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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片·热映

《侍神令》几乎是春节档最没存
在感的一部电影了。这是不应该的，
因为原本除了《熊出没·狂野大陆》，
几部大片就属《侍神令》粉丝基础扎
实。放弃讨好粉丝，是《侍神令》犯
的最大的错误。而在“不成功便成
仁”的春节档，任何一个小错误都是
万万犯不起的。

《侍神令》讲的是陈坤饰演的阴
阳师晴明，虽然被误解、被赶出他从
小长大的阴阳寮，却依然不计前嫌守
护平安城的故事。影片一开始便是
桩冤案，因为出现在凶案现场，晴明
被阴阳寮的同僚们误认为凶手。从
这里开始，《侍神令》便给我一种《狄
仁杰》探案系列再登场的错觉。这种
错觉也并非无来由，毕竟两者的编剧
都是张家鲁，监制都是陈国富。

只可惜，《侍神令》的导演并不是
徐克。最后该片既没有探案探出新
意，也没有在视觉奇观上让人眼前一
亮。事实上，《侍神令》的视效风格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另一个系列——

《捉妖记》，妖怪们的萌态里带一点
小凶残。当然，比起十年前的《捉妖
记》，《侍神令》的特效制作水平确实
有了进一步提升。但致命的是，缺了

一点风格和想象力。
风格和想象力去哪寻？其实根

本不用想破脑袋，游戏版《阴阳师》
早已统统奉上。当年该游戏刚面世
的时候，吸引了一大批非传统游戏玩
家尤其是女性玩家“入坑”，靠的就
是美美美。无论是阴阳师还是式神，
游戏里每个角色的形象都各具风格，
他们背后都各有传奇。电影只要从
游戏里“借”几个玩家最爱的角色，

“借”一下他们的造型设计，再“借”
一两条情感充沛、剧情完整的故事
线，一版更符合玩家口味也能跟过往
古装片拉开差距的《侍神令》就能轻
松成型了。甚至都谈不上“借”，改
编自游戏《阴阳师》的《侍神令》，其
第一“天职”不就是充分开发游戏元
素并让玩家开心么？

游戏《阴阳师》的特性决定了其
受众是年轻二次元群体，对他们而
言，张家鲁等电影版主创确实有些太

“老”了。后者挖空心思为《侍神令》
想了个全新的故事：以晴明半人半妖
的身份为一切矛盾的基础，让他苦大
仇深地渴求以周迅饰演的百旎为代
表的人族阴阳师的信任而不得，但最
终他仍然自我升华，成为牺牲自己拯
救万民的侠之大者。从立意和叙事
来说，这个故事本身除了老套并没太

大问题。但是，它绝不是年轻人尤其
是游戏玩家想看到的电影版《阴阳
师》。

该片失利春节档后，导演李蔚然
在 微 博 发 小 作 文 ，称 自 己“ 彻 夜 难
眠”，“不断复盘如何一步步落得如
此境地”。但细看内文，他回忆了自
己如何兢兢业业四年，感慨并自我安
慰“观众喜好是流动的，审美趋向是
变化的，四年前后的观影环境不同，
这也是市场的常态”，此外似乎并没
有总结出什么血泪教训。诚然，做电
影需要实力和努力，但也并非只是埋
头苦干。抬头听听观众包括游戏玩
家的反馈吧，说个最基本的，你连游
戏里每个玩家都在手机上划过成千
上万遍的“阴阳师式神召唤符”都不
放一个，如何有底气呼吁观众“再给
我们一点热情”？！

哪吒的故事，国人耳熟能详，再
加上《哪吒之魔童降世》珠玉在前，
2021 年春节档新片《新神榜：哪吒重
生》一开始并不被大众所看好，甚至
因为同为动画类型而被指为蹭《哪吒
之魔童降世》热度的跟风之作。一番
票房鏖战下来，《新神榜：哪吒重生》
票房虽不及预期，但口碑却稳稳地立
了起来，也收获了许多好评。

影片的成功之处在于依托《封神
演义》的人物关系，将故事背景放到现
代社会，给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感
觉。片中，哪吒不再是天赋异禀、有着
天生神通的灵珠子，而是转世成一个
普通青年；他不再是脚踩风火轮的三
太子，而是车技过人的机车男孩……

