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几年，不少经典影视 IP 被重

启，或者翻拍，或者做续集。它们中一

类是把受欢迎的电视剧搬上大银幕，

比如《爱情公寓》《武林外传》；另一类

主要来自经典电影，比如《大话西游

3》是《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大话西

游之大圣娶亲》的续集，《卧虎藏龙：青

冥宝剑》是《卧虎藏龙》的续集，丁晟的

《英雄本色 2018》翻拍自吴宇森经典

作品，还有袁和平把 1982 年自己的

《奇门遁甲》又拿来拍了一遍。

不管是导演亲自上阵拍摄，还是

原版演员全员回归，这些重启之作市

场反响却难恭维。从豆瓣评分上看，

只有《武林外传》勉强达到 6 分以上，

其他作品的评分普遍低于5分，《爱情

公寓》更是创造了2.8分的新低。

祭出“情怀”旗号，围绕以往口碑

颇 佳 的 经 典 影 视 剧 做 文 章 并 无 不

可。毕竟，这些经典作品自带固定的

粉丝群，积极创造条件“蹭热度”，努

力攀上经典作品的“顺风车”，与时下

诸多原创影视剧比较起来，最起码，

可以在知名度上先人一步。如此一

来，经典重启方进行宣传推广就能省

心不少，翻拍、续集影片只要还未播

出，轻而易举即可将观众的胃口吊得

老高。

但是，经典不可轻易触碰。无论

翻拍还是续集，不说一定要超越经典，

可至少得与经典作品的整体制作水准

齐平，对得上观众的欣赏口味。否则，

翻拍作品难免面临“被拍砖”命运，也

无端透支了自己辛苦积累的市场口

碑。再者，还容易搅浑经典重启这潭

清水，引发观众更多的质疑乃至不信

任情绪，从而给后来者再走这条路增

添坎坷。说不定还会堵死经典重启之

途，令一些原本有可能诞生的新经典

就此渺然。

经典重启之门究竟应当如何打

开？有影评人士认为，创作态度真诚

严谨，让观众购买的电影票物有所值，

才是不辱没“情怀”二字的前提。在将

认知态度拉回正轨基础上，还需要经

典重启者认真思考“变”与“不变”的问

题。社会发展了，时代进步了，旧有经

典当中的故事语境未必适合当下，曾

经的美学风格也未必契合现在观众的

欣赏需求，经典重启者就必须思考，如

何使新作在表现题材上更接地气，如

何创新镜头语言的呈现方式，等等。

努力以“变”制胜。

与此同时，翻拍、续拍必然要与旧

有经典建立某种联系，需要固守某些

“不变”的东西，比如围绕角色塑造、演

员演技，以及旧有经典创作当中其他

一些成功的理念、经验等，可结合实际

有意识地予以继承。经典重启者应仔

细研究观众对待经典的心理，在“先入

为主”与“再度接受”之间努力把握好

平衡，以一些“不变”的东西潜移默化

引发观众的认同，给他们接受翻拍、续

拍之作以逐渐适应的心理空间，翻拍、

续拍走进观众内心，赢得广阔市场，也

才更可水到渠成。

警惕

“鸡汤阅读症”

