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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
主办、广东省演出有限公司承
办的“烽火学堂”华南研学基
地专场演出近日在广东艺术
剧院举行。该活动是“永远跟
党走”——广东省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百场精品
展演的主要板块活动之一，旨
在将原创话剧《烽火学堂》带
到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沿
线城市进行巡演，以舞台艺术
的形式赓续红色血脉，加强青
少年爱国主义历史教育。

话剧《烽火学堂》以中山
大学的一名老师重走烽火办
学路、探寻华南教育历史根脉
为序章拉开大幕，带领观众穿
越时空回到80年前的烽火学
堂，感悟坪石先师们在战乱中
弦歌不辍，在动荡里坚持学术
救国，于悲愤中涵养浩然之
气，于烽火中培养栋梁之才的
爱国精神。

该剧以人像展览式的戏
剧结构展开，生动讲述以许崇
清（国立中山大学校长）、杜定
友（中国图书馆学家）、卢鹤绂

（“中国核能之父”）、王亚南
（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家、《资
本论》中文版首译者）、马思聪
（著名音乐家、音乐教育家）、
洪深（著名戏剧家、戏剧教育
家）、朱谦之（哲 学 家 和 东 方
学家）、卫梓松（建筑学家）为
代表的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
坚守学术、传播知识、育人救
国，书写了中国文化和教育
发展史上一幕幕动人的不朽
篇章。

自9 月 24 日“烽火学堂”
华南研学基地专场演出正式
启动以来，话剧《烽火学堂》
已在韶关、东莞、广州三座城
市留下演出足迹，各地观众
皆对该剧表达了由衷的喜爱
和赞赏。

据悉，“烽火学堂”华南研
学基地专场演出后续还将在
梅州、云浮等地进行演出，以
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为中
心勾勒出一幅抗战时期文化
学者奔赴粤北坚持办学、坚
守教育的历史图景，弘扬爱
国主义精神。

由文牧野执导，宁浩监
制，易烊千玺领衔主演的电
影《奇迹》近日释出“奇迹小
队”角色海报，公布新阵容。
除此前已公布的惊喜客串王
传君、章宇、杨新鸣，一众实
力派演员惊喜亮相：田雨、陈
哈琳、齐溪、公磊、许君聪、王
宁、黄尧、巩金国，众人共同
演绎平凡人众生相。

影片《奇迹》由周楚岑、
修梦迪、文牧野、韩晓邯、钟
伟联手编剧，讲述一个在深
圳生活的 20 岁少年，为了妹
妹努力坚持，顽强拼搏，最后
获得幸福的故事。影片定档
明年大年初一，票房名导文
牧野与易烊千玺的组合此前
已引发热议。

支撑整个故事的核心是
一对温暖共生的兄妹。饰演
妹妹景彤的陈哈琳早在2017
年综艺《放开我北鼻》中就与
易烊千玺结缘，两人真挚纯
真的相处曾令无数网友感
动，此次银幕合作也是两人
时隔三年后重聚。虽然没有
太多表演经验，但哈琳依然
凭借自然的出演打动了文牧
野，她也成为与易烊千玺合
作的年龄最小的女演员。

对此次易烊千玺的表现，
导演文牧野同样给出了很高
的评价：“他有一个特别少年
的外表，也有少年的灵魂，但
同时又有很成熟的精气神。
他有一种成熟的脆弱，有一
种永不放弃的精神，既有很
天真烂漫的一面，又有背负
和坚持的另一面，这两个东
西加在一起，就是我心中的
景浩。”

（李丽）

筑 师 耗 资 132 万
元，却给委托人建
了一套满是“槽点”

的“毛坯房”？最近，家装改
造节目《梦想改造家》中的一
个甘肃白银农村房屋改建案
例成为坊间热议焦点。11月
21 日，事件相关话题“《梦想
改造家》的最差设计出现了”
登上网络热搜。如今，一周时
间过去，即便节目组已回应
“过完年会接着装修整改”，但
风波仍未平息，不少网友盯着
节目组讨要说法。

