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热前作《亲爱的，热爱的》加持

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

2019年，《亲爱的，热爱的》
在强剧如云的暑期档创下了收视
佳话，“童颜CP”顺利出圈，原本
少为人知的男主演李现一举跃升
为许多观众眼中的“七月男友”，
跻身炙手可热的流量小生之列。

为了延续前作的势头，《时
代》一剧也作出了各种努力。剧
情上，《时代》承接了《亲爱的》的
人物故事和剧情走向，将故事主
线放在韩商言创立的KK战队队
长吴白（胡一天饰）的事业成长，
以及吴白与SP战队领队艾情（李
一桐饰）之间的恋爱故事上。《亲
爱的》一剧已为二人埋下了诸多
铺垫和伏笔，“吾爱CP”的观众基
础可谓不错。

除了主演胡一天，前作的主
要配角“老顽童韩爷爷”（秦 沛
饰）、“最强恋爱助攻”97（李明德
饰）、“暖萌厨男”周一（徐 乐 骁

饰）等人也悉数登场。另外，《时
代》还将《亲爱的》的主演杨紫李
现拉来客串了“世纪婚礼”等重头
戏，被《亲爱的》剧粉点赞为“史
上最强售后”。

在前作全方位输血的情况
下，《时代》不断冲击热搜榜，但
最具热度和关注度的几次话题，
比如#佟年结婚空隙还在改论文
##杨紫佟年回归##吴白学韩商
言追艾情##艾情知道吴白是韩商
言表弟#，均是《亲爱的》相关内
容。

在2月、3月档期未有强力对
手的情况下，截至羊城晚报记者
发稿，据豆瓣数据显示，《时代》
仅有“2.3万看过，6808人在看，
9658人想看”，相比较《亲爱的》

“34.3万人看过，3.4万人在看，1.6
万人想看”的战绩，可谓断层式的
差距。

《时代》一剧中，女主角艾情
是机器人格斗圈的“女神”，不仅
战绩辉煌，早早成名，还是机甲格
斗粉们的“梦中情人”。而男主角
吴白则是艾情的死忠粉，在艾情
的影响下，吴白从对机甲一窍不
通的小白，飞快成长为拥有300
场胜利战绩的“大神”。

“成熟御姐搭配痴情少年”的
组合，原本是大热设定，近年火热
的都市剧，从俞飞鸿《小丈夫》到
宋茜宋威龙《下一站，是幸福》莫
不以此为看点。但《时代》一剧对
艾情一角的改动颇多，导致其御
姐属性不清、人设模糊。作为“索
罗战队的第一女操作手”，艾情的
实力只停留在对白、台词的描述

中。转型为领队后，除了给队员
谋划“田忌赛马”这样老套的招数
之外，艾情的表现乏善可陈。

生活中，艾情也是个房间乱
了靠吴白收拾、遥控器跌落下水
道要靠吴白搭救、面对意外相亲
局不知如何解围、喝醉酒后要耍
酒疯……就连带孩子外出团建，
遇到意外无法返回，艾情也是束
手无策地等吴白搭救。可谓十足
的“傻白甜”。

另外，该角色由外形小
巧玲珑的李一桐演绎，演员
气质更偏向“软萌妹子”，客
观上也削弱了艾情的气场，
让角色的人设在“御姐”和

“萌妹”之间摇摆。

除去人设和演员的原因，该
剧将原定名《亲爱的，挚爱的》改
为《你的时代，我的时代》，削弱
了辨识度，让不少观众搞不清其
与《亲爱的》一剧的关联。另外，
《时代》一剧选择了单一平台网
播，相比较《亲爱的》同时上星两
大卫视兼多平台网播的播出方

式，观看渠道过窄也是导致其热
度不够的原因之一。

《时代》还用更有画面感的格
斗机器人项目，替代了原著中的

“电竞”。虽然客观上有利于画面
展现，但剧中缺乏对队员战斗技
能的刻画，而且对于一场场比赛
的设计过于简单幼稚，例如，吴白
操控的“无名之辈”核心技能只有
一个——“弹射”，而剧中不同大
赛中的场地机关，也是“重锤”

“滚钉”“喷火”老几样。这让原
本应该激动人心的世界顶级格斗
大赛，变成过家家一般的小游戏，
失去了刺激感和悬念感。

偶像剧虽然造梦，但有真实
感才能让观众产生代入感。《时
代》中太过浮夸的剧情，让小甜
剧变成了“齁甜剧”。比如，沈哲
自动贩卖机旁壁咚艾静的桥段，
便让不少观众直呼“太油腻”“受
不了”“尴尬到脚抠地”。

