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公安部督办的四大国家一级文物被盗案件为原型

《国宝迷踪》：追寻失落的文明瑰宝

� � � � 选角、剧本、置景、服化道、特效、

滤镜……很少有一部电影刚亮相就

陷入近乎全方位的质疑。

上月， 电影 《红楼梦之金玉良

缘》（以下简称《金玉良缘》）上映。

影片累计票房只有 500 多万元。 与惨

淡的市场反响相比，各社交平台上的

争议声却可谓沸反盈天。 一边是网友

把“一黛不如一黛” 的话题嘲上热搜

前排，影片口碑翻车翻得惨烈；一边

是该片导演胡玫发长文指责有些账

号似乎蓄意攻击电影， 利用 AI 生文

群发差评。

对古典名著的影视化转码素来

关注越多， 争议越大， 尤其 《红楼

梦》。“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

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 对《金玉良

缘》，胡玫曾数表心意，她的创作意在

“抛砖引玉” ， 希望用现代视角来引

导年轻的网生代因电影而翻开原著。

可如今，何解其中味，乃至该不该“解

味” ， 都成了当下这场互联网争论的

重要辩题。有网友犀利直指：“既要与

短视频、微短剧争夺注意力，却又被

碎片化和浅阅读牵着鼻子走，如此创

作‘轻量化’ 的时代，是配不上曹公

原著的。 ”

《红楼梦》改编，真的是短视频时

代不可承受之重？

选角：珠玉在前，新一

代“宝黛钗” 还需要吗？

《金玉良缘》争议并不以上映为

始。 一年前，宝黛钗等选角随影片预

告首度披露， 每人亮相不过两三秒，

毫不妨碍一登场就被群嘲。 都说一代

人有一代人的审美，但这句话还是在

评论区刷屏了———“天上有了陈晓

旭，世上再无林黛玉” 。 话说得绝对，

道出的则是两重事实———观众对《红

楼梦》 影视改编的关键期待在于人

物；87 版《红楼梦》的影响力跨越了

时间、世代。

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

教授詹丹第一时间观影。 采访中，他

屡次提到演员的形象气质应与角色

高度契合：“林黛玉在原著中是个超

凡脱俗的女子， 她是绛珠仙草的化

身，灵气斐然。 ” 外貌上，“两弯似蹙

非蹙罥烟眉， 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

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 ；她的

文化基因里，书香与世禄两种色彩交

错。 可从有限的观众反馈来看，此次

大银幕版的林黛玉“只剩了刁蛮耍小

性”“毫无灵气” ，也就难孚众望。

1924 年，民新影片公司将梅兰芳

出演的五出京戏片段拍摄剪辑成一

部两本长的黑白戏曲短片， 其一为

《黛玉葬花》，那是《红楼梦》第一次

被搬上大银幕 。 过去的 100 年间 ，

1962 年徐玉兰、王文娟主演的越剧电

影、1987 年王扶林导演的央视电视

剧、1989 年谢铁骊导演的系列电影，

艺术上各有千秋， 在几代人心中留

痕。 2010 年， 李少红执导的剧版播

出，角色“铜钱头” 造型饱受争议。

既然今天的观众一谈论 《红楼

梦》必言及 87 版，珠玉在前，新一代

的“宝黛钗” 还需要吗？ 中国文艺评

论家协会新媒体委员会秘书长胡建

礼的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对 ‘宝黛

钗’ 的选角认知不可能永远定格在

87 版上，确实需要新面孔出现。 ”