事件看似发生在建筑设
计领域，其实却颇具文化研
究意义：当事屋主并没有表
达强烈不满，网友却为何群
情激奋？新乡村建筑如何
“入乡随俗”？建筑师的设计
是出于“审美优越感”吗？文
化产业如何介入乡村发展？
带着一系列问题，羊城晚报
记者采访了从事文化产业及
流行文化研究的青年学者郑
焕钊和刘汉波。

《梦想改造家》是由东方卫视打
造的一档家装改造节目。每期节目
聚焦一户有住房难题的家庭，委托建
筑师在有限时间内使用有限资金为
房屋进行“爱心改造”。节目的目标
是聚焦与住房难题相关的家庭故事
和人物命运，通过颠覆性重置空间布
局与室内设计，将人文情怀贯穿其
中。在过去，“以人为本”的设计理
念让该节目颇受观众欢迎。建筑师
赖旭东 10 万元改造婚房、建筑师本
间贵史改造“渐冻人之家”、建筑师
谢英凯改造广州老宅等，都曾是经
典案例。《梦想改造家》前七季的豆
瓣评分均在 8.5 分以上，然而，节目
播到第八季第六期时却遭遇口碑大
翻车，评论区被一星差评填满。究竟
发生了什么事？

11月 19日，《梦想改造家》第八
季第六期“二十个人的空巢之家”播
出。节目中，“甲方”是一位甘肃白
银的70岁农民。他和老伴四十年来
都生活在一座普通的农村院屋，家里
先后培养出五名大学生，但如今孩子
们均在城里生活。他希望孩子们退
休后可以回到老房子住，重拾大家庭
的欢声笑语。因此，他想请节目组安
排建筑师将老旧的院屋改造得抗风
牢固、方便舒适。“乙方”则是在建筑
界摸爬滚打 20 年、于业内小有成就
的建筑师陶磊。

装修前，老农带着陶磊去看了邻
居的二层洋房别墅，并表达了自己对
新房的设想——建一幢二层小洋楼。
没想到，经过数月改造后，陶磊交的

“作业”却是一套外观由红砖构成的工
业风建筑。内部设计方面，卫生间、浴
室、卧室也不乏水泥和砖块构成的墙
面。不少观众看完后大为不解：这是
毛坯房吗？更令网友感到不可思议的
是，此次改造设计费用高达132万元，
其中土建花费便近90万元。

有观众指出，节目过往案例中的
人性化设计这次统统不见了。譬如，
过往案例中，若委托方家中有老人，
多数建筑师都会在设计时格外用心：
考虑安全，设计过道时会给足宽度，
以方便轮椅通过，此外还会增设防滑
扶梯、紧急求救按钮等；考虑采光，
不但会给足日照空间，还会在暗处增
设地灯；考虑无障碍通行，会减少台
阶设计，增设升降设备。但这次的设
计成品却可谓踩中了所有“雷点”：
走廊幽暗狭窄，厨房、客厅空间不
足，屋内台阶过多，天台“晒枣区”缺
乏安全保护……节目播出后，屋主未
公开表达强烈不满，网友却炸了：

“甲方凭什么要为乙方的任性设计埋
单？”“这不是欺负老实人么？”相关
话题频繁登上微博热搜榜。

网友质疑的一大焦点是建筑师似乎
并未顾及甲方需求，而是一味“炫技”。
节目中，当屋主表示希望建造一幢农村
常见的二层小洋楼时，陶磊立刻反驳说

“建两层，没必要”。他的理由有两点：
一，农村不缺地，没必要建两层；二，楼房
造价高，且两层楼对老人不方便。即便
最后陶磊向屋主妥协，修改了设计，但这
套房子最终呈现的二楼空间也极小，显
得可有可无。

网友对这一案例的另一热议焦点是
造价。陶磊并未采用常见的水泥浇筑方
式建房，而是将红砖当成了主材料——
过去曾有一些出圈的网红建筑采用红砖
设计，例如北京的红砖美术馆。但节目
中，当陶磊发现地砖的质量和色彩有瑕
疵，当地砌砖工的技能也无法满足施工
需求时，他却未及时调整方案，而是坚持
使用有瑕疵的砖，并从北京调来有经验
的砌砖工。这样一来，人工成本升高，改
造进度也被拖慢了。最终，此次改造的
费用为：土建 88.6 万元，硬装 32.3 万元，
软装11.8万元。近90万元的土建费用成
为网友吐槽的重点。

