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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讯

评弹评弹

3 月 15 日，贵阳孔学堂举办“古典

小说”系列讲座第十二期，教育部“长

江学者”特聘教授、武汉大学弘毅特

聘教授陈文新带来题为《哪吒，从何

处来？到何处去？》的专题讲座，从护

法神童到魔童的转变、哪吒讨喜的原

因、哪吒与李靖的冲突、民间信仰与

《封神演义》的关系四个方面系统梳

理了哪吒这一经典神话角色的形象

演变及其与民间信仰的互动关系，从

历史、文学、社会多维度剖析了哪吒

形象的现代意义。

陈文新介绍，哪吒形象最早出现

在唐代，在郑綮写的《开天传信记》中

出现了哪吒，此时哪吒是位保护和尚

的少年神祇。在宋代时，禅宗公

案中提到哪吒“析肉还母、析骨

还父”；北宋苏辙写的《那吒》：“北方天

王有狂子，只知拜佛不拜父。”哪吒形

象进一步丰富。到了明代，哪吒形象

才定型。

哪吒为什么讨人喜欢？陈文新认

为，哪吒的孩子扮相、哪吒的神通广

大以及顽皮性格让广大群众喜爱，这

种孩子的形象与能力结合有着特别

的魅力。

陈文新说，广大民众对于哪吒形

象的喜爱，其实寄托了中国民众对于

生存的一种向往和期待。“只有老百

姓欢迎的东西，才能够在生活中扎下

根来，也才能够源远流长，进而对世

界产生影响。”对于贵阳孔学堂在传

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的努力，陈文

新建议扎扎实实让中国传统文化进

入 到 生 活 当 中 去 ，进 入 到 民 众 当 中

去，他说：“一旦传统文化变成生活的

一部分，它就有了活力。”

讲座结束后，听众踊跃提问，探讨

哪吒形象在当下语境的文化含义。陈

文新表示，古代文学与当下生活需要

建立一个融洽的链接点，包括哪吒内

核的重新塑造不能生硬、要注意协调、

把握分寸。此次讲座不仅为公众解读

了哪吒的“前世今生”，也为古典文学

研究与现代文化产业的结合提供了新

思路。

带着孩子一起来听讲座的市民马

谈香说：“孩子很喜欢哪吒，今天带他

来听讲座，让孩子在传统文化中得到

更多熏陶。”贵州大学学生汪婷说：“结

合最热的《哪吒 2》，今天拓展了很多知

识，很有收获。”

近期，因为《哪吒 2》在贵阳越界影

城 IMAX-GT 影厅引发观影热潮，许多

外省影迷纷纷前来观影，如何看待这

一“为一部电影奔赴一座城”的现象？

陈文新说：“电影本身确实有吸引力，

而贵阳在传统文化上的建设成就、贵

阳的风土人情，以及与《哪吒 2》的密切

互动，也是好马配好鞍，很相配。”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舒锐
图片由贵阳孔学堂提供