叙事：节奏焦虑，电影

只能做到名场面打卡？

胡玫曾表示，《金玉良缘》 的定

位是“青春” 。 它从伏笔千万、构架恢

弘的原著中，试图抽出宝黛之恋作主

线，用青春爱情的苦折射万艳同悲的

哀，试图打动据说久已不啃大部头的

年轻人。

为与今天观众对快节奏的叙事

需求对接，故事主线“创新性” 地设

置为“贾贪林财” ，用林如海的巨额

遗产修建了大观园，继而为掩盖阴谋

棒打鸳鸯。 此设想未必不行，但下笔

已谬之千里。

《金玉良缘》里，主线剧情被走

马灯式地压缩在前 20 分钟， 几个过

场、几句台词直白抛出后，便搁置一

旁。 贾府为何谋夺林家产业，如何算

计孤女，其间贾府众人的态度又有何

不同，凡此种种，故事的起承转合是

难以自洽的。 为节奏焦虑所困，电影

从 20 分钟后一头扑向原著 “名场

面” 的浏览。

刘姥姥进大观园，与电影主线无

多关联， 似乎演员登场只为说那句

“老刘老刘， 食量大如牛” ； 宝钗还

没进府，黛玉竟就吃起醋来，先知先

觉好像只为了冲宝玉埋怨那句 “没

有好哥哥给用花儿雪儿做冷香丸” ；

元春省亲桥段， 原著里早早登场、开

启大观园情节的元春，在电影里姗姗

来迟……网友讥讽， 这些被揉碎重

组、前无来因后无结果的片段，倒是

贴合如今“特种兵式打卡” 的风尚，

只管将记忆中的名场面生硬堆叠，用

本意“抵抗短视频” 的大电影完成一

场盛大的短视频集锦。

审美：语境更迭，终究

是“超前” 的技术消解了

古典美？

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正当《金

玉良缘》 从市场到口碑四面楚歌，取

材于《西游记》的 3A 游戏《黑神话：

悟空》几乎一夕之间席卷海内外。 起

点都是古典四大名著，两者境遇天壤

之别，有人直接判断：今天的互联网

语境下，再也拍不出古典美了。

电影 《金玉良缘》 立项于 2016

年，2018 年开机，2022 年重制后期。

这相对漫长的创作经历，恰也是中国

电影从热钱涌动到回归理性、视效技

术迭代升级的过程。

立项的 2016 年， 中国市场票房

第一归属 33.9 亿元的 《美人鱼》，

《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盗

墓笔记》《长城》 等片也都收获十亿

元级别的票房，正是中式奇幻大片的

吃香时代。 胡玫本人亦不否认，彼时

的创作环境给了她将“太虚幻境” 拍

成神魔大片的大胆想法。 这份假设在

2022 年技术起飞的年份被兑现。 于

是， 原本充满神秘与诗意的太虚幻

境，在电影里被渲染得过于“科技与

狠活” ，浓烈的 AI 感，终究失了原著

里空灵飘渺的韵味。

不过，仅仅是“超前” 的技术消

解了古典之美？也不尽然。导演强调，

开机前美术服化道都极尽用心，可上

映后，观众只看着桌上琳琅满目的整

盘乳猪、整只螃蟹，很难想象世家小

姐如何下口，细节败坏就在顷刻。 黛

玉葬花更是网络吐槽重灾区，虽说剧

组远赴西藏林芝实地取景，但当观众

眼见桃林远处雪山若现、粉色桃林在

几层滤镜后开出了阿宝色系、马卡龙

色系，无怪乎调侃一句“黛玉葬了三

生三世十里桃花” 。至于《红楼梦》里

最精妙的人物性格，在《金玉良缘》

里更是荒腔走板。 林黛玉成了刁难人

的巨婴，宝玉从怜惜女孩的灵秀之人

变身油腻公子，宝黛爱情该有的木石

前盟、志趣相投，徒留网言网语的真

疯真傻真张狂。

是否存在审美下沉？ 有学者直言

不讳，快节奏的生活和碎片化阅读确

实重置了新媒体时代的文化接收语

境，但这并不意味着年轻一代对古典

文学的改编期待仅仅停留在“由厚拍

薄” 。 恰恰相反，越是此时，越需要创

作者跳脱“迎合新审美” 的伪命题，

从“薄” 中拍出“厚” 意，引领这一代

