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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3月 1日电（记者史竞男）
“李焕英”家喻户晓，“唐探”成为大 IP，《人潮
汹涌》靠口碑逆袭，《刺杀小说家》视效惊
艳…… 2021 年春节档创下超 78 亿元的票
房新纪录，也刷新全球单一市场单日票房、
周末票房等多项世界纪录。
　　热映影片票房仍在攀升，关于春节档
的讨论依旧火热。新纪录如何诞生？又释
放了哪些信号？日前，由中国电影家协会
主办、电影艺术杂志社承办的“2021 年春
节档电影现象研讨会”上，专家复盘解码

“最强春节档”———

新民俗：看电影成“刚需”

　　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张宏
认为，春节档电影取得的成绩是国家繁荣、经
济发展的综合缩影，也是疫情防控取得重大
战略成果后经济恢复的生动体现。
　　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春节期间有
1.6 亿人次走进影院，享受文化大餐。“去
电影院看电影成了放鞭炮、吃饺子之外
的新民俗。”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清
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鸿说，今
年春节档之所以火爆，一是观影成为人
们在春节假期娱乐消费的刚需；二是就
地过年倡议下，人员流动减少，使这一刚
需更加凸显。
　　票房破纪录的同时，春节档影片满意
度也创新高。
　　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显示，
2021 年春节档观众满意度得分 85.2 分，
成为自 2015 年调查启动以来观众最满
意的春节档。其中，《你好，李焕英》《唐
人街探案 3》和《人潮汹涌》分别以 87.7
分、84.5 分和 83.8 分位居前三位，《熊出
没·狂野大陆》《刺杀小说家》《新神榜：哪
吒重生》和《侍神令》的满意度也都超过
81 分。
　　专家表示，票房、口碑双丰收背后，显
示出中国电影在许多方面均获提升，电影
在国民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
巩固。
　　“这不仅对电影行业是极大提振，对
于疫情期间整个文化生活也是极大提振，
电影带动的是全方位的文化娱乐生活。”
北京电影学院副校长胡智锋说，“最强春
节档”是在全国防疫、就地过年特殊时刻
出现的暖亮风景，是电影产业化改革成果
的直接表现，显示出中国电影与时代
同行。

新趋势：本土化+多元化

　　今年春节档，7 部风格迥异的国产影片
进入“主赛道”。丰富的类型样式，满足了不

同观影群体的多元化需求。
　　《你好，李焕英》以笑中带泪的温情故
事取胜，《唐人街探案 3》延续悬疑+喜剧
风格，《人潮汹涌》在荒诞幽默中讲述小人
物的故事，《刺杀小说家》实现动作和奇幻
元素相融、现实与小说世界并行，合家欢动
画片《熊出没·狂野大陆》作为春节档常驻
选手体现出 IP 系列的逐渐成熟，中国风的

《新神榜：哪吒重生》推陈出新，《侍神令》通
过成熟的工业化制作展现了绝美的东方奇
幻世界……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所长丁亚平
说，2021 年春节档是集束式的电影“大爆
炸”，供给丰富多样，影片叙事、视效和情感
表达均在线，彰显出中国电影多样化发展
成果。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陈旭光认为，国
产电影的叙事能力显著提升，本土化特征明
显。如《你好，李焕英》讲述了具有中国现实

风格的故事，《唐人街探案 3》创造出自有的叙
事模式，《新神榜：哪吒重生》拓展了中国电影
超级英雄的叙事空间……
　　“中国电影市场在今年春节档显示出
的巨大爆发力，与中国电影人近年来扎实
的内容创作、电影产业全链条的不断成熟
是分不开的，也预示着中国电影产业持续
加速跑的巨大潜力。”张宏说。

新力量：新生代全面崛起

　　比“最强春节档”更令人振奋的，是电
影新生代力量的崛起。
　　“青年电影人已经成为中国电影的绝
对主力，这也是重视电影人才培养的结
果。”胡智锋认为，以陈思诚、路阳、贾玲等
为代表的青年导演，用高品质、高完成度的
成熟状态，撑起了这些堪称“现象级”的电
影大片。

　　在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
授周星看来，年轻导演取得超高票房，凸
显新生一代的感召力。
　　在人才力量之外，技术力量也让人
瞩目。中国电影视觉特效技术有了喜人
的进步，虚拟制作、数字生物和类人角色
方面有非常大的突破，且由中国自己的
特效公司完成。
　　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常务副主任
宋智勤说，《刺杀小说家》《侍神令》等电
影显示了工业水准和内容创作齐头并进
的良好态势，表明中国电影正进入高质
量发展新阶段。
　　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胡孝汉
指出，2021 年春节档已构成一种社会文
化“现象”，具有里程碑意义。在火爆之
后，更需要冷静思考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继续以人民为中心、以观众为中心，促进
中国电影不断发展进步。

