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入 6 月的第二周， 魔兽系列电玩游戏
衍生出的电影登录内地，《魔兽》 创纪录的在
3 天斩获 8 亿多票房， 追逐者众———这似乎
不是个意外的场景。

这部巨资投入之作先期的媒体评价多是
负面，不仅是剧情，还有游戏改编电影中对话
充斥陈词滥调之类的老毛病等。 而在票房重
仓北美市场， 主流媒体的积极评价依旧非常
稀缺，知名影评网站只给出了 22 分的低劣等
级，有外媒直指需寄望中国市场的救赎。

在另一端，以观众的角度审视，情形也有
些怪异。虽然有粉丝挺身直言：别理睬媒体和
影评人的“鬼话”。但随着影片的上市，基于追
逐者立场的评价，趋向也不是那么美好。有铁
粉观后坦言“叙事节奏颇为混乱，许多剧情推
进的理由非常牵强，”更有极致言论称：“要是
当电影看，它就是一坨屎”，之所以挚爱是因
为情怀。

可见，影片的风格、震撼的画面，还有故
事的讲述，诸如此类关涉《魔兽》自身的纷争，
无关审美层面的差异， 故而对电影好坏的归
类就失去了意义。

留下的疑问是，虚拟世界居民们沉迷的，
是情怀记忆？ 还是无聊延续……

虚拟的情怀

电影从兽人部落展开， 几分钟内掠过众
多的城市（铁炉堡、暴风城等），角色推出也没
有给您喘息的时间， 随着兽人部落从外域通
过传送门入侵人类世界， 平静的艾尔文森林
一时血流成河， 斗士们将为各自的人民和家
园奋战。

关于“魔兽”的故事是繁杂的，就算是资
深玩家也会面临目不暇接的考验， 如果仅是
为观影而来的“外人”，多半只能停留在视觉
体验上。但对那些熟悉“部落、联盟”的群类这
不是什么问题： 他们在进影院之前对人物多
半已了然于心。

“魔兽十年，载满了青春的记忆，是否还
记得曾经燃烧的岁月，相信你和我一样，为了
相似的经历，相同的感受，一样的情怀，为了
艾泽拉斯（‘魔兽争霸’的竞技圣地）”。这段粉
丝们纷纷点赞的微评很好地说明了“情怀”。

遥想 “魔兽” 进入国人视野并繁荣的日
子，也营造了“痴迷游戏”“网瘾”说法的兴起
和盛行， 甚至出现归属毒品的独断。 这不重
要，《魔兽》 之所以勾引了那么多的人， 坦白
说，或许确有情怀因素。

在铁粉心中，团队的战斗，坦诚、交流、协
作，以及忘我，而不是个体利益的攫取等人品
的积攒， 这些被教育得向往却在周遭现实不
容易体会到的玩意儿， 在游戏中就像空气一
样，“素质差的人在魔兽里是玩不下去的。 ”

“为了联盟，为了部落”。瞥见那些因之禁
不住落泪的家伙们， 也能理解他们内心的情
愫，简单的召唤就像誓言，积年弥久，散发着
浓郁的陈酿味道。

不过，换个视野透析，未必不是更真实的
镜像：一个现实世界毫无存在感觉的“寄主”，
在魔兽世界得到存在满足， 虚拟世界英雄身
份的自我展示，在好玩儿的后面，真没有逃避
现实等级环境的精神慰藉？ 这的确有点精神
“毒品”的迷香。

很多时候，我们抑制不住会去找寻、怀念
那些伴随成长的过去时光，《魔兽》 好坏确实
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返身回望的情思里，粉
丝们想过没有，那段疲惫“无脑”的岁月，有青
春的激荡，但，也有迷茫……

虚幻的英雄

游戏就是游戏。 《魔兽》实质上更像是为
玩家量身打造的产品， 普通观众阵营会产生
不是很友好的感觉。 导演试图在短时间里把
“魔兽”的世界观铺设成型，角色鱼贯而出，过
程中没有注释，有非玩家感触：因之自己“睡
着”一回，最后脑子里留下的都是支离破碎的
画面。

但有什么关系呢？它是魔兽电影。粉丝们
这么回答。

与漫威（Marvel）麾下的英雄不同，电影
在形而上的层面缺乏诸如正义、 道德之类的
标签。 魔兽争霸嘛，这可以没有。 不过，作为
“粉丝经济”的产物，或者是游戏改编的电影，
能不能达成多方面观众需求的平衡， 可能才
是成功与否的标志。从这个角度看，内容讲述
即便不是比其它因素更重要， 至少也同样重
要。 遗憾的是，在这部“情怀”电影里，人们不
容易寻获启示。