观众。

王彦 臧韵杰

� � � � 从纪实体小说 《边水往事》 的沈星

星，到电视剧集《边水往事》的沈星，一字

之差。 从文字到影像，私人回忆成了剧集

演绎，戏剧化的成分固然有，但真实的底

色，依旧是这个暗黑故事的魅力。

2010年，一个叫沈星星的少年从金三

角逃回昆明自首，协助警方端掉了一个毒

贩链条，戴罪立功的他被关三个月后回归

人生正轨，后来这段缅北地狱往事被他写

进书里。 十多年过去，我们经历了缅北电

诈四大家族覆灭，可谓举国振奋，去年夏

天，一部《孤注一掷》吸金 38.49 亿元，可

见国人对这片人间炼狱的关注。

猜叔若没有被点，达班会不会发展成

现实里的缅北第五大家族？ 沈星要是没

有回国， 他会不会继承猜叔的衣钵？ 当

然，他大概率会像梭温那样被毒贩枭首，

甚至如但拓那般被猜叔割喉。 就算凭借

机敏活下来， 他还是当初那个良知未泯

的少年吗？ 亦或如艾梭割据一方，一边礼

佛与修行， 一边干着吃人不吐骨头的勾

当也未可知。

在经历了伐木场的九死一生后，沈星

完全可以随叔叔全身而退。 吸引他回到达

班的， 表面上是猜叔如父但拓如兄的温

情，实为他对丛林冒险的神往。 和后来前

仆后继前往电诈园区的“猪仔” 不同，剧

中的沈星几乎一入行就成了达班红人，那

种游走于怪力乱神之间的飘然，有着罂粟

般的魔性，让沈星临渊而不自知。

《边水往事》的魅力，首先让我们看

到了一个比《孤注一掷》更加系统的黑暗

森林。 它以黑帮片为底色，但又不是简单

的争强斗狠或追求江湖义气，而是用传奇

和悬疑的手笔加以调色，在复杂而现实的

土壤里引发共频。 传统黑帮故事往往大杀

四方，而《边水往事》是四方大杀，在地狱

边缘打捞残酷的现实。

《边水往事》的魅力，还在于其人物

张力。 故事除了串线人物沈星，成功塑造

了猜叔、但拓、王安全、刘金翠等一众边缘

人物。 剧中但凡登场亮相的角色，如舅舅、

郭立民、昂吞、艾梭、陈会长、吴海山、乃至

赌石男等，均活脱脱的灵魂附体。 这种配

角全员爆发的景象在如今的剧圈并不多

见，相信会是下一个颁奖季的大赢家。

尤其是吴镇宇饰演的猜叔，爹味混合

着某种看不穿摸不透的神秘感，有时温润

如玉，有时杀气逼人。 或者说，猜叔就是沈

星的深渊。 兄弟环绕，雄踞一方，威风八

面，充满着雄性神秘主义的猜叔，是沈星

的仰望，也是沈星的沉沦。 故事的过程，可

以说是沈星论证猜叔的过程，这是一个从

理想到现实的过程， 最后如脱轨的过山

车，美好向往最终演变成残酷现实。

表演上的短板出在郭麒麟饰演的沈

星上。 郭麒麟是人精，演的沈星也是个小

人精，按理说婴儿肥的邻家男郭麒麟演个

大巧若拙型的小子， 也算半个本色出演，

他却有时演出一股地主家的傻儿感。 好在

一整个配角军团全员给力，让郭公子的短

板不那么显著。

《边水往事》看似黑帮题材，说到底

是反黑的。 故事用一个少年的深渊凝望警

醒世人。 作品残酷的表象下，骨子里其实

藏着一个回归本善的主旋律的内核。

曾念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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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水往事》：

残酷的表象下藏着本善的内核

� � � � 文物是文明的见证，亦是民族精

神的传承。 然而因为不法分子的贪

婪，这些文明瑰宝遭遇盗掘、盗窃、走

私的波折与挑战。 近日，哔哩哔哩以

公安部督办的四大国家一级文物被

盗案件为原型，推出《国宝迷踪》系

列纪录片，引发广泛关注，截至目前

已经获得超过 2900 万次播放量。

《国宝迷踪》真实再现了“1·05”

