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随着我国电影市场的迅速发
展、文化生活的日益丰富，名目各异的观影
组织和品质参差的观影活动涌现而出。其
中，部分观影团也确实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准
和较好口碑美誉度，但大多数情况仍具有商
业属性和推广目的，在影片选择和活动自由
度上受限较大。相较而言，一批非盈利性的
自发观影活动逐渐引起大众的关注。

实际上，商业院线和片方、宣发公司合
作组织观影活动的模式由来已久，点映场的
口碑积累和推广支持是他们最真实的诉
求。无论是豆瓣、微博等网络社区平台官方
组织的观影报名或观影券抽奖活动，还是自
媒体时代网红大V们号召下定期进行的观
影活动，虽然在选择合作影片时会对质量有
所考量，也会邀请参演明星或有分量的业内
嘉宾站台助阵，但难免因其利益合作、资源
置换等因素而存在诸多限制。然而，依托于
对某些作品的热爱而凝聚起来的粉丝群体，
由他们自发组织的观影活动为起点，一些非
盈利性的观影活动和群组因其较高的自由
度、趣味性，以及不计利益、品质至上的选片
标准，开始显现出其独特的文化影响力。随
着群体的发展和模式的形成，此类观影活动
开始逐渐打破粉丝圈层和影片类型，吸纳更
多普通观众加入其中。

在海外，某些经典作品的粉丝们自发聚
集起来，定期组织集体观影活动的传统由来
已久。诸如《星球大战》系列、《哈利波特》系

列、《指环王》系列、漫威超级英雄电影系列
等时间跨度长、影响力大、经典意义强的影
视作品，以及部分在小圈子内被推崇的题材
诡异、剑走偏锋的影片等小众粉丝拥趸之
作，它们的粉丝群体数量庞大且年龄层广
泛，并且积极自发地组织并参与到与之相关
的各类文化活动中。其中，以电影为载体的
观影活动作为最为广泛的开展样式。粉丝
们会因熟悉的人物出场而欢呼鼓掌，也会因
情节的跌宕起伏而笑泪交加；志趣相投的
人，在同一个影院中陌路相逢也可能成为知
己；祖孙三代同来观影，并且都是某部粉丝
的情况也并不鲜见……近年来，我国也逐渐
形成稳定而多元的粉丝圈层文化，这一看似
小众的群体却实实在在的融入社会文化生
活，形成斑斓多姿且生机勃勃的新常态。

相较于许多商业合作带来“免费赠票”
的活动，以及潜在的评价压力，这类粉丝为
主体的观影活动大部分以“AA制”预购票方
式实现包场，同一场次观众的趣味相对一
致、素质普遍较高，因为是自费购票，彼此间
关系公平对等，也很少出现“为评价而评价”
等情况。相对一般场次而言，粉丝和影迷更

倾向于选择这类观影氛围更加舒适、影片质
量更有保障的观影活动，而一系列周边礼物
和场内互动惊喜，以及更为严格的禁止“屏
摄”、尊重片尾字幕等观影习惯的普及和规
范，也对影视文化的推广普及产生了积极作
用。更多“粉丝圈”外的观众，开始加入到这
一类非盈利类观影团活动中，但因规模较
小，当影片本身热度较高时也会出现活动一
票难求的情况。

于2015年底启动的“DX观影计划”，作
为较早一批非盈利性质的自发组织的观影
活动，已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粉丝群体和活动
频次。该活动发起人Dio告诉记者，组织观
影活动最早的缘起，是希望朋友们能有一个
更好的观影氛围。在他眼中，观影活动其实
很简单，“其实和球迷一起约着看比赛一样，
志趣相投的人共同参与活动、彼此理解。我
们会先选定电影、联系场地，然后招募报
名。但也会出现有些电影报名人数不够的
情况，费用可能就会自己承担”。对于从粉
丝群体破界到更广阔的受众，“帝都魔法部
观影团”负责人花花表示，由民间自发组织
的“SHHO魔法部”粉丝聚合，到现在越来越