□ 覃皓珺

重启经典岂是一锤子买卖？

□ 周慧虹

考验另一半？

两败俱伤！
□ 何勇海

10 岁的王阳明进入学堂伊始，曾经

郑重地问过老师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

要读书？老师的回答是：为了将来参加

科举考试啊。王阳明带着一丝疑虑提出

了他从前贤那儿接受来的观点：不对，应

该是做圣贤。老师的功利给了王阳明一

个浅近的目标，王阳明自己为自己确立

了一个远方。

柏拉图在雅典的学院招收学生的时

候，在门上贴了一个告示：不懂几何学者莫

入。有学生问他：学习几何学有什么用？

柏拉图勃然大怒，拒绝了这个学生的申请，

并且说：他居然问学几何学有什么用。对

于柏拉图来说，他开办学院的目的，在于探

求真理，在于了解宇宙，在于让人“认识你

自己”，当你只盯着“有用”“没用”的时候，

你已经抗拒了远方的召唤，当然属于不受

欢迎之列。

教师，意味着远方。他的熏陶，他的指

引，他的鼓励，决定了学生眼界是否广阔，

心胸是否宽宏，目标是否长远，人格是否高

尚，抱负是否远大。

教师，站在今天的讲台上，面对着那一

双双纯洁而清明的眼睛，他的一言一行，一

举一动，都会投影到他们的眸子里，成为决

定他们人生高度的坐标；都会回荡在他们

的心海里，成为一生摆不脱的印记。教师

站得高，自然会给他们一个崇高的平台；教

师看得远，自然会给他们一个远方的远方。

那个远方，虽然抽象却很实在。它的

一头联结着当下，一头像草蛇灰线，绵延千

里，一直伸展到学生的终身。而最值得重

视的是，这种文化人格又会影响到周围的

人，影响到下一代，教师往往看不到这种远

方，却能显示这种远方。

一位教师，就是一道风景，学生从他的

身上看到怎样的景物，就会靠近、欣赏、向

往、营造这样的风景。因此，教师应该不懈

地提升个人的修养和能力、思维和品质的

重大意义就在这里：他把自己站立成一个

远方，令人企慕的、崇敬的、仰望的远方，以

思想的深邃、学问的丰富、人格的高尚、精

神盈足的姿态，着眼于现实现地，却不受它

的局限，视追求更为宽广、丰盈的生命圆满

为更高更远的目标，将这份职业看作是提

高自己、充实自己的台阶，如此，他才能给

学生提供一个美好的远方。

在通往那条方向的路途上，他一边辛

勤耕耘，莳花种草，一边收获果实，恬然自

足，然后目送着被他赋予意志和品质、素养

和能力的学生走向更远的地方。他有这样

的自信：他的学生可能会忧郁，却不会抑

郁；可能会胆怯，却不会恐惧；可能会遇到

挫折，却最终会走向坦途；可能会遇到风风

雨雨，却能从路边的一朵野花中看到生命

的亮色。

《资治通鉴·后汉纪》称“经师易遇，人

师难遭”，其注解云：“经师，谓专门名家，教

授有师法者；人师，谓谨身修行，足以范俗

者。”“范俗”，可以给世俗社会做一个榜样，

其本身就象征着远方。孔子一边践行，一

边给学生指出一个追求的目标——仁；孟

子，一边追索，一边给学生指出一个追求的

目标——义。这样的目标是远方，是值得

终身深味遵循、不懈努力的；是值得一生自

强不息、为之奋斗的。此所谓“任重而道

远”。有了“重”的背负，有了“远”的探寻，

人就有了责任，有了斗志，有了情怀。

一 位 教 师 ，就 是 一 道 风 景
□ 李尚飞

永远不要测试情感，因为

测试之前已经对自己的感情

有了不确定的预判

经典重

启，不光要

创作态度真

诚严谨，还

要在变与不

变之间寻找

新的契合点

一位教师，就是一道风景，学生从他的身上看到怎样的景

物，就会靠近、欣赏、向往、营造这样的风景。因此，教师应该把

自己站立成一个远方，令人企慕的、崇敬的、仰望的远方

文化产业的繁荣不仅要

符合市场规律，还需追求艺术

品格

众所周知，选择类型多样化、读书时间碎

片化的“轻阅读时代”已经到来，图书市场格

局也随之发生变化。据统计，2017年我国图

书零售市场总体规模已达803.2亿，同比增长

14.55%，增速再创近年新高。在图书单品种

盈利能力持续上升的大环境下，少儿类、社科

类、政策类图书占比增长显著，在文学类读物

所占有限份额中，部分“鸡汤文学”凭借过“百

万销量”和“话题热度”备受关注，甚至在某些

图书销售网站举办的投票评选中险胜纯文学

大家新作。读者选购书籍时，“鸡汤文学”作

品腰封上名目纷杂的文化奖项、天花乱坠的

名人推荐令人眩晕，文本的故事性被商业属

性喧宾夺主。这背后不仅是读者阅读趣味、

时代文艺风尚的与时俱进，更隐含着出版行

业竞争、营销宣传的商业博弈。

对大部分商业写作者而言，其创作的目

的与传统文学追求“经典化”的标准恐怕相距

甚远，文本碎片化、话题趣味性等传媒属性远

胜于文学意义上的可读性。许多“鸡汤文学”