陕西西安特大盗掘古墓葬团伙案 、

“12·28” 浙江省武义县南宋古墓葬盗

掘案、“1·16” 陕西彬州系列盗掘古塔

地宫古墓葬案、“12·19” 四川眉山系

列盗掘文物案， 展现公安干警与不法

分子之间的较量， 以及他们在保护国

宝过程中的艰辛与智慧。

观众如何才会对年代、距离较为

“遥远” 的文物产生具体且真切的情

感？《国宝迷踪》总导演王璐认为，这

些文物案件故事中每个干警个体的

具体行为便是答案———他们坚定的

信念赋予了文物在当代的另一种价

值：“即便它们散落天涯海角，即便直

至今日尚未被寻回， 但终有一天，它

们必将重返故土。 ”

千山万水， 一定要带

国宝回家

每一件文物的失窃，都是对历史

的亵渎。 《国宝迷踪》真实再现了一

件件国宝重见天日的背后，是警方多

年的追踪和无数次的调查，彰显出公

安干警对于国宝文物保护的决心：千

山万水，带“你” 回家。

没有物证、没有嫌疑人、没有犯

罪现场， 只有一张真伪难辨的照片，

警方还会坚持调查吗？ 在《真赛假》

讲述的这起案件中，警方对疑似南宋

文书的线索没有轻率作出任何判断，

而是认真负责地展开秘密侦查。 其间

警方与嫌疑人虚与委蛇地 “相谈甚

欢” ，也多次发生争论。 不停地讨论、

试探、迂回，没有惊心动魄的抓捕场

面，却让观众感受到跌宕起伏、一波

三折的过程。 经过长达一年的不懈努

力，警方终于找到关键线索，追回珍

贵的“南宋徐谓礼文书” ，不仅丰富

了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也为研究南

宋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宝

贵的第一手资料。

由于小说和影视作品的影响，部

分人对“摸金校尉”“盗墓贼” 抱有

脱离实际的幻想。 《消失的佛像》分

集导演张自强认为，文物犯罪分子的

行为就是在破坏历史和文化的根脉。

陕西省彬州市开元寺古塔地宫被盗

后，公安部门联合文物部门专家成立

专案组，克服重重困难，通过科技手

段和传统侦查方法相结合，不仅一举

破获了开元寺古塔地宫被盗案以及

其他 5 座古塔地宫被盗案件，还在破

案过程中实现了与文物保护工作的

同步进行，最大限度地保护了这些珍

贵的文化遗产。

尊重事实， 处理好每

一处细节

从类型来说，《国宝迷踪》 属于

纪录剧情片，以人物扮演和情景重现

的方式带给观众更为生动的现场感。

王璐表示，这类现实题材“尤其要在

严格尊重事实的前提下，处理好每一

处细节” 。 分集导演朱子奇坦言创作

的过程充满了挑战，他与王璐之间的

两种拍摄理念经过了长达一年的不

断碰撞、融合，最终形成了这部独特

的作品。

在《彩色石房子》一集中，陕西

省西安市公安局发现唐墓被盗的线

索后，与境外律师组织、国际刑警组

织展开了长达数年的交涉。 他们多次

赴香港进行谈判，克服了种种困难和

挑战，最终成功追回了流失美国的唐

贞顺皇后石椁和墓室壁画。 为了凸显

身临其境的纪实感，制作团队还对所

有拍摄场地作了精心还原。 当年的老

小区、修复工厂、公安局办公室等场

景都是根据真实描述和历史照片重

新搭建的。 特别是对于关键线索“壁

画” 的再现，拍摄团队专程前往陕西

历史博物馆的壁画修复中心学习基

础知识，最终仿制出的道具得到了专

业人士的高度认可。

除了还原真实的场景之外，《国

宝迷踪》也让观众体会到一线干警的

艰辛与不易。 在《消失的佛像》案件

中，四川省眉山市丹棱县公安局调查

摩崖石刻佛像头部被盗案，在深山老

林中进行数日蹲守和侦查，通过周密

部署和艰苦付出，连续抓获了 3 个专

门破坏盗窃田野摩崖石刻的犯罪团

伙，并成功追回被盗的国家一级珍贵

文物———唐代男观音造像。

卫中

新版电影上映，互联网争议远胜观影人次

《红楼梦》改编，

短视频时代难承之重？