除了将故事背景移植到现代，影
片对哪吒故事的内核也进行了大幅
改编。在国人所熟知的哪吒闹海、武

王伐纣等故事里，哪吒被赋予不畏强
权、不屈不挠的斗争形象，但细究下
来，故事中的哪吒因为贪玩，私自动用
乾坤弓和震天箭，将石矶娘娘门下的
碧云童子无辜射死；在东海戏水引发
异象，被巡海夜叉和东海龙王三太子
阻止，哪吒将夜叉打死，将龙王三太子
抽筋……这些暴虐的行为却因哪吒的
主角光环而在过去的影视作品中被淡
化了，如今在《新神榜：哪吒重生》里被
专门提出，导致整部影片的精神内核
发生改变，可见导演用心之深。

转世后的哪吒，既有前世的印记，
又有着全新的生命体验，面对新的困
境，有了不同于当年的选择。这一点非
常难能可贵。拥有强大的力量却不滥
用，前世滥用力量、如今却运用力量去
救人，这是转世后的哪吒最大的改变。

不畏强权的斗争精神在《新神

榜：哪吒重生》中延续下来，这让新哪
吒故事与传统的故事有着内在的联
系。而主动救人和自我救赎的行为，
则是当今时代赋予的哪吒新的价值
观，也是全新故事里的最大亮点。知
错能改，善莫大焉，哪吒这场迟到了
三千年的自我救赎，既是认错赎罪，
又是一个全新起点，让他能够昂首挺
胸，成为一个真正的英雄。

刘奋斗执导、张一白监制的电影《来都来
了》近日发布定档海报。影片由廖凡、佟丽
娅、乔杉、范伟、杜江、包贝尔、魏大勋等主演，
将于 4 月 3 日上映。

2021 年春节期间，“一切矛盾用四个字可
以平息”的话题曾登上网络热搜榜。“来都来
了”“大过年的”“算了算了”“为了你好”“吃亏
是福”“多大点事”“别想太多”“听句我劝”“都
在酒里”“高低喝点”“都是兄弟”……网友们
启动接龙模式，列举了一系列在生活中能基
本解决所有矛盾的四字俗语。

四字真的万能？影片《来都来了》反其道
而行之，在宣布定档的同时发布了一则魔性
预告。预告中，那些看似能解决矛盾的万能
四字却变成了“情绪引爆器”：一句“孩子还
小”，你便不得不忍受人家熊孩子的作妖；一
句“人都没了”，面对道德绑架你只能万事皆
休；一句“大过年的”，让有些人在阖家团圆时
愈发满心苦闷……面对这些生活难题，最终
心里也只能无限循环“算了算了”。

当生活开启困难模式，“来都来了”究竟能
帮助我们解决难题，还是反让我们陷入困局？
电影《来都来了》探讨的便是这种面对麻烦时，
人们习惯性无条件妥协和退让的生活态度。

鉴定对象：《来都来了》
上映时间：4月3日

平息矛盾，四字即可？

文/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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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对象：《侍神令》
上映时间：2月12日

放弃游戏粉丝是最大的错误
文/一大波

鉴定对象：《新神榜：哪吒重生》
上映时间：2月12日

文/黄翔宇

一场迟到三千年的自我救赎

晴 明 和 百 旎
撑起“心有归处”
的主题

走萌系
路 线 的 妖
怪山兔

讲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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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西汉南越王博物馆
致力举办“帝王”的盛宴，穿越时
空 ，把 众 多 汉 代 帝 王 、诸 侯 王

“请”到羊城，让观众不出广州城
便能了解汉代的灿烂历史文化。

早 在 2003 年 ，以“ 秦 皇·汉
武·南越王”为主题的大型展览就
在广州开展。该展经过时空拼
接，将南越王墓出土文物放在更
大的秦汉文明框架之中，打开了
羊城观众的视野。当时，100 件秦
汉时代精华文物在广州首次亮
相，反响非常热烈。2014 年，西汉
南越王博物馆与汉阳陵博物馆联
合主办“帝国表情——汉景帝阳
陵出土文物展”，120 多件陶俑和
铜质文物引领观众探索 2000 多
年前汉景帝的地下王国。

尝到甜头，欲罢不能。2016
年 4 月，“大汉楚王与南越王”展
览在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开幕，拉

