时，大碴子味英语VS

冬阴功味英语，读的人自信满满，
听的人只想捧腹。

既有可贵的同学友谊，又有
感人的父子情深，一个正直的憨
憨，在现实的教育下，懂得与老
师真诚相处，知道用知识去和对
手决斗，这是东北味喜剧中难得
一见的主题元素，然而《东北插
班生》毫无违和感地将这些内容
揉捏在一起，地域文化的互相碰
撞，新梗老梗密集输出，笑点不
断，又好看，又明快，又正能量。
王虎的扮演者史元庭，是中戏科
班出身的沈阳人，演起东北男孩
王虎得心应手，虽然脸上有鱼尾
纹似乎难驾驭高中生身份，却如

《夏洛特烦恼》般并不影响观众
入戏，反添了“笑”果。还有男二
号张文峰、班长贾布斯、泰国华
侨李建国，女一萌妹子沈嘉仪、
东北爽妹子韩梅梅，剧中每一个
人物都性格鲜明，在与王虎的碰
撞中，产生强烈的喜剧效果。

东北人天生幽默，会抛梗抖
包袱，地域文化特色鲜明。记忆
深刻的是我第一次去东北走亲
戚，住在亲戚家的那些日子，听
他们聊天简直就是赵本山小品，
特别有趣，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就是如此。他们自称天冷只能在
家唠嗑培养出来这样的能力，东
北人唠嗑大家喜欢，从李雪琴到
张彩玲，同样的内容用东北话说
出来就让人忍俊不禁，东北语言
的感染力强劲，这样的地域文
化，娱乐大家可谓得天独厚。

曾经有一段时间，东北风味
的影视喜剧风靡，《乡村爱情》是
代表作品，赵四、刘能、广坤的铁
三角曾经带给大家多少欢乐。从
情景喜剧《东北一家人》到《马大
帅》《刘老根》，这些精品制作有

着东北人的幽默，但也存在着很
大的局限，它们给观众的认知是
有点“土”，相似的场景，相似的
脉络，稍显局限的风格特色，都
让观众有了审美疲劳。一说东北
喜剧，就是乡村、爱情、搞笑，这
些不再是影视剧吸引观众的卖
点，虽然“自带喜感”，但观众更
想看到新鲜的东西。

最近播出的《立功·东北旧
事》收获了不少好评，它突破了
东北题材影视剧喜剧元素的“乡
土”框架，集悬疑、搞笑于一体。
范伟饰演的暖瓶厂保卫科干事，
热衷气功、科幻、奇谈，一门心思
想当警察，不经意间与连环案扯
上了关系。他倔强地开启了立功
之路，这中间搞笑不断，为了当
警察，让水饺店老板娘送锦旗，
结果阴差阳错得罪了科长；他路
遇不平拔刀相助，手里的烤地瓜
把犯罪团伙成员撂倒。可以说，
这是为范伟量身定做的喜剧，而
这部喜剧又突破了过去单一的
乡村模式，全员东北演员，那特
有的文化味道溢出屏幕，难能可
贵的是，凛冽、野性的气质，加上
灰色建筑、热气腾腾的烟火气，
又成全了悬疑剧粗粝的质感，展
现出东北喜剧文化的又一种可
能。

东北走出了很多喜剧演员，
东北话天生就有一种快乐感，在
喜剧这一块儿，信手拈来的碾压
力，来自独特的黑土地文化，豪
爽乐观的文化主体，东北方言和
民俗，成为东北喜剧的源泉。可
喜的是，今年的喜剧爆款《立功·
东北旧事》融幽默、悬疑于一体，

《东北插班生》则去掉乡土味，呈
现欢快的校园偶像剧题材。东北
味儿的喜剧有了更多的可能。

历史考据式剧集的门槛

剧说有料

东东
北北
味味
儿儿
喜喜
剧剧
有有
更更
多多
可可
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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