新版电影上映，互联网争议远胜观影人次

《红楼梦》改编，

短视频时代难承之重？

� � � � 根据张桂梅真实事迹改编，现实主义

题材电视剧《山花烂漫时》已登陆央视一

套和腾讯视频。 一个已经经过影视化改编

的故事，如何做出新意，是《山花烂漫时》

要面临的基础课题。

呈现真实山区女性困境

《山花烂漫时》根据“七一勋章” 获

得者、“时代楷模” 、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

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张桂梅的真实事迹改

编，讲述了以张桂梅为代表的基层共产党

员， 将一生奉献给贫困山区教育事业，创

建全国第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让一批

批女孩走出大山，改变命运的故事。

借由影视镜头，观众真正感受到了张

桂梅的乡村女高是在怎样艰难的情境下

逐步建立的。 故事开篇从初三辍学女生谷

雨讲起，兼任华坪儿童之家院长的教师张

桂梅，为了找回辍学的学生谷雨不惜翻山

越岭， 遭遇了前来谷雨家提亲的媒人队

伍， 并与烂醉如泥的谷雨父亲正面冲突。

在与当地干部的交流中，华坪本地重男轻

女的社会陋习得以揭示，本地女子读不到

高中就早早出嫁或外出务工，为了减轻家

庭负担甚至不到法定年龄就将女孩远嫁，

本地女性无法拥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甚

至被剥夺了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一个谷雨故事的背后，是无数个大山

里的女孩的共同命运。 《山花烂漫时》采

用了以小见大的手法，饱含使命感地讲述

了张桂梅和她的学生们最真实的教育故

事。 在主创人员看来，该剧的影视化改编

思路上始终坚持一个原则，“人物有依据、

创作有底气、戏剧有升华” 。 前期准备中，

主创团队从张桂梅及女校老师和毕业学

生那里收集到了大量的创作素材，以确保

所有的戏剧改编和创作均有依有据。 基于

大量详实丰富的采访和采风，才能获得这

些感人至深的真实案例。

以人为核心塑造群像

讲好一个大众熟知的故事，并没有那

么容易。 在该剧主创看来，故事里的人物

依然是核心，更多的侧面和细节值得更深

入挖掘。

据主创团队透露， 摄制组选址云南华

坪拍摄，在实际接触过张桂梅后，团队都被

张桂梅巨大的能量和人格魅力所吸引，“张

桂梅身上有一种天生的大女主特质。 ”

这种女性视角的切入，给了《山花烂

漫时》创作方向。 该剧既围绕张桂梅如何

实现华坪免费女高的建立而展开，同时在

塑造强烈个人风格的张桂梅之外，呈现出

丰富多样的山村女性群像。 剧中，与张桂

梅始终共同进退的当地女记者方琼，既是

其从儿童之家开始就始终如一的 “战

友” ， 也是同样奋斗在帮扶乡村女童一线

的本地杰出女性。 以谷雨为代表的女学生

们同样闪闪发光，她们因为各自不同的原

因回到学校，不约而同地被张桂梅的精神

所影响，在备战高考的过程中找到了自我

价值实现的理想和方向。

在后续的故事里，张桂梅还将和她的

学生们彼此激励，共同前进，而这种女性

表达也为《山花烂漫时》提供了“女性 +

教育” 的题材突破。 张桂梅和她的女学生

们所提供的真实教育故事样本，既是对近

年来影视剧市场教育类作品缺失的弥补，

更是对主旋律题材电视剧实现创新表达，

与年轻观众群体紧密关联所作出的重要

探索。

李夏至

根据张桂梅事迹改编，选址云南华坪拍摄

《山花烂漫时》：塑造丰富女性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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