随着讨论升级，11 月 22 日，有网友
爆料建筑师陶磊在北京的住宅涉嫌违
建，“房产证上380平方米的别墅，又多搭
建出来100平方米”。当天下午，顺义区
高丽营镇城管执法队一工作人员表示，
已注意到舆情，执法队员已前往陶磊的
住宅进行测绘。11 月 23 日，又有网友
称，《梦想改造家》中的这套红砖房表面
出现“白霜”返碱情况，担心房屋质量。
很快，“《梦想改造家》红砖房出现返碱”
话题登上热搜榜高位。对此有建筑专业
人士称，房屋返碱现象很常见，有办法处
理，不会影响质量安全，但会影响墙面观
感。这一说法再度引发网友吐槽：“所
以，房子‘高级感’的外表也没了……”

“这房子设计是彻头彻尾失败了。”

这期节目的播出，让《梦想改造家》
面对巨大舆论风暴。为此，节目组解释
称，节目中呈现的是一个尚未完成的作
品：“在项目执行期间，我们始终与委托
人保持沟通，他们也理解和认同我们在
改造上所作的努力。但由于受到西北地
区疫情的影响，我们的改造中途多次遭
到中断。节目拍摄时改造还未完工，基
于当地温度过低，已经无法正常展开施
工，部分屋顶和大部分屋内墙面都未完
成。”节目组表示在节目录制前，已与委
托人一家协商好，待明年开春继续完善
这套房屋。至于费用问题，节目组也进
行说明：“这次改造项目的总花费为
132 万元，节目组和委托人杜伯伯的子
女们各承担了一半。”节目组还表示后
续将与委托人及其子女保持良性沟通，

“进一步结合委托人的实际生活环境，结
合网友的建议持续完善装修，给委托人
一家也给《梦想改造家》的观众一个满意
的交代”。

遭遇网友口诛笔伐后，网传建筑师
陶磊曾在一个建筑师群作出回应：“节目
信息不完整，18日还在抢工抢拍，19日
播出，没有剪辑时间，没有机会完整展示
建筑的体验究竟是什么样的，不得已仓
促拍下‘回家’过程上节目。疫情影响，
不能按时完工，赞助商不同意延后……”

对于网络热议，屋主则回应称：“因
为疫情，拍这期节目的时候，大部分材料
都没有到位，现在我们还没有住进房子，
房子还有一定的潮气。真正交工后我们
才能评价，才能给人家定论，是好还是不
好。”

丰富的可解读空间令
事件逐步发酵

该事件中，当事屋主并未表达强烈
不满，但网友却纷纷表示要为屋主“讨
公道”。暨南大学文艺学教研室主任、
文化创意与文化产业硕士研究生导师
郑焕钊认为，借助特定的媒介热点表达
意见并形成某种狂欢化的话题现象，是
互 联 网 媒 介 文 化 最 为 显 著 的 一 种 特
征。郑焕钊认为，《梦想改造家》“翻车”
的这期节目，文本内外可解读的空间非
常丰富：“既有屋主老人参加新家时的

‘欲言又止’以及‘矛盾的眼神’可供网民
解读意会，又有网民对现实装修经验的
痛点与不满需要宣泄出口，此外还有房
屋设计本身所引发的槽点以及延伸出来
的一系列议题。”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特聘副教授、文化
产业管理系系主任刘汉波认为，当网友的
争论焦点开始由“美与丑”转向“权威与民
间”“学院派与老百姓”等话语角逐时，这件
现实事件便转而成为了媒介事件，“为数不
少的网友将这个媒介事件视为了情绪宣
泄、意见表达或身份认同的中介”。

