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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贺岁档 几多可贺处？
□ 殷 丽

武士爱剑，文人好砚。文房四宝中的
砚因其身具“坚固，传万世而不朽，留千古
而永存”的特点，在四宝中居于首位。古
人对砚的要求不光在实用价值上，还延伸
至审美情趣中，砚因其丰富多姿的石品花
纹，形制花式的不断创新，典雅考究的雕
刻工艺，成为上达帝王公卿，下至庶民学
子梦寐以求的书桌至宝。

1951 年 10 月的一天，广州市文德路
上一家古董店的店主遇到了一名中年妇
女，她想卖出一方砚台。店主将砚台反复
地看了又看，这块砚台呈黑色，长方形，但
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店主摇了摇
头，中年妇女失望地转身就要离开。这
时，旁边一位穿西服的中年人突然说：“等
等，这砚台我要了。”很快，中年人以 160 块
钱买下了这块砚台，160 块钱在 1951 年的
时候不是一个小数目，这块砚台有什么奇
特之处？

妇人走后，中年人叫店主拿来一碗
水，轻轻地擦在砚台上，很快，砚台上竟奇
迹般地出现了一只猴子的形象，这只猴子
呈蹲坐状，似乎在回首张望，嘴角还露出
一丝狡黠的笑容，眼睛、鼻子、嘴和前足都
清晰可见，栩栩如生。店主惊奇不已，连
连懊悔。而这位靠着火眼金睛收获了砚
台的人，则是中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书
法家和古文物研究专家商承祚。商承祚
拿着砚台兴致勃勃地说：“这砚台叫千金
猴王砚，可是大名鼎鼎。”

在砚台的排名序列中，端砚、歙砚尤
为珍贵，而端砚又较歙砚更佳，据说历代
皆采端溪，到南唐李后主时端溪石已竭，
不得已才采用次之的歙石。在广东省博
物馆“历代端砚展”中,最出名的就是被商
承祚发现的“千金猴王砚”，传说它能呵气
出墨、隆冬不冰。此砚石奇、工巧、身世传
奇，是清末广东“三大名砚”之一，更是广
东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广东省肇庆市古称端州，此处石料制
成的砚台即为“端砚”。《端溪砚史》称：“体
重而轻，质刚而柔，摩之寂寂无纤响，按之
如小儿肌肤，温软嫩而不滑”。作为翘楚
的千金猴王砚长 25 厘米，宽 17 厘米，这样
的尺寸在端溪老坑石中，已是罕见大料。
石色紫蓝，石质细腻，石品花纹绚丽。砚
堂中有大片鱼脑冻，形似猕猴，侧蹲回首，
生动活泼。制砚者因材施艺，将砚面及砚
背巧妙设计为花果山、水帘洞意境，所以
命名为“千金猴王”。砚右侧镌隶书铭文：

“千金猴王砚。光绪壬辰禺山何氏闲叟珍
藏。”砚左侧镌隶书铭文：“郭兰祥作砚，项
信南刊字。”

千金猴王砚最初的主人何闲叟，是张
之洞幕僚。张总督喜欢端砚，专门派人去
肇庆负责管理开采，何氏是主事者之一。
砚池边有光绪壬辰（1892 年）的题款，何氏
在那一年找到一块很大很精的料子，并做
了三方砚，其一猴王，其二仙鹤，其三碎石
砚。何闲叟过世后，三方砚先后散落民
间，猴王砚被汪精卫夫人所得，抗战后又
再次流散，直到被商承祚购入。后来，商
承祚将这两方砚台捐给了广东省文物管
理委员会，最终落户广东省博物馆，成为
其中珍藏。

砚在文人墨客的心中，除了研墨功能
和欣赏价值，还拥有文化内涵。在古时，
诗人雅士的砚台往往清新飘逸，造型自由
洒脱，追求个性；官员将军的砚台严肃庄
重，不太花哨，讲究一个稳重；商贾之砚多
雕刻吉祥如意之兆，以图个好彩头，希望
生意兴隆，财源广进；而宫廷用砚则华贵
雍容，凸显皇家至尊，珍贵异常。今天，虽
然人们对笔、墨、纸、砚的需求不再像古人
那般是书房的必需品，但是砚台所承载的
人文情怀，仍能为我们所珍重。