复盘“最强春节档”：电影牛劲何来
本报记者张漫子、张洁茹

　　由北京演艺集团出品的音乐剧《在
远方》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首轮巡
演日前圆满收官。该剧遵循艺术的创作
规律，以小人物的心灵成长折射大时代
的精神图谱，将音乐剧现代性、流行性的
元素与具有现实意义的中国故事、创新
的中国表达相结合，为新时代具有中国
特色的音乐剧创作提供了新经验。

抒写时代，凸显现实底色

　　音乐剧《在远方》改编自斩获 2020
年“白玉兰”4 项提名的同名电视剧，将
54 集长度的剧情浓缩为两个多小时的
舞台表演，更集中展现原作中的友情、
爱情与亲情，并且通过音乐向观众传达
奋斗者勇往直前、无所畏惧的精神，展
现了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时代
巨变。
　　北京演艺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该
音乐剧由编剧申捷操刀，作曲家、制作人
金培达任音乐总监、作曲，导演肖杰执
导，制作人张筱真担任作曲、编曲。在剧
中，青年演员、歌手阿云嘎饰演主角姚远
一角，并参与音乐剧作曲。
　　《在远方》的“快递”故事起始于上世
纪 90 年代末期，适值改革开放风生水起
的年代。主人公姚远是民营快递业发展
初期的一个代表，当初的民营快递属于非
法行为，常受到邮政部门的严密稽查，每
一单生意、每一次出门，都充满艰辛和东
躲西藏的不确定性。该剧的故事就从

“黑快递”姚远躲避稽查的故事说开去，以
他的经历为主线，折射出 20 多年来中国
人的勤劳、敬业创下的一个个奋斗奇迹。
　　为打磨剧本，让这个跨越二十年的
故事让观众信服、有吸引力，主创团队多
次深入快递业一线采风，体验快递小哥
的日常生活。为了演好快递小哥，阿云
嘎曾跟随快递员体验生活。“当每位快递
员出现在你家门口，他们亲切的笑脸背
后，可能是杂乱无章的仓库，需要一单单
分流、一通通打电话、一家家送快递。记
岔楼层、跑错地方、看别人脸色都时常会
发生，而用日复一日的耐心去完成工作
的快递员，何尝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
大的凡人英雄。”阿云嘎说。
　　《在远方》并未以宏大叙事展现中国
物流业的快速发展，而将视角对准发展背
后的主体——— 基层快递员的内心世界和
情感生活，以既有时代感，又充满烟火气
的细节触动观众内心。“干着最着急的活，
住在最黑暗的角落”歌词虽是当年快递员
生活的写照，但“我们要冲上云天不回头，不再留恋，总有一天
离开这地方”并不低沉的旋律和雨中群舞则将快递员这一群体
的乐观豁达与顽强坚韧展现得淋漓尽致。
　　顺丰快递员代表邓兴斌、刘付奇等 2 月 26 日观看了演
出，被演员们的精彩演绎感染。几位快递员表示，《在远方》的
故事真实反映了他们的“快递生活”和梦想，“快递道具从一开
始的推车，板车，到传送带，最后是半自动装置……故事细节
和场景的还原，都太真实了。”

创新表达为原创音乐剧注入活力

　　大幕拉开，巨大的钢铁货架、原木色的快递箱共同搭建出了
《在远方》富有粗犷美感的舞台。印着“青春”的文化衫、布景复
古的地下室，迅速把观众带入到那个快递行业方兴未艾的年代。
　　作为高度综合的舞台艺术，该剧的主创团队在时代感的
营造等多个方面做了创新探索。在音乐剧《在远方》中，一群
鲜活的人物，悦耳动听的歌曲，青春勃发的歌舞演绎、创新的
舞台设计，构成了剧作鲜明的辨识度。
　　“远方在哪里？”“远方是什么？”由阿云嘎创作并演唱的主题曲

《何处是远方》阐述了他对青春、理想、奋斗的理解：“人生在世界，
都要守护一个梦想。何处是远方，在心里还是想去更远的地方。”
剧作不仅以音乐抒情、以歌曲塑造人物，还利用音色和音域的变换
体现人物角色之间的差异，在歌舞的演绎中体现戏剧冲突。
　　相比通常华丽多彩的音乐剧舞台，《在远方》的舞台设计
匠心独运，并恰如其分地贴合了剧情：极简的舞台空间，裸露
的钢架结构，在视觉上呈现出一种“工业的美感”。从漏雨的
地下室小屋、巨大的钢铁货架，到原木色的快递箱、新世纪的
快递传送带，流露出浓郁的时代气息。流畅的场景转换更清
晰地呈现了我国快递业 20 年来的发展历程，使观众看得到
历史，感受得到时代变迁。