电视剧《北上》正在播出，

根据《主角》改编的同名电视剧

在西安开机，《本巴》在平遥电

影展中亮相，《千里江山图》宣

布影视化，《回响》以网剧形式

和观众见面，各大平台待播的

还有《秦腔》《张居正》《这边风

景》《应物兄》等，上述作品有一

个共同特点：均为茅盾文学奖

获奖作品。

茅奖作品是典型的严肃文

学，而严肃文学上一次有如此

之高的改编热度，还要追溯到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四世同

堂》《骆驼祥子》《围城》《红高

粱》《芙蓉镇》等均出自这一时

期。2015 年《平凡的世界》以及

2017 年《白鹿原》的播出，被认

为是严肃文学影视改编再度暗

流汹涌。而 2022 年《人世间》、

2023 年《繁花》的播出，助推严

肃文学改编再度进入影视娱乐

中心地带。

《人世间》《繁花》分别讲述

了东北老工业基地和繁华一线

都市的过往，刻画了国家一北

一 南 所 发 生 的 截 然 不 同 的 故

事，但两部作品又出奇一致地

直指当下人的内心——通过回

顾与比对，观众获得了感慨与

沉思，看到了来路与出处，也明

白了什么最值得珍惜——严肃

文学所特有的坚硬内核，通过

影像化的呈现，变得如此容易

被接受与消化。

回 顾 严 肃 文 学 影 视 化 道

路 ，可 见 其 呈 曲 线 起 伏 的 状

态，在社会聚焦于商业消费 、

公 众 被 应 接 不 暇 的 流 行 时 尚

所吸引的时候，严肃文学出现

沉寂甚至退场状态，而当时代

被各种符号裹挟、人们内心迫

切需要安慰的时候，严肃文学

往往又会“挺身而出”，以其现

实主义特征和内含的命运感，

重新俘获观众的青睐。

《北上》的播出和《主角》的

开机，可以视为对上一波严肃

文学改编热的延续，创作者和

制作机构尝试通过更多作品来

搭建通往观众内心的桥梁，这

样的努力，有想要获得认可与

收益的原始动力驱动，更有想

要通过这样的作品参与社会审

美与时代价值观念改造的潜在

意图。在 AI 时代，人们迫切需

要一些沉静与安稳的东西来稳

住身心，而严肃文学恰恰具有

这样的功能——前提是，对于

严肃文学的二度创作，也得加

上一层能让当下观众产生亲近

感的滤镜。

影视作品需要更强的戏剧

冲突、强调情节与细腻细节，并

且在叙事节奏、氛围感营造以

及其他技术层面，均要符合当

下主流观众的欣赏口味。更强

大平台和更专业改编人士的介

入，使得严肃文学寻找到了合

适的落脚土壤，茅奖作品在拥

有了合适的环境“温度”后，展

示了其多元的情感接入口和强

势的价值引领力，相比于其他

非现实题材影视剧，茅奖作品

让 观 众 的 视 线 重 新 从 远 端 拉

近，通过散发着强烈真实感的

影视剧，来对自身与生活现实

的关系进行一次校正。

作为“大部头”，茅奖作品

的影视改编似乎是逆潮流的，

但在与短剧、短视频的竞争当

中，长篇幅的优势得以再次展

现，“大部头”所特有的史诗感、

沉浸感、包容性，以及连续观看

所带来的角色融入、受众心理

成长等，都体现了严肃文学的

魅力。人们会惊觉，在娱乐碎

片化的时代，观看长篇幅影视

剧也拥有了深度阅读的收获，

而在重新经历并体验这种“深

阅读”的冲击与沉淀之后，受众

也将面临着对瞬时娱乐的审视

与选择。

各大平台多部茅奖作品待

播，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

但 这 一 现 象 背 后 也 曾 有 隐

忧。除非能够持续产出《人世

间》这样的现象级受欢迎的作

品，这一轮严肃文学改编热才

能焕发出活泼的生命力，而如

果只是数量堆积，则无法让严

肃 文 学 以 轻 盈 且 丰 盈 的 方 式

与 观 众 心 灵 产 生 对 接 。 在 选

择多样化的当下，严肃文学所

带来的影视改编热度，也很有

可能在短时间内降温，重新回

到低点继续蛰伏，等待下一次

被呼唤。

本报讯 3 月 14 日，贵州省

博物馆举行 2025 年第四场“专

家、馆长进展厅”活动。据悉，

本次活动邀请 10 位专家，围绕

该馆基本陈列《人文山水 时光

峰 峦 —— 多 彩 贵 州 历 史 文 化

展》举行 10 场活动，以博物馆

人的语言为观众介绍展览的策

展思路和贵州的文化历史。

活动当天，省馆文物科技

保护中心王莹霞作为该馆基本

陈列展第四部分“兼容并包 因

俗而治——隋唐至宋元”的策

展人之一，围绕相关展陈和文

物，就隋唐至宋元期间贵州的

发 展 作 了 广 泛 性 和 全 面 性 的

导 览 和 讲 解 。 隋 唐 至 宋 元 时

期，贵州地区的政治格局和文

化交流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一

时期，政治上因俗而治、多制

并存，文化上兼容并包、五彩

缤纷：隋朝统一全国后，在贵

州 境 内 设 置 了 牂 州 等 行 政 机

构，并置南宁州总管府经略西

南。唐朝时期，为了加强对南

中地区的控制，设立了羁摩州

和 经 制 州 。 这 些 行 政 机 构 的

设 置 不 仅 加 强 了 中 央 王 朝 对

贵州的统治，还促进了贵州与

中 原 地 区 的 文 化 交 流 和 经 济

往来；宋代，贵州地区的经制

州、羁摩州和诸蕃并存，形成

了多元的政治格局；元代时期

确立的土司制度，对贵州的治

理进一步加强。土司制度在贵

州地区得到了广泛应用，成为

维护边疆稳定和促进民族团结

的重要手段。在兼容并包、因

俗而治的治理理念下，贵州地

区的文化得到了繁荣发展。各

民族在相互交往中形成了文化

认同和地域认同，为后来的民

族融合和文化交流奠定了坚实

基础；明代时期，贵州的发展迎

来了里程碑式的变革。明永乐

十一年（1413 年）贵州建省，设

省后，贵州的经济、社会、文化

等 方 面 得 到 了 较 大 发 展 。 农

业、手工业和商业逐渐繁荣起

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经济体

系。科举制度在贵州得到了广

泛推广和实施，培养了大量人

才，这些人才不仅在政治上发

挥了重要作用，还在文化、教育

等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王阳

明在贵州龙场悟道，阳明心学

由此发端，对后世产生了深远

影响。

活动中，讲解专家还就观众

的提问进行了互动交流。据介

绍，《人文山水 时光峰峦——多

彩贵州历史文化展》是全国首

次系统展示贵州 30 万年历史文

化的通史展览，展出 3503 件珍

贵文物，涵盖多个历史时期的

重要遗存，生动呈现贵州的历

史脉络和多元文化，展览通过

珍贵文物讲述贵州的核心历史

文化，向世界展示贵州的独特

魅力。

（贵 阳 日 报 融 媒 体 记 者

郑文丰）

茅奖作品频被改编
期待“大部头”焕发新活力

特约撰稿人 韩浩月

贵州省博物馆——

举行2025年第四场
“专家、馆长进展厅”活动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陈文新做客贵阳孔学堂——