别让流行放逐了语言
□ 杜 浩

☞ 今年贺岁档青春逆袭，名导失利，黑马依然跃起

☞ 内容始终是影片的成功因素

“屌丝”、“逼格”等词语广为流行，对

此，有上海市政协委员呼吁，应重视网络语

言对汉语的污染现象，加强对汉语的保护。

应当怎样看待这种网络流行语现象？

在网络上乃至社会生活领域，“中国大妈”、

“老虎”、“躲猫猫”或“萌萌哒”等网络语言

被广泛使用。这些从新的事物或社会发展

中产生的特定流行词语，所表达的语意也

符合汉语的本来意思，可以看做是语言的

发展。但有的网络语言，或是不符合基本

的语言规范和逻辑，或是错别字，或与原意

完全不同，如“系（是）、偶（我）、灰常（非

常）、稀饭（喜欢）、酱紫（这样子）、造吗（知

道吗）”等；更有的网络语言，从语言内涵和

文化伦理意义上看，已经沦为粗俗、猥琐、

下流，而这些粗俗的词，却成为网络流行语

言，进入我们的日常文化生活，有的被主持

人在节目中使用。而且，在对这些网络流

行语的格调、内涵的道德评判上，我们缺乏

应有的文化自觉和警醒。

人民网曾对 2014 年的网络热词进行

评析，更指出了我们对待网络语言流行的

态度。网络流行语，来势汹汹，去更匆匆。

与其被动地追赶潮流，倒不如停留在潮流

的后面，安心做个“网语盲”。因为在语象

激变的时代，网络话语体系中的潮流大多

是泡沫，时效性一过，泡沫便会迅速破灭。

所以，我们不妨与网语保持一定的距离，不

拒绝，不亲近，总好过陷入“快速记忆，再快

速忘却”的漩涡中疲于奔命⋯⋯

如今，在这个技术与消费的时代，借助

技术、流行和时尚的力量，一种语言书写形

式作为社会生活中人们交流的手段和工

具，会强行传播，甚至影响人们的生活方

式。当下，这些泛滥的网络语言、网络流行

词语，其实正是这类文化现象的反映。

今天网络语言的流行，还用许多符号

来代替汉文字的使用，有人忧虑中国汉字

有可能遭遇信息化技术的全方位“屏蔽”的

危险。较之传统语言，这些网络流行词语，

不再具有以往时代人类语言的精神、文化、

意义深邃的特点，缺乏深度和审美意义，少

了艺术性、情意性和韵味性这些丰富语义

蕴藏。这怎能用它们去朗诵那朗朗上口的

诗歌，吟咏那抑扬顿挫的散文？因此，我们

似乎正在面临语言文化呈现出退化的趋

势，把语言看作具有某种美学价值的概念

正在泯灭，只是把它们看作是传递实用信

息。当代人语言和词汇日益贫乏，我们可

以谈论一切，但所谈论的一切都没有意

义。词语的意义失去了沟通心灵的真正作

用。语言失去了真实的意义，也就不再成

为交流的工具，而走向了自身的终结，这正

是网络语言流行的本质。

我们还应看到，一段时期流行的语言、

文字，其实是在每一点上与我们的生活相

互渗透，与我们时代的心灵和精神具有密

切的联系。网络语言的泛滥，实际上是反

映出我们今天的心智、情感、精神和创造

力，越来越趋向于衰弱和萎缩的现实，我们

陷入了过度的精神贫困。这从一个侧面提

醒我们，是该认真审视和反思我们的心灵

和精神了。

2014-2015 年贺岁档，由于今年春节
较晚，贺岁档周期从去年 11 月末到今年 2
月底 3 个多月时间，整整 95 天时长成为史
上最长贺岁档。这也造就了目前最强贺岁
档，将有不下 70 部影片登陆影院。这些影
片几乎涵盖各类型题材，摆脱只有喜剧片
的单一贺岁模式。

作为中国电影产业中最著名的商业品
牌，贺岁档无一例外都是电影扎堆、明星成
群、投资必争的重要战场。今年贺岁档在
国外大片滚滚而来的尘嚣中，国产电影依
然维持了重量级的话题：青春刺痛、时代风
云、红戏新编、名导诱惑、二次元世界⋯⋯
贺岁档的白热化竞争，拉开了 2015 年中国
电影又一个重要时间点的序幕。

题材？不限

与往年喜剧片唱主角的贺岁档相比，
今年的贺岁档狼烟四起，包罗多种题材，战
争、谍战悬疑、青春纪事⋯⋯贺岁档真的与
往年不一样了。

“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这样的戏词
是否一直萦绕在你的记忆中，儿时的记忆深
切有质感，浓烈高亢的戏词仿佛可以让你在
那四方四正的收音机中看到舞台精彩的演
绎，当20年后的今天他变身初现大银幕，浓
烈的记忆始终可见，加之徐克导演的鬼斧神
工，“红戏新编”一点都不夸张。

在前期没有看到任何宣传大动作的
《智取威虎山》，选择在多片云集的贺岁档
上映，无疑让人为其捏了一把汗，毕竟年轻
人是当今电影市场的主要购买方。前有姜
文后有顾长卫，加之红色题材，多少上座
率？多少票房？多少排期？当然，最后“鬼
才”没有令我们失望，炫目的特效、严谨的
结构、大气的配乐，所有连贯完整的主创演
技，都值得称赞，目前不完全统计达 8.67 亿
元的票房，已经高居今年贺岁档的奖牌榜
前列。

我们总结《智取威虎山》的成功，还是
那句老生常谈：电影成功与否是多种元素
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值得一说的是，10
年来徐克一直致力于大投资大制作的主流
商业电影，他越来越显示出圆融自如的掌
控能力，将积极正面的价值观念、精致曲折
的故事情节、惊险刺激的视听效果融汇一
体，作为北上发展最成功的香港电影人，徐
克逐渐摸索到了观众需求、个人情怀和主
流价值之间的平衡点，他的经验值得内地
电影人借鉴。