开了该馆汉代诸侯王系列展的帷
幕 。 随 后 ，“ 中 山 王 与 南 越 王 ”

“齐鲁汉风”“寻找夜郎”“滇王与
南越王”展览相继举办，汉代诸侯
王轮番“相聚”西汉南越王博物
馆。于是，羊城观众“零”距离欣
赏到了大汉楚王的兵马俑、东汉
中山简王刘焉的鎏金铜缕玉衣、
夜郎国的饰虎铜釜等一件件凝结
汉代历史与文化的精美展品。

对于举办这次的系列展览，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馆长吴凌云
说：“在‘汉’这一时代背景下，在
大汉王朝广袤的疆域范围内，在

‘大一统’的底色下，区域文化亦
存在诸多个性。举办汉代诸侯王
系列展，既是对这种多元性的探
索，也能充分展示这一时期文化
的统一性。希望能通过这一系列
展览，引发公众对汉文化的充分
关注和认同。” （黄宙辉）

说到圆明园，大家最熟悉的
就是西洋楼景区。谐奇趣，位于
西洋楼景区西端南部，是1751年
（乾隆十六年）秋季竣工的第一
座欧式水法（喷泉）大殿。

从铜版画中大体能看出谐奇
趣有三层楼，旁边有一些廊子环
绕，前面有两个小的双层亭子。
德 国 摄 影 师 恩 斯 特·奥 尔 末
（Ernst Ohlmer）在 1873 年拍下
了谐奇趣的老照片，同时，我们发
现在他的日记里有这么一段话：

“这里的装潢……五彩缤纷，
如彩虹般绚烂……映入你眼中的
是装饰物丰富而动人的色彩，浸
润在北京湛蓝色的天空里。随
着观者移动的脚步和太阳的光
影不停变幻，建筑物白色大理石
的映衬让它们格外醒目，倒映在
前方的湖面上，如同幻影……观
者不禁怀疑自己来到了‘一千零
一夜’的世界里。”

“一千零一夜”的世界岂不是
一种很奇幻的景观？摄影师怎么
会有这样的结论呢？我们在遗址
现场找不到相关线索，于是决定进
库房看看。在库房里，我们发现了
一些琉璃瓦，过去也曾有先辈在研
究中指出，这几座建筑物上贴了琉
璃瓦，颜色有蓝的、黄的。

我们联想到巴洛克时期国外
的一些建筑，它们以华丽的装

饰、雕刻和强烈的色彩闻名。但
是它们的色彩基本只表现在屋
顶，例如柏林的夏洛滕堡宫和维
也纳美泉宫。二者屋顶颜色不
同，但墙面基本是同一种颜色。
这两座宫殿给大家的印象绝不
是五颜六色的，但摄影师却说谐
奇趣是“五彩缤纷，如彩虹般绚
烂”，这就有些奇怪了。

后来，我们在圆明园库房里
找到了一些琉璃构件残片，上面
带有中式花纹或西洋花纹。我
们当场将实物清洗干净、拍照，
回来后与谐奇趣的老照片进行
对照，发现老照片上的一些花
纹、线脚恰好能与这些琉璃构件
对应。比如有的可以作为女儿
墙的栏杆，有的是腰线的线角，
还有的是墙上镶嵌的花纹装饰
……这些琉璃块几乎都可以对号
入座贴到建筑上面去。

由此看来，谐奇趣并不只是
像一般西洋建筑那样大面积地
使用琉璃瓦，而是运用了很多彩
色琉璃来进行装饰。当时，郎世
宁等传教士虽然按一般的巴洛
克式建筑风格做了设计，但也会
琢磨如何让中国人接受巴洛克
风格。在此过程中，他们可能想
到加入中国元素。这种案例在
其他地方也存在，但是没想到谐
奇趣使用的琉璃装饰如此之多，
这让建筑显得更加生动活泼，同
时也更加色彩斑斓。
（文字源自 2020 年 10 月 20 日人
文清华讲坛。整理：福袋）

滇粤两地289件（套）珍贵文物亮相

今年春节假期，在西
汉南越王博物馆展出的
“滇王与南越王”展吸引
了众多观众前来打卡。

此次展览将展至4
月18日，共展出滇粤两
地 289 件（套）珍贵文
物，为观众重构 2000
多年前滇、南越两个地
方王国的历史图景，展
现滇文化和南越文化的
独特魅力。