另外，即使是爱情戏，《时代》也
流于“男女主角长时间深情互望+
柔光慢镜+携手奔跑/奔向彼此+
大段甜腻情话”的套路。此前，距
离完结尚有整整10集，《时代》就迫
不及待放出了该剧的超前付费点
播，直通大结局，对剧集热度信心
不足，急于赚快钱的心态可见一斑。

由于中中执导，胡一天、李一桐、王安宇、
王可如等人主演的青春偶像剧《我的时代，你
的时代》（以下简称《时代》）近日收官。该剧
改编自墨宝非宝的长篇小说《密室困游鱼》，
是爆款剧《亲爱的，热爱的》（以下简称《亲爱
的》）的姊妹剧。可惜的是，在知名度颇高、观
众基础不错，还有爆款前作卖力导流的情况
下，《时代》一剧依然反响平平，热度欠佳。

？？？？？？？？？？？？？？？？？？？？？？？？？？？？？？？
《我的时代，你的时代》
为何依旧反响平平

御姐变成傻白甜
小甜剧变“齁甜剧”

前作加持不起效

尔冬升新片
重现“三千孤儿入内蒙”

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由尔冬升监制并导演的
电影《父辈》（暂定名）目前在
内蒙古紧锣密鼓地筹备，即
将于今年4月开机。影片根
据“三千孤儿入内蒙”的真实
历史事件改编，全景式再现
了 60 年前那一段永远镌刻
在历史丰碑之上、流淌着民
族大爱的共和国往事。尔冬
升日前已于呼和浩特、锡林
郭勒盟、乌拉盖草原及周边
地区勘景完毕，影片即将进
入制作阶段。电影总出品
人、博纳影业董事长于冬表
示，作为中国共产党建党一
百周年的献礼影片，影片将
于2021年内正式公映。

1959年到 1961年，新中
国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
大批来自南方的孤儿面临营
养不足的威胁。为此，周恩
来总理找到了自己几十年的
革命战友、时任内蒙古自治
区政府主席的乌兰夫。双方
通过电话之后，乌兰夫立即
召开会议，最终决定把南方
的孤儿接到内蒙古交给当地

牧民抚养，“接一个，活一个，
壮一个！”

从1960年到1963年，上
海及周边地区的近3000名孤
儿经过长途颠簸，跨越半个
中国抵达内蒙古。作为“国
家的孩子”，他们在辽阔的内
蒙古大草原上遇到了善良的
父母，在超越地域、超越血缘
的大爱和温暖中健康长大。

2020 年，博纳影业集团
决定将这段充满大爱的传
奇往事拍成电影，导演则请
来了擅长执导现实题材的
尔冬升。此前他执导的《癫
佬正传》《新不了情》《忘不
了》以及《我是路人甲》，无
一不是聚焦普通人、发掘人
性最深处光芒的佳作。尔
冬升导演表示，在听到这个
故事后几乎是立即决定要
将它搬上大银幕：“它是一
个关于爱的故事，也是一个
用博大的胸怀和坚韧的力
量克服危难的故事，在今年
打造这样一个故事，有着非
常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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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蛳粉的走红催生专业闻臭师

□徐斯佳

人们追求美味，但有时臭味比美味更诱人，比如螺蛳粉。这一魔幻食物的爆红，还催生了一种新奇职
业——“闻臭师”。据说有商家开出50万元年薪，聘请专业酸笋闻臭师。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闻厂里几
十缸、数百吨酸笋，根据其臭味和酸味来判断发酵程度，确定用于螺蛳粉煮制的最佳时机。

长期沉浸在浓郁的酸臭味中，还保持敏锐的判断力和愉悦的身心，这绝非易事。了解了鼻子的功能
和嗅觉的重要性，你会明白闻臭师们的年薪还真不算离谱。

别小看你的鼻子 嗅觉

图/视觉中国

阳光和煦，我们一行人
趁着大好天气，来到了位于
清远市清城区黄金布村的朱
杏老人的家。

还没进门，老人的儿子
就出来同我们问好。在他的
带领下，我们走进朱杏老人
的卧室。房间不大，房门正
对着一扇窗，窗外是一簇长
势正好的竹子，窗下堆着一
些旧物和长条木凳，还有一
张中式木板床。朱杏老人刚
睡完午觉，她儿子扶她坐起
来，半靠在床边。