多的人因为兴趣参与其中，他们也会考虑到
更多层面的问题，“牵头人是大家，大家想看
什么，我们就去联系影院。即便不是某部作
品的粉丝，只要所有人开心就好”。

实际上，无论是商业宣传性质的观影，
还是自发组织的非盈利性质的观影活动，只
要能促进行业的良性发展，对观众观影和影
视文化有积极作用，这样的活动就值得被引
导和推广。然而，此类民间自发组织的粉丝
观影活动主要集中于北京、上海、成都等较
大的城市，要向二三线城市推广还存在较大
困难。谈及这类观影活动未来的发展，以花
花为代表的“魔法部”伙伴们彼此协力，正实
现着更多影迷参与后的发展规划。Dio则表
示希望能结合有趣的方式，将更多影视文化
以及公益知识等内容分享给参与者。两位
活动组织者都从事着和电影相距甚远的行
业，却因热爱而牺牲闲余时间无偿进行活动
组织工作，将电影从一种娱乐方式逐渐过渡
为一种文化娱乐常态，还需要更多愿意为此
而奋斗的普通人加入其中。从粉丝群体发
迹的非盈利自发观影活动，已拓展到更多影
迷乃至普通观众，而他们所选择的电影，从
经典大作再到更多小众低成本国产佳作的
过程也许并不遥远。志趣相投的人必将越
来越多，多元趣味和自主选择之下，观众所
看到的将不仅仅是电影而已，而可能是一段
朋友欢聚的趣味之道，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电
影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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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至上的选片标准，开始显现出其独特的文化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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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是王道！

从《红高粱》《血色清晨》，到《士兵
突击》《上海滩》，等等，近年来，一批沉
寂已久的影视剧，又重回归观众视野。

尽管，还是当年熟悉的镜头熟悉
的剧中人，然而，不同于从前的是，再
度回归市场的这批老剧，画面清晰度
显然有了大幅提升。这得益于时下开
展的老剧修复工作。借助于数字信息
化处理技术，老剧修复既最大化地消
除了以往片源因画质不高带给观众的
观赏障碍，同时，又在与时间的赛跑中
不断抢救艺术经典，不致使一些优秀
影视剧因拍摄年代的久远而渐趋
湮灭。

老剧修复作为一项文化保护工
程，得到了国家的资金支持。尤其可
喜的是，现在，互联网企业正成为影视
剧修复的新力量。优酷在 2017 年启
动了高清修复计划，大量经典影剧得
以从老到新、从糊变清。今年以来，爱
奇艺也开展了以“重塑荧屏经典，致敬
华彩六十年”为主题的 100 部经典电
视剧在线展播工程，运用 ZoomAI 视
频增强技术，对其中的50部进行数字
化修复。随着老剧修复工作的持续推
进，今年春节期间，爱奇艺上线了《候
车室的故事》《康熙王朝》等25部修复
后的经典国剧。而在近期的暑期档，
优酷专门开设“高清经典”专区，汇集
了已修复的超1000部影视剧作品，画
质清晰度均达到了1080P级别。

以技术手段将过去拍摄的影视剧
重新搬上荧屏，从经济角度来看颇为
划算。有专业人士分析指出，拍摄一
部新电影，没有几千万是拿不下来的，
相比之下，老影视剧修复需要的，只是
时间和技术，成本远远低于原创。

一方面是老剧修复经济成本不
大，另一方面则是，因修复而消除了画
面模糊的缺陷后，极大调动了观众的
观赏热情。调查数据显示，《江南锄
奸》修复后，播放量增长3倍；苏有朋
版《倚天屠龙记》增长 451.8%。一些
老电影被修复后，不但收获了口碑，更
是重获票房，修复后的《东邪西毒终极
版》上映一周就获得三千万票房，堪称
业界奇迹；《大闹天宫》修复上映，票房
突破五千万。

老剧修复，与其说是一种物理意
义上的修复，毋宁说，它是在修复当年
的情怀，在唤醒过往那一份回忆。这
自然受到年龄较大观众的热捧，不仅如
此，它还吸引了年轻一代的目光，据对

《家有儿女》《爱情公寓》观众群体的调
查，“90后”占比居然均已超过65%。这
或许就是经典的魅力，它能够经受住时
间的考验，同时还能跨越不同层次受
众，给人们从不同角度审视经典，满足
自我需求，提供了种种可能。

就目前来讲，老剧修复不存在技
术上的难题，其所面临的一大掣肘是
版权问题。正如爱奇艺执行总编王兆
楠谈到的，爱奇艺虽然拥有庞大的片
库，但每个项目的版权情况都不一样，

“近几年的新剧尚有证可考，但许多年
代久远的经典老剧已经找不到原始的
出品方，即使找到出品方，又因新媒体
版权归属情况模糊不清，是否能清晰、
无争议获得新媒体版权也是一大难
题”。

既然，老剧修复有其积极意义，并
已引起了相关视频网站的兴趣，那么，
就应顺势而为，借助于市场化力量令
更多老影视剧历久弥新，生机焕发。
作为政府相关部门，有必要为此创造
便利条件，起码应在两个方面有所作
为，其一，尽可能全面地发掘、整理老
影视剧名录，以适当方式将之公开出
来，供需求方选择修复，以此减少视频
网站在修复工作中的随机性、盲目性，
促使更多优秀老剧以新面目走近观
众。其二，通过职能部门之间的协作，
深入梳理和摸清老影视剧的版权状
况，为视频网站实施老剧修复提供版
权交易上的帮助，方便其更为高效地
投身于修复工作。