小切口折射大时代传递感人力量

　　“聚焦小人物，致敬大时代”是《在远方》的核心主题。该剧
以小见大、由点及面地描绘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画卷。
北京演艺集团总经理助理、《在远方》制作人董宁说：“我们这次
探索贴近了时代，贴近了观众，贴近了现实生活，希望通过《在
远方》这部剧能为致敬小人物，致敬大时代的表达树立典范，传
递感人至深的情感力量。”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剧中的快递小哥始终在奔跑，向着远
方。光明日报刊发评论称，“奔跑”充满隐喻与象征，蕴含着实
现价值的明朗意象，与全剧的题旨内核“远方不是脚到达的地
方，而是心超越的地方”形成辉映，追梦路上步履不停，这片宽
阔的土地上，到处都会有明媚的阳光。
　　阿云嘎说：“音乐剧《在远方》讲述的是我们的父辈所经历
过的时代，他们用勤劳、敬业创造的奇迹值得文艺工作者书
写。眼下，有不少根据外国剧本‘汉化’而来的音乐剧，可它们
终究缺了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特色和情怀。希望我能继续
通过原创音乐剧的形式，为奋斗在理想道路上每位平凡的英
雄而歌唱，用音乐传递更多勇气、自信和能量。”
　　观众称《在远方》的创新和突破为原创音乐剧注入活力。
观众石竹说：这部剧适合全年龄观看，其中既有热血的拼搏历
程，有诙谐的搞笑段落，有纯纯的恋爱悸动，有动人的催泪情
节，将“以歌叙事，以舞抒情”发挥到了极致，让我们看到了国
产音乐剧的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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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7 日，观众在北京前门的保利国际影城观看电影《你好，李焕英》。新华社记者陈钟昊摄

先生，叶嘉莹　　“继静安绝学，贯中西文脉。你是诗词
的女儿，你是风雅的先生。”不久前，叶嘉莹
获得 2020 年度《感动中国》人物，组委会给
予她的颁奖词如是说。
　　生于乱世，21 岁便开始教学生涯，从
中国到美国、到加拿大，再到回国，执教
70 余年来，叶嘉莹播撒着中国诗词的种
子，一生与中国古典诗词“恋爱”。她说：

“我平生志意，就是要把美好的诗词传给
下一代人。”

“卅年离家几万里，

思乡情在无时已”

　　作为中华古典诗词大家、南开大学中
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面对漂泊动乱也
好，人生苦痛也罢，叶嘉莹都用整个生命吟
诗、写诗、传诗，并用曾经支撑自己走过苦
难的诗词来反哺自己的民族和文化。
　　 1924 年，叶嘉莹出生于北京察院胡同
一个书香世家，她名字中的“叶”来自“叶赫
那拉”。叶嘉莹虽生于乱世，却从小受到良
好的中华传统教育。白先勇评价叶先生身
上拥有一种“天生的华丽”。
　　读初二那年，七七事变爆发。尔后，年
少的叶嘉莹经历了丧母之痛，一连写下八
首《哭母诗》。叶嘉莹在辅仁大学国文系就
读时，师从诗词大家顾随先生，从此与诗词
结下了深深的情愫。
　　 1948 年冬，叶嘉莹结婚，并随丈夫前
往台湾。“那时候我以为很快就可以回来，
所以随身只带了简单的行李。”想不到，这
一走，却别离故土几十载。
　　在台湾的那些年，叶嘉莹的丈夫被卷
入“白色恐怖”下狱后，她靠教书承担起养
活一家老小的重担。后来，叶嘉莹开始在
台湾大学、淡江大学、辅仁大学等高校执
教，白先勇、席慕蓉等一批现代著名作家、
诗人成为她的学生。
　　上世纪 60 年代，叶嘉莹从台湾前往
美国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讲学，与哈佛

大学著名的汉学家海陶玮教授合作研译
中国诗词。至 60 年代末，叶嘉莹到加拿
大温哥华，成为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终
身教授。
　　然而，本以为可以安度此生的叶嘉莹
却再次遭遇大不幸：1976 年，她的大女儿
与女婿在一次车祸中罹难。叶嘉莹含泪写
道：“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逼人一世来。”
丧女锥心后，叶嘉莹开始寻求还乡之路。
　　 1978 年暮春，叶嘉莹在报纸上看到内
地的学校需要教师，即刻给国家教委写了
一封申请信，希望不要任何报酬回国教书。
一年后，她的申请得到批准，受时任南开大
学外文系主任李霁野的邀请到该校执教。
叶嘉莹在长诗《祖国行》里写道：“卅年离家
几万里，思乡情在无时已。”
　　之后的几十年间，叶嘉莹以诗为约，
与中国求诗若渴的年轻人们一道探索古
典美的殿堂。
　　如今，90 多岁高龄的叶先生仍未停下
爱诗的脚步，还捐出 3500 多万元支持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她用一生培养了大批
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人才，也正如她
所说：“我要把自己的一生交给诗词。”