她的儿子告诉我们，朱
杏老人前些天洗澡摔了一
下，这几天没怎么下地。

“老人家，我们来看您
了。”我坐在床边，笑着同她
问好。老人家从被窝里伸出
手来，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

“吃饭了吗？”朱老慢慢
地问我。

“吃啦。”我答道。听到
老人家摔倒我原本有些担
心，但看到她还能对话，思维
清晰，想来这几天恢复得还
行。

我问她儿子：“老人家一
直都住村里吗？年轻时是干
什么的呢？”

“我们家务农，都是在村
里 ，妈 妈 以 前 常 常 下 田 干
活。”

“家里有几个子女呀？”

她儿子回答：“妈妈生了
六个，四个女的，两个男的，
我在家里排第三。”

“家族里还有其他长寿
的人吗？”

“家里就妈妈是最长寿
的了。”

老人能听清我们交谈的
一些内容，见有人拍照，还跟
着我一起竖了一个大拇指。

我向她儿子问起老人长
寿的原因，她儿子说：“妈妈
可勤劳了，很爱劳动。她还
爱聊天，希望有人多和她说
说话。”

话音刚落，朱杏老人就
悄悄问我：“有没有跟我一样
老的人哦？”

我们笑起来：“有的有
的。”

老人接着说：“我摔了一
下，所以身体不太好了。”

我安慰她：“没事，好好
休息，您会健康长寿的，清远
可是广州的后花园，特别宜
居。”

儿子说，老人家年轻时
勤干活，手脚麻利，一直都任
劳任怨。

曾国藩言：“家俭则兴，
人勤则健。”虽简单易懂，但
坚持一生，实属难得。朱杏
老人的勤，让劳作变成生活
的日常，也让自己的身体强
健了起来。

百岁老人小资料
姓名：朱杏
性别：女
出生年月：1919年7月

（101周岁）
民族：汉族
户口登记地：清远清城区
受教育程度：未上过学
是否识字：否

寻觅广东百岁老人长寿的秘密 20

人勤则健 □月同

勤，有勤俭，亦有勤快，还有勤勉。
人生在勤,勤则不匮，恰以长命回馈你我。

朱杏（右）

嗅觉参与大脑对纷繁事
务的记忆 徐斯佳 供图

臭味从哪里来？

我们的鼻子能辨别出气味的
香与臭，往往并不是因为气味分
子不同，而是与分子浓度有关。
如果你去过玫瑰种植基地或生产
香精的工厂就会有所体会：即使
是香味，过于浓郁也会让人头晕
到想吐。同样是吲哚分子，浓度
低时可以产生茉莉的清香，浓度
过高则会发出粪便的熏天臭气。

螺蛳粉的臭味，主要来自鲜
笋到酸笋发酵过程中部分氨基酸
的代谢产物。批量制作过程中的
加酸加温和长时间的储存，都会
导致酸笋过分发酵，产生更多臭
烘烘的代谢产物。

很多怪异、杀伤力强大的臭
味，则是多种气味分子的“合谋”，
比如榴莲。德国一个研究小组从
榴莲中分离出了50种气味分子，
发现除4种为新分子外，剩下的绝
大多数都是在大蒜、洋葱、芝士、
鸡蛋等食物中常见的气味分子。
它们单独闻起来都不会太过夸
张，但是按特定比例组合后，便形
成了榴莲独特的臭气。

闻着臭、吃着香的秘密

面对榴莲、螺蛳粉、臭豆腐这
种自带臭味的食物，吃货们却不

断发出“真香”感叹，欲罢不能。
为什么它们闻着臭，但吃起来却
很香呢？其实是因为一种叫“后
置嗅觉”（Backward Smelling）的奇
妙机制在发挥作用。

正常情况下，空气从鼻孔吸
入后，气味分子与分布在鼻腔上
部的各种嗅觉感受器结合，产生
电信号，上传给大脑，我们便闻出
了不同气味。而当人们吃榴莲、
螺蛳粉时，更多气味分子是从口
腔扩散入鼻腔的后方。与此同
时，食物的味道、口感等信息也一
同被传入大脑。虽然接受气味的
还是同一批嗅觉感受器，但在这
种“走后门+双管齐下”的方式下，
大脑神奇地被食物的美味“说
服”，大方接受臭味，甚至为其加
上了美味的标签。

嗅觉之用＞闻气味

作为人类的重要感官之一，
嗅觉除了辨别气味、辅助味觉外，
还能潜移默化地改变我们对事物
的看法和行为。比如，有柠檬、香
皂气味的卫生间总是给人更清洁
的印象；在飘浮着咖啡、蛋糕香气
的餐厅，人们更放松并愿意与他
人亲近。