写厨艺的书，不在少数。我的
书橱里就躺着好几本，它们大多是
我年轻的时候头脑一时发热，随手
买下的。翻看过的内容，实在少得
可怜。主要是想做某道菜了，翻到
那几页，依葫芦画瓢，如法炮制。
仅此而已。

这是讲操作流程，讲烹调方
法，科普、技术、生活方面的书，原
本就是不需要认真读的。等到用
时，恶补一下即可。不过，清代袁
枚的《随园食单》，虽然也是讲厨房
诸事的书，却让人有捧之不忍释
卷，品读再三，回味无穷的兴趣，为
什么？这不仅仅是一本介绍“食
单”的小册子，也是一部文学作品，
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写了人
性，趣味横生。

以人比喻饮食，书中随处可
见。说到作料对于厨师的重要性，
作者说，“如妇人之衣服首饰也”

“虽有天姿，虽善涂抹，而敝衣褴
褛，西子亦难以为容”。话说得这
么形象，作料有多重要，怕是悟性
极差的人，也能豁然开朗了。美
食，是为人服务的，以人喻之，再恰
当不过。

有些食材，需要单独烹制才能
尽显其味；有些食材，则需要配以
他物，才能相得益彰。并非厚此薄
彼，谁优谁劣。作者写到这个道
理，提及了两个耳熟能详的重量级
历史人物，一是李赞皇——唐宪宗
时的宰相李绛，一是张江陵——明
朝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政治家和
改革家张居正，他俩都是独当一
面，“味甚厚，力量甚大”的人物。
这样的人物，“流弊亦甚多”，争议
也颇多，要想尽其才，必须“专用
之”。否则，他们的特长是不能发
挥的，他们的才华也是得不到施展
的。这里，说的就不再是美食，而
是人情世故，官场门道了。

有些食材，过了最佳时节，食
之无味，“所谓四时之序，成功者
退，精华已竭，褰裳去之也”。物与
人，何其相似，功成名就之后，还要
贪恋什么热闹呢，该撩起衣袍，退
出人生的大舞台、主战场了。江山
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长
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
这个道理，必须懂。不懂，会做出
不合时宜、令人耻笑的蠢事来。

连写文章的道理，随园主人也

和庖厨之事联系上了，“秀才下场，
专作自己文字，务极其工，自有遇
合”。这是忠告读书人，自己擅长
的写法，不能丢，尽力写好了，就是
优秀的，就有出类拔萃的机会，一
味地仿照他人，“若逢一宗师而模
仿之，逢一主考而模仿之，则掇皮
无异，终身不中矣”。“似我者俗，学
我者死”，最后，只能成为别人的影
子，一事无成。

写复杂的事物，高深的道理，
因为事情本身就复杂、高深，我们
写得好与不好，它都是那个样子，
总要让人云里雾里、再三玩味，而
写人人能见，人人熟悉的平常事
物，写得出彩，有趣味，人人叫好，
那才叫真功夫，才叫有才情。《随园
食单》就是这样一本见功夫、有才
情的书。饮食，人人生活中离不
开，再熟悉不过了，文章却未必是
人人能写得出手的。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
即文章”，《随园食单》不是厨者写
的完全用于指导烹饪的生活用书，
而是被有识、有情、有趣、有味之人
心性过滤过的小品文，它有的，也
就不仅仅是烟火气息了。

与其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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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剧修复，

让经典历久弥新

□ 周慧虹

老剧修复，不光是用

新技术抢救艺术经典，还

是市场的现实需要。

近日，山西运城市绛县有关负
责人关于“严控义务教育阶段公职
人员子女外流求学，保障优质生
源”的言论，在网上引发热议。当
地后来回应称，“不是严控，而是鼓
励孩子回到家长身边，有利于孩子
教育，也有利于家长工作”。

优质生源外流，不是一个新话
题。近些年，除了一些县城中小学
不断“掠走”乡村学校的生源，还有
一些“超级中学”大量招录其他县
市或省份的优质生源。这些学生
在相关学校经过数年学习，又以骄
人的考试成绩吸引着下一批学生
和家长。在这种“掐尖式”抢生源
做法下，“强者愈强、弱者愈弱”，一
些地方不得不千方百计保生源。

古人曾讲，人生有“三乐”，其
中之一就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
之”。天底下，有哪个老师不想教
那些头脑聪慧、易出成绩的孩子
呢？可是，一旦优质生源不断外
流，就难以让老师们实现这样的教
育追求，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
个地方的教育水平，甚至关乎地方
官员的政绩评价。所以说，在那些
优秀生源外流严重的地方，当地各
级学校和地方政府自然会有不小