另一个关于题材的话题，是青春题材
电影。本次贺岁档中最显眼的当数《匆匆
那年》，以目前 5.84 亿元的高票房打破中国
内地史上青春题材电影纪录。

近年来青春片市场前景大好，从 2013
年开始，《致青春》、《中国合伙人》、《同桌的
你》纷纷成为卖座大片。毋庸置疑，这些影
片无一不在追忆青春、纪念青春。此时，

《匆匆那年》借势启航，根据热门小说改编、
青春电影导演张一白执导的这部电影，用
丰富的镜头语言、细腻的情感爆发点、真实

深刻的青春记忆让观众唏嘘不已。不过，
在这里，我个人反之想说，看过搜狐自制同
名网络剧的朋友应该会有相反的观感。

名导？谁强

往年，贺岁电影是充满热闹、欢笑的喜
剧片的天下，所以内地电影市场中最瞩目
的贺岁片导演当属冯小刚。不过，今年既
没有看到冯小刚的作品，这两年崛起的徐
铮也没有导演作品面世。不过，今年贺岁
档虽然减少了喜剧电影的份额，名导争夺
战依然激烈。

喜欢剑走偏锋的姜文在 2014 年底贺
岁档重出江湖，《一步之遥》未拍先火。紧
锣密鼓的宣传计划吸引大众走进影院，首
日 70%的史上最高排片让观众不得不看。
但放映后观众的一片吐槽声，让票房从预
期的 15亿止步 5亿。

贺岁档期中另一位著名导演的作品
《微爱之渐入佳境》在大银幕亮相，被称为
顾长卫成功转型之作。说他成功，还得需
要用票房说事。这个接地气的故事，最终
以黑马姿态赢得 2.84 亿元的票房，陈赫与
杨颖的搭档赢得观众颇多赞赏，因此，影评
人认为顾长卫跟随市场脚步，转型成功。
这部电影最大特色是轻松幽默的剧情设定
让观众完全置身于微信生活，“摇一摇”“约
吗”等流行词汇充斥其中，迎合了年轻观众
的爱好。

值得一提的是，大导演吴宇森携全明

星打造的《太平轮》在上映后表现平平，剧
情设置是大家最集中的吐槽点，“半集完了
还没登船”，一名豆瓣网友如此评论。

这是一部被称为“东方泰坦尼克”的电
影，筹备 6 年，投资几亿元，能成为卖座电
影的条件应当具备齐全了，为什么观众并
不买账？也许不能光提导演的名号，业内
人士称《太平轮》回收成本的压力巨大，投
资方将电影分拆成上下部后，又找来更多
有票房号召力的一线明星来加重销售筹
码，反而成了电影叙事上的负担。

知名导演可以遭遇滑铁卢，也能谋求
转型升级，或许这就是电影变幻莫测的魅
力所在。当然，猜想仅仅是猜想，结论总在
上映之后揭晓，仿佛剧情的演绎，大跌眼镜
的起起伏伏是电影人生的一部分，谁知道
下次谁是英雄？

黑马？漂亮

新元素的加入也构成了本季贺岁档的
一个热点话题。这一时期，电影《十万个冷
笑话》成为国内第一部不走低龄路线还能
获得过亿票房的动漫作品，是贺岁档异军
突起的一匹黑马。网剧到电影，《十万个冷
笑话》的上映探索了一条网络剧搬上大银
幕的新路。

它的成功不仅在于票房的成绩，更因
为它打通了电影在互联网传播途径的各个
渠道。作为出品方，小米、新浪娱乐等都通
过微博、社区为电影宣传造势，比如从知名

媒体的微博大号，到热门话题、粉丝头条
等；格瓦拉、猫眼电影、微信也先后开展电
影票预售活动；苏宁易购将电影主题广告
覆盖到了全国 30 多个城市的分众屏幕；爱
奇艺、招商银行、万达影业和蓝港互动等也
为《十万个冷笑话》提供了媒体宣传平台。
在当下行业 IP 的热潮下，《十万个冷笑话》
的娱乐产业链条引起行业关注，是目前娱
乐项目值得学习的一个成功案例。

正如万达的制片人陈洪伟所说，它的
价值在于为未来以亚文化为核心内容的网
络产品，从小众走向大众提供宝贵的模式
借鉴，但谈及对整个行业的救赎与革新，还
为时尚早。“《十万个冷笑话》就是一次吃螃
蟹的尝试。”

当然，被赞为黑马的并不是只有这一
部。比如，《重返 20 岁》，这个故事笑中有
泪，亲情战胜了容颜，导演陈正道说：“这部
电影是献给所有妈妈的礼物。”

2014-2015 年贺岁档青春逆袭、名导
失利、二次元成黑马⋯⋯戏还没有落幕，片
花依然推送不止，话题还在更新，在这个电
影巨头与巨头之间较量的战场，在这段黑
马与炮灰齐飞的岁月，最终能为 2015 年的
中国电影市场留下什么，是我们最关心的
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