不该将现代建筑风格
强行植入乡土

在事件中，老人对乡村流行的小洋房
的渴望与建筑师对城市流行的设计理念
的运用，产生了强烈对撞。谈及乡村建筑
风格的变化与城乡二元结构壁垒的淡化之
间的关联，郑焕钊认为，在全球化、城市化
与媒介化浪潮中，乡村建筑风格愈来愈向
城市趋同：“这是现代城市生活风格及其便
利性的一种体现，譬如多层小洋楼、别墅在
不少乡镇蔚然成风，其背后其实是乡村农
民对卫生、整洁、现代生活的向往。同时，
这也是城乡二元壁垒淡化的一种表现——
随着城乡人口和经济流通的加速，生活方
式的趋同也带来包括审美在内的价值标准
的日渐趋同。”

在刘汉波看来，乡村振兴从硬件上改
变了农民过往的被动局面，更顺畅的道
路、更合理的土地规划、更下沉的网络技
术，无不让农民拥有融入主流的条件。

“城”与“乡”迎来了相互观照、彼此对话
的新契机。但从“城”里带来的技术、人
才、规划，应该在充分适配地质地貌、利用
当地资源、尊重乡村民俗的前提下，为兴
建乡村建筑贡献力量。否则，乡村很容易
成为资本或流量猎手的赋能对象。他举
例：“现在，大家打开某些网络平台，会看
到一些推荐乡村的内容，标题用的都是

‘中国小瑞士’‘中国的马尔代夫’‘中国
的札幌’等话术，就仿佛若不以某个舶来
的审美符号作为媒介，大众就无法理解和
认同乡村景观一样。同理，诸如‘野奢’等
建筑概念也更倾向于以乡村空间作为赋
能的对象，将现代建筑风格和都市中产消
费趣味强行植入到乡土中。”

让乡村建筑有特色、
有文化地发展

节目中，建筑师陶磊有段这样的表
述：“老爷子毕竟年龄很大，他不像年轻人
可以从头再去学习、了解更多文化。再过
10 年，他可能会感受到这个道理并欣然
接受。”对此有网友认为，陶勇在歧视老人
审美的同时，也展现了自己的“审美优越
感”甚至“文化优越感”。

郑焕钊认为，“审美优越感”或“文化
优越感”实际上一直是构成现代时尚产业发
展的重要动力之一，“但在这档节目中，建筑
师优越感的表达特别‘刺眼’，尤其是对于只
想要改善居住环境并获得乡村认同感的屋
主而言，其优越感更显得不合时宜”。

刘汉波则认为，该事件体现了建筑师
对空间话语权的争抢：“建筑师受到争议
是因为人们认为他存在‘审美霸权’或‘审
美傲慢’。屋主长居于乡村，他才是长期
与乡村空间互动的主体，结果却被怀揣现
代建筑审美话语权的外来‘专家’建构成
蒙昧的、待规整的客体。这才是最大的问
题。”

在郑焕钊看来，节目中建筑师的“翻
车”颇具典型意味：“一方面，从风格追求
和生活满足的角度而言，建筑师表现出了

‘不接地气’和‘一意孤行’，与乡村百姓
质朴的生活价值追求构成了冲突。另一
方面，我们也需要思考，在乡村振兴中如
何改变这种同质化城市建筑趋同，让乡村
特色与创意设计有效融合，从而既能改善
乡村农民的生活条件，又能让乡村建筑有
特色、有文化地发展，让乡村留得下‘乡
愁’。”他认为，在特色化、文化性与舒适
性三者之间进行平衡，应是首要原则。

刘汉波认为，很难给乡村建筑审美一
个非常精确的、定性的标准，“但还是会有
一个大方向上的共识，有一个能在学院派
和老百姓中都谋得阐释余地的审美旨趣”。

展现坪石先生风采

《烽火学堂》演出到广州
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 摄影 宋金峪

《奇迹》公布新阵容
易烊千玺“妹妹”亮相

羊城晚报记者 龚卫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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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万元改造

农村房却“翻车”

事件：

质疑：

造价过高，设计
也不够人性化

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

回应：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C
将结合屋主生活

环境继续完善

分析：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

晒枣天台缺乏防护措施

“红砖房”外观

保暖成问题

老人想要小洋楼

工
业
风
设
计
被
吐
槽
像
﹃
毛
坯
房
﹄ 屋主参观新家

网友认为高墙太压抑

外墙疑出现返碱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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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愁”该走什么风
专家谈《梦想改造家》“最差设计”背后的文化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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