多维度剖析哪吒形象

新华社电 中国动画电影《哪吒

之魔童闹海》（以下简称《哪吒 2》）14

日在英国和爱尔兰开始点映，在欧洲

影院迎来首批观众。

拥有英国最大 IMAX 银幕的伦敦

BFI IMAX 影院 14 日中午开启欧洲首

场《哪吒 2》放映。影片结束后，观众席

爆发出热烈掌声与惊叹。

第一次观看中国动画的英国观众

谢丽尔·芬尼根告诉记者，电影的故事

情节深深触动了她，“看到最后，我的

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芬 尼 根 说 ，《哪 吒 2》的 视 效 技

术、音乐制作和诙谐幽默都让她“倍

感震撼”，不论是宏大场景还是人物

的细微表情都令人印象深刻。她说，

自 己 将 补 看《哪 吒 1》，还 会“ 二 刷 ”

《哪吒 2》。

不少在英中国留学生当天到场观

看，还有影迷打扮成电影主角的形象

沉浸式观影。他们表示，经过漫长的

等待和期盼，终于在英国看到《哪吒

2》，心情极为激动。他们为中国动画

电影的进步感到骄傲。

欧洲 发 行 商 圣 三 —— 亚 洲 电 影

公 司 表 示 ，该 公 司 从 光 线 传 媒 获 得

《哪吒 2》在英国、爱尔兰、德国等欧

洲 30 多个国家的院线发行权。本轮

点 映 后 ，该 影 片 将 于 21 日 在 英 国 和

爱尔兰以原版中文配英语字幕的方

式 正 式 公 映 ，预 计 将 覆 盖 100 个 城

市、超过 250 家影院。

圣三——亚洲电影公司执行总监

锡德里克·贝雷尔告诉记者，外国观

众对哪吒这一角色，尤其是他的生活

背景、面临的挑战和成长历程充满好

奇。他说，《哪吒 2》既是一部现代作

品 ，又 承 载 了 中 国 悠 久 的 传 统 与 文

化，英国各大影院对该片上映表现出

极大兴趣，影片预售成绩远超预期，

有望成为英国史上票房最高的中国

电影。

数据显示，《哪吒 2》累计票房（含

预售及海外票房）已超 20 亿美元。

本报讯 随着空灵悠扬的苗族多

声部民歌响起，现场观众纷纷被带入

原生态歌声和贵州非遗的无限魅力

中……3 月 15 日，黔西市化屋歌舞队来

到因《哪吒 2》火爆出圈的贵阳越界影

城，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影迷带来一场

非遗文化大餐，用千年韵律唤醒春日

生机。

黔西市化屋歌舞队主要由黔西市

新仁苗族乡化屋村的“歪梳苗”组成。

当日，苗族《敬酒歌》、苗族多声部民歌

《阳雀声声在呼唤》《月亮出来月亮黄》

等依次唱响，让现场观众深切感受到

少数民族文化的无限魅力。随后，苗

族姑娘、小伙们身着精美的民族服饰，

表演了《苗族跳花坡》《苗族迎客歌》等

节目，并积极与观众互动，将现场气氛

推向高潮。

来自山西的游客王筱雅说：“我完

全沉浸在演员们的歌声里了，脑袋里

久久仍有回响，原生态的歌声太美妙

了。此行不仅完成了我在 IMAX-GT

影厅看《哪吒 2》的心愿，还意外爱上了

贵阳的‘爽口’美食，和贵州丰富多彩

的民族文化。”

除了精彩的文化表演，现场还准

备了非遗剪纸书签、黔西羊驼小镇门

票等小礼品送给参与互动的观众，还

有 500 余 份 黔 西 牛 肉 粉 可 以 现 场 品

尝。观众田永萍说：“太暖心了，看完

电影出来不仅能看精彩的文化表演，

还有热腾腾的黔西牛肉粉吃，感受到

了贵州待客的诚意。”

“这次 来 到 越 界 影 城 ，除 了 我 们

化屋村的‘歪梳苗’带来原生态非遗

代表性项目表演，我们也把黔西特色

美食带给大家品尝，希望通过精彩的

表演和可口的美食，让更多外地游客

了 解 贵 州 的 多 彩 文 化 ，从 而 喜 欢 贵

州、来到贵州、爱上贵州。”黔西市委

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3 月 28 日至

4 月 6 日，第二届贵州牛肉粉文化旅

游季也将在黔西举行，希望各地游客

前往做客。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吴宇/文

徐其飞/图）

黔西非遗亮相贵阳越界影城——

千年韵律唤醒春日生机

《哪吒2》登陆欧洲 观众直呼“震撼”

■ 相关新闻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陈文新。

精彩的演出引来影迷拍照留念。

表演团队演唱苗族迎酒歌。

农民画画师现场作画《开门红》。

讲座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