魔兽世界、魔兽争霸，对玩家来说除了好
恶，角色的选择似乎没有什么不同。就如自称
“魔兽”骨灰粉丝的导演邓肯·琼斯说：这是一
个关于英雄的故事， 关于英雄做出什么样的
选择才让他成为英雄的故事。

可见，《魔兽》所欲只是成为英雄，而不想
絮叨成为什么样的英雄。 这离人类的世界有
点远了， 作为人类， 还俗地评估一下是必要
的：虚拟时空终归是现实心智的投射。

比起游戏中单薄的、 以砍瓜切菜为业的
英雄，我觉得焦三爷这样的“小人物”更有英
雄本色，他在保护他的，也是我们的“联盟”。
想知道魔兽粉怎么看《百鸟朝凤》，所以拜托
小儿请教其跻身顶级好手的同学，结果 90 后
的答案和之前看到的 80 后表述一致，在魔兽
资深玩家眼里，“破烂的老古董” 没什么好看
的。

坦白说，那个行当确实有些“破烂”了，导
演似乎也能够归到过气的队伍， 但那是一个
更真实的世界，人和人性，或者是文化意指是
鲜活的，它说的不是唢呐，而是人的事儿。

然而，“魔兽”们在游戏和现实之间，在满

足潜意识里暗含欲望的同时， 还没有脱下虚
幻英雄的衣冠，仍旧“清醒”地保有着对真实
世界的淡漠。 是喜还是悲呢？

关于素质的要求， 对粉丝来说或许还真
是有点高了。

数据的尴尬

现在说事儿都得用数据，媒体、加上戴帽
子的影评人，如何评分早就沦落到底层区域，
想代表观众怕得等到夜半卧榻生梦的时候。

有了中国票房撑腰，《魔兽》 的尝试应该
说成功了一半， 另一半还需要等待电影 （商
业、艺术）大佬家里的数据。 北美市场这么重
要吗？

应当说，大佬的数据很重要，这不是票房
问题，而是电影探索、审美、阅读的问题，实事
求是地说，他们对电影的辨识水准比较高。

就拿《美人鱼》来说吧，有些人对国人蜂
拥进场就不太理解。

杀邓老板超声波会停止 ？ 章鱼自残可
笑？ 以及周星驰才能出手的人鱼演出，各种
无厘头的混乱幻想堆砌（比如很扯的环保概
念），对了，还有跟大叔学“做鸡”，等等，除了
看见场内哈哈的人觉得有点搞笑外，我没能
有笑。 跟着票房进影院，却发现自己迟钝，好
沮丧。 好在发现有专家研究说，笑点低的人
有点那个，俺才缓过气来———大不了和专家
一样呆傻啦。 该片在北美斩获 120 余万美
元———目测基本是被内地声响蒙进影院的
华人贡献。

不管如何，北美是更成熟的市场。《魔兽》
如何？ 带着问题求解，专攻电影的行家分析：
未必会好。原因是：视觉冲击对见多识广的大
佬影响有限， 铁粉远少于我国的种群有更多
（更好？ ）的电影选择，情节故事诉求虽可放
宽，但无厘头演义除外。

信不信这些论断实际上意义不大，“电影
已经垂死良久”，斯科特（A.O.Scott?）在《纽约
时报》布道说。在艺术与商业之间旷日持久的
搏斗中，艺术可能已经败下阵来。但电影毕竟
不是纯粹的娱乐道具，这让艺术家们很感怀。

无故事、 无表演的大烂片成功，“《魔兽》
不是第一部”，有专家坦言。 当然它也不会是
最后一部， 这是文化素养教育和电影自身引
导的问题。

看到《魔兽》粉们小腰上挂着弯刀，脑袋
上顶着铁皮现身影院， 专家所虑看来不无道
理，这已经不是电影的问题，倒是有点“广场
舞”的味道：年轻人之“广场舞”。

这让人想到一个词———尴尬， 电影艺术
家们会觉得尴尬吗？

本报通讯员 刘洁

本报记者 毛浓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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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欧阳

本报讯 （记者 赵亮）6 月 7 日，作曲家
印青、 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团长黄小曼以及歌
唱家阎维文、 王宏伟等艺术家在国家大剧院
举办的歌剧《长征》赏听会上，为在场的观众
们介绍和演唱了剧中的精彩唱段。

据悉，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80周
年，7月 1日至 6日， 国家大剧院力邀作曲家印
青、剧作家邹静之、导演田沁鑫、杨笑阳等历时
四年倾力打造的中国原创歌剧《长征》将迎来首
演。该剧中有着 40余年军旅生涯的男高音歌唱
家阎维文加盟，饰演剧中的“男一号”彭政委，并
与王宏伟、迟立明等众多实力派歌唱家，共同塑