滇国是汉代西南地区
实力较强的属国，战国末
至西汉早期达到全盛；至
西 汉 晚 期 ，滇 国 走 向 衰
落。南越国是秦汉时期据
守岭南的诸侯国，于公元
前204年由赵佗建立，公元
前 111 年为汉所灭。南越
国与滇国同属西汉时期的
边疆政权，两地之间存在
着广泛而深刻的交往。

“滇”是一个由青铜立体
艺术构筑的王国。滇国青铜
器不同于商周中原青铜器崇

神、重礼的程式化、符号化风
格，而是充分运用现实主义
的手法、巧夺天工的冶铸技
巧，将两千多年前滇国社会
的一幕幕场景鲜活地刻铸于
青铜器上，将瞬间凝结成青
铜器上的滇国史。这一幅
幅青铜铸就的立体画卷，使
滇国青铜器堪称世界青铜
艺术史上罕见的个案。

滇文化遗物迄今已出土
上万件。滇国出土文物品类
之盛大、技艺之精湛、所展示
的文明之高卓，令世人震惊。

本次展出的滇国文物
以青铜器为大宗，既有气势
恢宏的大型青铜器，也有制
作精巧的小型器物。它们自
成体系，具有鲜明的地方民
族特色，尤其是贮贝器、扣
饰、铜鼓、仿生式兵器，等等，
具有典型的滇文化特征。

贮贝器是滇国特有的贮
放贝币的青铜器，是滇国王侯
贵族的专用品，象征着财富、
地位和权力。贮贝器盖上往
往有圆雕人物和动物装饰，展
示出祭祀、纺织、狩猎等社会
生活场景，正如展出的文物“西
汉·籍田祭祀场面贮贝器”。简
单一些的贮贝器盖则用一头或
多头圆雕立牛作为装饰。

扣饰是滇人装饰于腰间
的饰品，背面有一横制的矩

形扣，便于穿系或悬挂，以人
物、动物纹为装饰的扣饰多
以掳掠、剽牛、乐舞、狩猎、动
物搏斗为主题，例如展出的
文物“西汉·二人盘舞鎏金青
铜扣饰”。

滇国“仿生式”兵器多饰
有动物形象，包括鸟、犬、猪、
雉或兽，如展出的文物“四兽
铜斧”。

值得一提的是，滇国青
铜器上常以牛为造型或装
饰，构思奇巧、别具一格，如
展出的“战国·牛虎铜案”。
牛不仅是生产工具，更是滇
国上层阶级财富和地位的象
征，在祭祀仪式上扮演着重
要的角色。以牛为主题的滇
国青铜器代表了滇人崇武有
力的民族品格。

越人是滇国的主体民族，许多
滇国文化有着鲜明的百越民族文化
特征：滇国青铜器上的滇人继承了
古越人“椎髻文身”的传统，房屋模
型扣饰形象反映了滇人居住于越式
干栏建筑中。

此外，铜鼓、羽人等越族特色器
物或纹饰均在滇国与南越国有所发
现，可见两地无论在地缘、族属还是
文化上，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滇与南越的对外交流各具特
色：古滇国地处我国西南地区，是
中原文化、北方游牧文化、东南亚
半岛文化相互交流的通道；南越国

地处南海之滨，拥有古代海上丝绸
之路东端的重要港口，开启了广州
作为海丝重镇历两千年而持续繁
荣的历史。

一个是西南丝绸之路的重镇，一
个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千年港口，二
者为古代中国的对外交流提供两种
可供对比和探讨的范本。“本次展览
体现了秦汉时期中华文明的多元一
统特色。”西汉南越王博物馆馆长吴
凌云介绍，滇文化和南越文化，各自
发展，又互动交流，最终汇聚到华夏
文化体系，为中华文明的发展进步
作出了重要贡献。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郭黛姮谈圆明园谐奇趣上的琉璃装饰

谐奇趣为何“如彩虹般绚烂”？看“滇王”“南越王”

文/羊城晚报记者 黄宙辉 图/主办方提供

在青铜器上构筑滇国史诗

滇国文物独具地方民族特色

滇国与南越国间千丝万缕的联系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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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的盛宴，观众的眼福记
者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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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奇趣老照片 恩斯特·奥尔末摄于 187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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