“好将一点红炉雪，

散作人间照夜灯”

　　叶嘉莹说，诗歌的价值在于滋养精神
和文化。“中国古代伟大诗人往往是用生命
谱写诗篇、用生活实践诗篇，他们把自己内
心的感动写了出来，千百年后的我们依然
能够体会到同样的感动，这就是中国古典
诗词的生命力。古典诗词凝聚中华文化的
理念、志趣、气度、神韵，是中华民族的血
脉、中华儿女的精神家园。”
　　从这个精神家园中，她获得了力量。

因而颠沛飘零，甚至动荡离乱中，她依然坦
然面对人生。并且，她还将这种精神传递
给了更多的人。
　　叶嘉莹先生的助手、南开大学中华古
典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张静说，叶先生不仅
是一位女性的代表，也不仅是一位教师的
代表，更重要的是她唤起我们每一个人对
自己生存观的反思。叶嘉莹身体力行的

“弱德之美”，影响了很多人，真可谓是“好
将一点红炉雪，散作人间照夜灯。”
　　“先生作为一个柔弱的女性，她如何活
出自己来？我觉得是很具有典型性、经典
性、榜样性的。”张静说，希望更多的人能够
像先生那样，通过诗词找到自己思想灵魂
的精神支柱，无论什么境遇，都能像叶先生
那样活出自己来。
　　叶嘉莹数十年来一直投身于古典诗
词的普及工作。从 2019 年开始，以叶嘉
莹别号命名的“迦陵杯·诗教中国”诗词讲
解大赛开始举办，面向全国中小学语文教
师，鼓励古典诗词的读诵与讲解。那个暑
期，还在病中的叶嘉莹，坚持和决赛选手
们在南开大学见面，讲到动情处还与大家
齐声吟诵。
　　为叶嘉莹拍摄纪录片《掬水月在手》的
台湾导演陈传兴说：“叶先生对这个时代所
投下的重大影响、贡献，后代人可能会比我
们这些跟她同一时代的人看得更深。随着
时间的拉远，随着不被时代既有的经验世
界所影响，她将影响更多的人。”

“一树猩红艳艳姿，

凤凰花发最高枝”

　　对张静而言，叶嘉莹还有另外一面。
　　张静回忆，7 年前的夏日，叶先生在家
中收拾回国装箱的资料书籍时，不慎摔倒，

腰部扭伤，但几天后依然坚持站着用英
文发表了半个多小时的讲话。后来伤痛
加剧，以至于每次下床都十分艰困。
　　虽然张静就住在叶先生卧房的隔
壁，但叶先生从不喊张静协助，每次下
床都坚持自己在床上挣扎良久。张静
禁不住跟叶先生提“意见”：“人家都说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您为什么还这般
客气？”叶先生却说：“我自己能做的事
情还是要自己做。”
　　前年，叶先生又因患肋间筋膜炎，十
分疼痛。所以开头有几个晚上，张静在
叶先生家中陪护。“先生看到我就说，你
孩子和老公都在家，我偏偏得了这个病，
你不能陪他们还过来陪我，我心里十分
过意不去。”
　　“先生在疼痛缓解后，首先想到的竟
是我们。可见她情感的真挚、细腻、丰
富、深邃，才能够解读出古典诗词中一般
人看不到的那种深细之美、幽微之美。”
张静感叹。
　　对于叶嘉莹的意志力之强大，连中
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都说，叶先生是凭
着对于理想和事业的执着战胜病痛
的人。
　　即便现在，97 岁的叶嘉莹，依旧是
自己能做的事绝不让阿姨帮她做。
　　叶嘉莹是一位极度自律的人。张静
说，她从未见过先生跷二郎腿，跟人谈话
的时候也永远是正面直视。“先生的许多
生活细节值得我们去学习。”她说。
　　严于律己、诚恳待人，叶嘉莹对治学
也从来一丝不苟。张静记得，在一次修
改文稿时，稿子虽然已经改了五六遍，编
辑那边已经排版了，但叶先生还说要修
改一个字，我们还得再撤再修订。“她对
于文字特别认真、特别较真。”
　　如今，叶嘉莹每天仍要继续工作。

“叶先生一直很急于把她生平所做的，还
有留下的大量手稿整理出来，所以事实
上她的时间是蛮宝贵的。”陈传兴说。
　　“一树猩红艳艳姿，凤凰花发最
高枝。”
　　先生，叶嘉莹。
（记者白佳丽）新华社天津 3月 1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