造行走在两万五千里征途上的英雄群像。
在当天的赏听会上，阎维文与王喆率先出

场，合作演唱了“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这一
唱段出现在阎维文饰演的彭政委与王喆饰演
的洪大夫在瑞金分别之时。 曲调不仅饱含深
情，也表达出坚定的革命信念。 离别之情还未
散去，歌唱家阎维文的唱段“寒夜中”则把观众
推向了湘江之战的残酷前线。这一唱段出现在
剧中第二幕湘江战役的间隙，彭政委用歌声对
浴血奋战的红军战士们，抒发出无限赞美和慨
叹。 饰演平伢子的歌唱家王宏伟演唱的“我舍
不得离开红军”同样感人至深。 这一唱段出现

在剧中第五幕，因试吃野菜中毒、掉队的平伢
子深陷沼泽，年轻的生命即将陨落，他用诚挚
的歌声表达出对革命队伍的留恋。

作曲家印青说：“用什么样的音乐风格、
什么样的音乐形式以及什么样的音乐情感方
式， 才能在当今的时代准确又新颖地重现出
革命先辈们崇高的理想和情怀， 才能有所创
新和发展，才能使老、中、青三代观众都能接
受并欢迎？我一度踌躇再三。重读了许多长征
的传记、回忆录，又重读了收藏了多年的四大
本《中国工农红军歌曲选》，反复研究了剧本，
一个理念逐渐清晰： 红军的文化是红色的文

化，而红色文化源自于一个特殊的红色基因，
这个基因仍然是当下社会所需要发扬光大
的，那就是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这就是这部
歌剧音乐中的灵魂。 ”

谈及在这部歌剧中所塑造的人物角色，
阎维文表示 “彭政委是一位有着至高无上理
想与信念的指挥官， 同时也是一位有血有肉
的红军战士。而红军战士们的伟大壮举，离我
们今天的生活远了一些，正因为如此，我们需
要把他们再现在舞台上，让更多的观众看到，
无论是我们今天的事业，还是未来的事业，都
需要长征的精神，都需要红军的精神。 ”

纪念长征胜利 80周年

中国原创歌剧《长征》献礼“七一”

6 月 7 日至 11 日，一部讲述军工故事的
话剧《秦岭深处》在西安北大街人民剧院上
演。 该剧以秦岭深处的军工科研生产为背
景，以军工人的情感、追求和奉献为主线，生
动地刻画了一批在秦岭深处奉献着青春、爱
情甚至生命的新时代最可爱的军工人。

话剧《秦岭深处》由陕西省文化厅、中华全
国总工会文工团和西安话剧有限责任公司出
品，著名作家阿莹编剧，国家一级导演陈薪伊
担任总监制， 全国总工会文工团特聘孙超导
演。全剧共分五幕，讲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
秦岭山下的军工人在反坦克武器研制过程中，
面对爱情与事业的抉择、 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坚持追求、不畏艰险、拼搏奋进的感人故事，展
现出一幅隐藏在大山深处的当代军工人极富
现实冲击力的鲜活画卷，更深刻地体现了对战
争与和平这个人类永恒话题的现实主义思考。

国家一级编剧欧阳逸冰说：“这是一部好
戏， 充分展示与表现了当代军工人大气磅礴
的情怀， 让广大老百姓充分了解了当代军工
人的真实生活、工作。以周大军为代表的一群
军工人，他们是民族的骄傲。剧中和平的观念
是很高的革命艺术价值。”著名编剧齐致翔认
为：“从创作题材上、创作深度上，这是一部可

以赢得广大群众喜爱的戏剧。 我们的军工人
为了国家的和平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与贡献，
令人十分震撼和钦佩。 这是一部可以深入并
能赢得广大群众喜爱的戏剧。从创作题材上、
人物表现上、 艺术氛围上是一部无愧于当代
深度的大作。 ”

出于作者对军工题材的长期积累， 话剧
《秦岭深处》通过具有强烈现实主义情怀的故
事反映出积极向上的浪漫主义色彩， 把牺牲
的刘娟和一群军工烈士们再现在舞台上，加
深了人们对主题的理解和主人公形象的认
识， 刻画出一群有血有肉的堪称民族脊梁的
军工人。 该剧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是独特而又
神秘的军工题材。陕西作为军工大省，众多军
工企业对我国国防现代化做出卓越的贡献，
一批批军工人在这个行业中默默奉献， 他们
以军人的意志完成着国防建设的梦想。《秦岭
深处》 表现了和平环境下的革命英雄主义的
理解和实践，这在当代中国具有深远的意义，