嗅觉能影响人的能力表现。
研究发现在有薄荷香气的环境
里，运动员跑得更快、握力更大；

而在有肉桂香的图书馆，人们的
学习效率更高。

嗅觉还发挥着一种评价功
能。人们习惯把臭味与负面的事
物联系在一起，例如：“把名声搞
臭”、“臭味相投”、“我能闻出其
中有猫腻”，等等。

荷兰乌特勒支大学的一项
关于气味和“信任感”的研究发
现，在飘散着鱼腥味的环境中，
人们对金钱交易更为谨慎。在
另一组实验中，研究人员刻意做
出一些不自然的举动，如将某物
品偷藏进口袋，然后笑容尴尬地
遮掩。对实验目的不知情的受
试者们在察觉到这些鬼鬼祟祟
的举动时，对腥臭气味的嗅觉比
平时更为敏锐。臭味与心理防
备的关联由此可见一斑。

正因为嗅觉可以影响人的情
绪和行动，深谙此道的营销人员
便纷纷学会了用香味生财。许多
著名高档酒店和商场都有独家定
制的香氛系统，在自家场地内喷
洒标志性的香气，印入人们的嗅
觉记忆中。

依赖嗅觉的职业
应运而生

市场需求在前，许多依赖嗅
觉的职业应运而生，如调香师、品
酒师、芳香治疗师、食品科学家
等。涉及气味的领域还包括庞大
的日用品行业。

气味工作者的工作不仅仅是
调香，他们需要记忆多种天然或
合成物质的气味，并从混合气味
中辨别单一成分。香水的气味分

“前-中-后”三个调，分别取决于
气味分子的挥发速度。调香师需
要平衡每个调的香料种类及浓
度，让香味流畅而令人愉悦。除
了敏锐的嗅觉，这还相当考验艺
术审美。

一位螺蛳粉“闻臭师”在接受
采访时说，他的工作也是类似道
理。酸笋的味道随着发酵过程不
断变化，腌制前期气味刺鼻，新鲜
竹笋的腥气较重，中期酸度增加，
随后特有的“臭味”会逐渐浓郁，
同时酸味下降。虽然机器也可以
做品质把控，但要提供气与味的
极致享受，赢得广大消费者青睐，
还是离不开资深酸笋大师细腻考
究的感官判断。

其实“闻臭”的工作早有先
例，例如为止汗剂、香体露的厂商
做产品评测的一类人。他们在闷
热的房间里工作，每天闻五六十
人腋下的气味来评价香体产品是
否有效。

常言道：“入鲍鱼之肆，久而
不闻其臭。”从事“闻臭”工作，不
仅要克服心理障碍，长期被相似
的气味环绕，维持嗅觉的敏锐是
一个不小的挑战。

嗅觉练习或可治病

嗅觉是可以被训练的，就像
锻炼肌肉一样。想要增强嗅觉的
整体敏感性，有效的训练方法是，
沉浸于不同类型和强度的气味，
并刻意地进行辨识。长期坚持，
大脑对气味的记忆和联想能力会
不断提升，脑组织还会发生适应
性的结构变化。

研究发现，与普通人相比，经
年训练的气味工作者，其大脑嗅
觉加工区（梨状皮层、眶额皮质
等）更厚更致密，负责储存情景记
忆的海马体也有类似的改变。

为了证实气味训练对嗅觉和
大脑的影响，加拿大魁北克大学
曾进行过一项实验：对普通人每
天进行 20 分钟刻意的嗅觉训
练。内容包括：区分气味的强度、
类型，找出指定气味。结果发现，
短短数日，训练就能让嗅觉的辨
识能力明显提升；而持续六周后的
核磁扫描证实，受试者大脑中，关
于嗅觉加工及与语言、记忆的区
域，皮质厚度均有所增加。可见少
量、长期、多样化的气味辨识能让
嗅觉更敏锐，头脑更清明。如今这
也成为有嗅觉障碍或阿尔茨海默
病等患者的治疗策略之一。

对嗅觉，或任何一种感官的
重视，能使我们更敏锐地感知身
体、感知周围的世界。所以下次
当你津津有味嗦着螺蛳粉时，不
妨重新细品一下浓郁的酸笋气
息。无论是愉悦或是一言难尽，
都是那神奇的嗅觉为此时此刻的
你，带来的独特生活记忆。

（以上内容摘自微信公众号
“十点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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