的焦虑和压力。可是，即便心情再
焦虑，保住优质生源的举措也不能
超出法律的界限。具体到“严控义
务教育阶段公职人员子女外流求
学”的言论，就有两个方面的认识
错位。

一个是“严控外流求学”。一
般来讲，“免试就近入学”是公办义
务教育的一个基本原则，也为大多
数人所遵循。不过，这一原则毕竟
是粗线条的、原则性的。现实中，总
有一些家长或因为外出务工，或青
睐私立学校，甚至通过买房落户等
方式，努力让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
上一所高水平的学校。可怜天下
父母心，人们对子女接受更好教育
的追求无可厚非，只要不违法，就无
可指责。相比之下，“严控外流求
学”难免有限制人们合法流动相关
权益的嫌疑，无论是在法理上还是
情理上，都站不住脚。

另一个关键词是“公职人员子
女”。一般说来，公职人员更应该
模范遵守法律法规，更应该为引导
社会行为健康向上作出榜样。即
便如此，要求公职人员子女必须在
本地接受义务教育也于法无据。
一是，我国法律并没有对公职人员

提出这方面的要求；二是，公职人
员的子女和其他人群的子女在法
律上拥有同样的权利。当然，有一
点无法回避，那就是公职人员有责
任为本地各项事业发展多作贡献，
教育事业也不例外。不过，这应该
主要体现在日常工作落实中，而不
是要严控公职人员子女外流求学，
甚至让公职人员因此受处罚。

提升一个地方的教育质量，优
质生源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绝不
是全部。对于一些地方来讲，与其
想着“严控”优质生源外流，不如及
时补上本地教育事业发展的短板，
在财政投入、教学设施、师资力量、
教师待遇乃至休假权利等方面做
出更有力的保障。可以说，好老师
的多少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
地方的教育水平。只有切实保障
教师各项权益，解除教师后顾之
忧，让优秀教师留得住、进得来、发
展得好，能够心无旁骛地把教学水
平和教育质量提上去，这样才可能
从根本上留住优质生源，甚至还会
吸引其他地方的优质生源，进而形
成良性循环。这样一来，自然能够
让“孩子回到家长身边，有利于孩
子教育，也有利于家长工作”。

我们每个人的身边都会有这样一种人，他
们总喜欢说，自己的人脉有多广，结交了多少多
少朋友，他们总喜欢说，走到哪，朋友都一大堆，
以此来证明自己很有本事。

俗话说，多个朋友多条路。这本无可厚非，
但是，我想说的是，所谓人脉，并不是你认识了
多少人。

前几日，与一位好友聊天，她说想换一份工
作，目前这份工作前途渺茫一点希望都没有，之
所以想换工作是觉得换了新工作可以认识更多
的朋友，机会也就自然而然多一些。

因为是关系非常好的朋友，我直接这样打
击了她：“你这是典型的‘迷信人脉’，首先你的
想法太乐观了，自己没有那个能力，认识再多的
人都没用，想要靠人脉获取机会，前提是你自己
得有能力，你没有能力，你以为人家是随便都能
帮你的吗？”这些肺腑之言，让朋友点了点头，反
思自己想得太简单了。

说到人脉，前些日子一位文友突然问我有
没有考虑过加入地方作协。

我直接回复：“不考虑！”
朋友的意思是加入作协可以认识更多的牛

人，并且能打开自己的格局。
我的观点是，自己的能力不足，就算加入中

国作协也没有用，格局不是靠加入作协就可以
打开的。我觉得自己不适合这样的人脉和头
衔，因为对于我来说，提升自己才是关键，写出
好文章是需要自己的能力，不是外在条件能解
决的。

我相信自己的能力提升了，人脉自然而然
就会来了，后来，朋友便没有再多说什么。

之前看过一位网友分享了自己的故事，我
觉得非常有借鉴意义。那位网友说，曾经的自
己特别迷恋人脉，无论哪里有同行交流会他都
会去参加，经常与同行里面的大咖互换名片，每
一次都会加一大堆微信好友，信心满满地期待
着自己可以在微信上群发广告得到业务。

一年后，他发现，不仅收效甚微而且很多人
都默默地把他拉黑了，他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
踏踏实实做事，苦练专业知识才是最重要的，意
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才开始慢慢努力，苦练基
本功。

终于，慢慢地在他们那个小圈子里也算是
小有口碑了，薪水自然也是水涨船高，他感慨
道：感觉自己算是个能让别人“利用”的人了，能
够让别人“利用”的感觉真好！

其实，我们身边相信人脉这东西的年轻人
绝对不在少数，天天都想着贵人拉自己一把。
比如，经常有人炫耀自己的微信里有多少牛人，
殊不知，你自己能力不足，就算加了马云为好友
又有什么用呢？

花香自有蝶飞来！现实是残酷的，在自己
没有变优秀之前，静下心来努力提升自己才是
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