作者具备传媒行业背景，对出版行业的营销

诉求了然于心，写作的根本目的赤裸地指向

大众化的阅读趣味背后的出版红利。有些作

品，其创作缘起是微博上的短篇睡前故事连

载，与读者互动并积累人气后迅速出版并成

功改编为电影。还有些作品，则以奇人传记

般的文体，传达着与现实保有一定距离的理

想化的人生态度。部分作品中,“迷惘”“忧

愁”“哀伤”是兜售现实焦虑的情绪砝码，“青

春”“梦想”“人生”是描绘理想生活的高频词

汇，“喝酒”“旅行”“恋爱”是开解心灵困惑的

标准动作，文本背后更带动起一系列新兴“鸡

汤旅游”“鸡汤电影”等相关产品的销售热

潮。同时，商业化写作者的身份多源于市场

反响而非文本自身传递的文化价值。在超高

销量的“奇迹”背后，该类作者兜售自我个性

人设的同时令文本成为附庸，动辄上百场的

落地签售活动和大量质量参差不齐的再版衍

生品，使得文学作品成为纯粹商品，本应文火

熬煮的“心灵鸡汤”沦为了速溶即食的“麻痹

快餐”。

图书出版行业的健康发展，对读者群体、

尤其是青少年读者的阅读趣味养成和人生观

念塑造影响深远，必须警惕商业化的写作完

全唯市场利益而论、出版商过度追求商业利

益远胜社会效益等倾向。“鸡汤文学”本身并

非贬义词，该类型带来的经济效益增长也并

非绝对负面。相比纯文学作家创造的艺术世

界，通俗文学作品中代入感极佳、共鸣感极强

的故事和题材，备受大众喜爱。全世界各类

“鸡汤文学”佳作的成功，切实地鼓舞过失落

者奋进、促进了出版市场的繁荣。优秀的文

学作品、优美的文字表达，能化作夜深人静时

抚慰孤独心灵的喃喃细语，奏响迷惘岁月中

鼓舞勇气的青春战歌。青年人作为通俗文学

阅读的主体，其阅读趣味和艺术品格的养成

至关重要，若多年后回忆起早年的阅读经验，

满是“廉价鸡汤文字”的青涩难堪，而非优质

文学佳作的心灵触动，不免会遗憾与追悔。

文学的选择和阅读，应是不同的生命经验之

间势均力敌且心领神会的碰撞交织，未经世

事的少年人和饱经沧桑的中年人，在不同生

命处境下，对同部文学的理解和心态亦有不

同。但当文学阅读选择的自由，被畅销书商

业诱导的霸权取代，文学的阅读审美倾向被

商业化写作趣味碾压，“鸡汤阅读症”的负面

影响就开始显现，积极的文化风向引导此刻

绝不可缺席。

每个时代的精神面貌，正体现于当世文

学的新风之中，文化产业的繁荣不仅要符合

市场规律，还需追求艺术品格。近期，全民阅

读工作在各地火热开展，但“鸡汤阅读症”的

处方绝不仅仅是一张张“人民的书单”，更要

基于对商业写作的高度关注和文化市场的正

确引导从而对症化解。文学趣味与商业收益

之间并不存在天然的壁垒，《平凡的世界》《假

如给我三天光明》等经典佳作，多年来激励无

数青年人追梦远航的同时高居畅销榜前列，

印证着大众趣味、文学品格、商业属性彼此的

包容与滋养。对此，图书销售平台应与政府

联合，积极设立有公信力的通俗文学奖项，而

非为商业利益而倾斜。出版行业在追求商业

利益的同时，也需同步发掘优秀通俗文学青

年作者、树立新时代文学趣味的先锋营，令青

年的梦想乘风而起，使人民的书香流传万家。

生活中，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会故

意出难题考验另一半。对于这种现象，

有人认为很无聊，有人认为如果对方给

出好的反应，会加深二人感情。有多少

人会故意考验另一半？日前，有一份对

1953名 18岁至 35岁青年进行的调查显

示，49.0%的受访青年会故意考验伴侣，

30.9% 的 受 访 青 年 表 示 不 会 这 么 做 ，

20.2%的受访者表示不好说。生活中，

45.2%的受访青年会不时提出一些感情

问题让伴侣回答，44.8%的青年会从生活

中的小事来考验伴侣。

近半数受访青年会故意考验伴侣，

说明这种做法具有一定普遍性。这种现

象，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影视剧

情节中都有体现，比如，一些女青年常常

问另一半：“你真的爱我吗？”“会爱我多

久呢？”而一些男青年也常常问另一半：

“你爱的到底是我的人，还是我的钱？”除

了设计一些“考题”，一些人还可能设计

一些“场景”，谎报自己发生意外，看看另

一半紧张自己的安危是否与爱自己的程

度成正比，甚至让另一半不认识的闺蜜

接近另一半，试图考验对方对自己的忠

诚度，等等。

在我看来，故意考验另一半的做法，

不值得提倡。站在考验者的角度说，故

意考验另一半应该是爱另一半的表现之

一，爱他或她，才不想失去他或她，也害

怕他或她伤害自己，故而会考验对方。

但是，故意考验另一半也是对爱情婚姻

没有安全感的表现，不知道对方对自己

的真心有多重，不知道自己的感情在对

方心里究竟价值几何。假如对感情很笃

定，就不会也不用去考验另一半。因此，

与其考验另一半，不如做好爱情婚姻中

的自己，让对方感受到真心真爱，以提升

感情生活的自信度和安全感。

站在被考验者的角度看，被另一半

故意考验，尤其是屡屡考验，便是对自己

的不信任，甚至于另一半可能对自己的

感情已经有了负面的假定。“不然怎么会

考验我呢？”在觉得不被信任的情况下，

被考验者极可能给出不真实的答案。在

调查中，有 52.0%的受访青年就认为，考

验另一半，不一定能得到想要的答案或

结果，是给自己出难题；41.0%的受访青

年认为，可能会引起对方反感，不利于感

情发展。尽管有人说，考验方式用得好，

也是情侣之间相处的一种情趣，但如何

保证运用得好呢？

恋人、伴侣间最重要的是信任和沟

通。双方相处，坦诚相待很重要，用试探

性考验反会造成不必要的误会。建立信

任感很难，一旦被打破很难修复。在知

乎上也常有关于“考验另一半”的问题，

有人这样劝导：“永远不要测试情感，因

为测试之前你心里已经有了一个结论，

所有测试都是为了得到这个答案，一次

不够就再来一次，无休无止，直到得出一

个结论：他或她果然不是一个专心的人，

你才会满意。”可见，考验另一半可能两

败俱伤，还是“洗洗睡吧”。

日前，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正式揭

晓。经过多轮评审，共从七个门类

1373 篇（部）作品中产生了 34 篇（部）

获奖作品。

恰逢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重要历

史节点，本届鲁奖参评作品的一大亮

点便是反映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

十八大以来，国家的重大变化和时代

的进步飞跃，涵盖了科技创新、生态文

明建设、脱贫攻坚等多个时下大热的

社会性话题，题材多样，视野开阔，立

意高远，充满正能量。

其中，以报告文学获奖作品最具

代表性：深情抒写领袖与作家情谊的

《朋友——习近平与贾大山交往纪

事》、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拓荒者”树

碑列传的《西长城》、深情呼唤绿色生

态文明的《大森林》、浓墨重彩描绘国

家扶贫战略的《乡村国是》等作品本身

就具备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这些作品

的获奖，代表了近年来我国报告文学

繁荣发展的积极态势。

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含小小说）

佳作涌现，成果丰硕，既有新人出手不

凡，又有老作家再创新高，老作家冯骥

才的《俗世奇人》（足本）以俗雅融通、

拈轻成重的魅力为小小说赢得第一个

鲁迅文学奖；来自西海固的“80后”回

族女作家马金莲带来的《1987年的浆

水和酸菜》延续了萧红的文脉，用深情

的笔调怀念那个已经远去的岁月。《世

间已无陈金芳》对都市人物的生存状

态有着悲悯而精彩的呈现；“山珍三

部”系列的第二部作品《蘑菇圈》充满

对自然生态的深切关怀，成就了阿来

“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双冠王

的美誉。

今年鲁迅文学奖，还对文学理论

评论所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果进行了

系统梳理和检阅。老中青学人和批评

家们以其明确的导向，深邃的视野，学

理与悟性兼具的思辨之美，及时真切

地反映出与新时代文学发展同行的理

论评论领域的繁荣局面和景深效果。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表示，34篇

（部）获奖作品体现了过去4年来我国文

学创作和文学翻译所取得的成绩，反映

了中国当代文学繁荣发展的态势，体现

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在新时代的生机

和活力，见证着中国文学正在由“高原”

迈向“高峰”的坚实步伐。

关注时代文艺的多彩呈现

□ 李咏瑾

当代文

学的基本面

是 什 么 模

样，可以从

鲁奖窥见几

分

我们期

待 意 外 之

喜，也随时

准备接受突

如其来的打

击

将悬念进行到底
□ 揭方晓

亚运会期间，每天下班回家，打开

电视，锁定体育频道，心情就格外舒

畅。紧张激烈的比赛、扣人心弦的争

夺，让人感受到一种壮烈而又酣畅的

美。胜利者的风采、失败者的风度，一

切都那么美好、真切。

但今天，我却觉得非常扫兴。电

视里正在录像播出一场早些天已经结

束的足球赛，比分早已知道，所以尽管

一直不咸不淡地看着，却始终兴奋不

起来。缺少悬念，是体育比赛的悲

哀。假使早知一方必胜而另一方必

败，这样的比赛看起来必定味同嚼蜡。

我很佩服体育比赛中不断涌现出

的那些所谓的“黑马”，他们永远值得

大家尊重。因为他们打破了大家旧有

的思维定式，给“守旧”的观众打开了

一扇崭新的窗口，让大家在跌破眼镜

的狼狈中寻找到了一份意外的喜悦。

同时，又使大家忍不住猜想：下一个又

会是谁将被他踏于马蹄下呢？当然，

一帆风顺摘金夺银如东篱采菊般轻

松、如囊中探物般容易的运动员，也值

得大家尊重，他们毕竟是在付出了常

人难以付出的艰辛后，才能做到傲视

群雄、卓然于天地之间的。

人生应该是一场漫长的比赛，有

高潮，也有低谷，前进路上的每一条

沟、每一道坎都扑朔迷离，充满了悬念

与未知。

什么是人生这一漫长比赛中最大

的喜悦呢？那是突如其来的喜悦。意

料中的喜悦不是真正的喜悦，当你满

怀希望去享受它的时候，你会发现你

的那份激情早已被预支了，只剩下一

泓微澜不兴的夕阳之湖充盈胸中，满

足却也无趣。而当你在某个清晨双眼

初睁，漫不经心中突然迎来了你生命

里至为重要的那个意外之喜时，那笑

靥该会是何等烂漫啊！你会瞬间明

白：喜极而泣的泪水是最甜蜜的，喜极

欲狂的神态是最可爱的。

什么是人生这一漫长比赛中最大

的打击呢？那是突如其来的打击。任

何一种打击如果是踱着方步迎面而

来，那种痛楚无论多深，我们都可以承

受。实在不行，还可以用堆叠的皱纹、

重霜的鬓发、枯瘦的颜容去包容它，去

消化它。而突如其来的打击却像一把

匕首，会恶狠狠地插入你的心脏，鲜

花、阳光、大地乃至空气都会瞬间消

失，你感受到的只有万籁无声般的寂

寞、撕心裂肺般的痛楚，以及漫及全身

的寒意。

可是，悬念是生活的写真，我们无

法预知左脚迈出的是不是惊喜，右脚迈

出的是不是痛苦。那么，我们只有原地

不动了？不，真正的人生是会无视前方

的山险水阻一往无前的，如运动场上奔

跑的脚步、疾飞的标枪。我们期待意外

之喜，也随时准备接受突如其来的打

击，这是上天对每个人无私的馈赠。

将悬念进行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