它实际是中国精神的一种升华和体现。
该剧主人公周大军是秦岭厂的总工程

师，承担着“秦岭飞狐”反坦克导弹的研制任
务。 他的爱人刘娟刚刚怀孕却在一次导弹试

验中意外牺牲。 他安静地安葬了爱人继续投
入到“秦岭飞狐”的试验中去。在这过程中，有
暗恋他的同学罗安丽对他高薪邀约， 有两个
人对理想和人生意义的争执， 有在实验出现

危险状况，需要人工拆弹的生死考验，也有对
当今世界战争与和平的思考。但是，无论什么
样的困难和考验， 周大军和他的同事们一次
次选择了对事业的责任，对国家的忠诚。

一位教师在话剧结束后表示：“这部话剧
不仅让我得以了解过去感觉很神秘的军工人
的事业和生活， 更重要的是这些秦岭深处人
们的奉献精神深深地打动了自己， 并对自己
的人生有了启发和思考。”一位企业工程师在
看完该剧后说，“《秦岭深处》对工程师的刻画
非常生动， 不论哪个行业的工程师都会把自
己主持设计的产品当作孩子一样爱护， 并全
身心地投入。这一点，周大军的执著和奉献就
很容易引起广泛共鸣。当然，军工厂的工程师
有了国家使命这一更高的追求， 所以他们的
努力与付出也就具有动人心魄的力量。”一位
高中生说：“看这部话剧前， 总认为战争离我
们很远，和平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很自然地享
受城市的繁华，安静地读书，快乐的生活。 我
们把大阅兵当作漂亮的巡演，却从未想过，那
阅兵仪式上的每一种武器都是无数军工人的
汗水甚至鲜血换来的。也从未想过，在大山深
处， 有那么一群人用寂寞甚至是牺牲换来国
家国防力量的强大，我从心里向他们致敬，这
样的话剧应该多写，多演。 ”

据了解，《秦岭深处》 还将作为中国原创
话剧邀请展剧目在北京国家话剧院上演。

军工烈士再现舞台
———话剧《秦岭深处》聚焦默默奉献的军工人

6 月 11 日， 是我国第 11 个文化遗
产日。今年文化遗产日的主题是：让文化
遗产融入现代生活。期间，全国各地开展
了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 仅在非遗保护
方面就有 800 余场。

据悉，根据 2005 年 12 月 22 日国务
院发布的 《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
护的通知》之规定，自 2006 年起，每年 6
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文化遗产日”。 我
国文化遗产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

价值、思维方式、想像力，体现着中华民
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是各民族智慧的
结晶，也是全人类文明的瑰宝。

融入现代生活的文化遗产日

一到端午节，按照传统民俗，端午节既有
吃粽子、赛龙舟、挂艾草等习俗，也有迎接炎夏、
预防疾病的寓意，还可以纪念屈原。可是在现代
生活方式下的人们是否了解这些传统文化，是
否能很好地延续并尊重这些传统习俗呢？

如今端午节似乎被异化为粽子节， 或者
屈原节。端午节人们过多的想到粽子，于是总
要在粽子上大做文章， 商家就会推出高价粽
子，还要将粽子包装得精致异常，从而吸引吃
食者的注意力。当然一些地方更借助于屈原，
还要进行了各种祭祀活动。

粽子又叫“角黍”、“筒粽”，在魏晋时代粽子
很盛行。 到唐宋时期，粽子已极为有名，市场上
常有粽子卖。如今，我们过端午节仍然免不了要
吃几只粽子。粽子就成了端午节的象征和代表。

在端午节，我们更忘记不了一个人，那就
是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 为此人们认为端午
节起源于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投江自杀

这一事件，魏晋时期，周处撰《风土记》记载：
“仲夏端午，烹鹜角黍。”南朝吴均《续齐谐记》
记载了屈原投江自杀后，楚国人民哀悼他，便
在每年端午以竹筒贮米投于水中祭吊的事。

随着人们对我国传统文化的遗忘， 国家
将端午节列入法定节日， 就是保护我国的传
统节日，更是发扬光大传统文化，让优秀文化
传统万古长青，似水长流。

“五月五，是端午。 插艾叶，戴香囊。 吃粽

端午节，不是简单的
“吃”与“祭”

白 峰

首届传统艺术高研班秦皇岛开班
本报讯 （特约记者朱润胜 通讯员邵金

霞） 首届中国传统艺术高研班近日在秦皇岛
北戴河龙腾书画院举行开班仪式， 来自世界
各地的华人艺术家 50 余人汇聚一堂，对中国
传统艺术———北宗山水画的发展进行探讨与
研究。 北宗山水画第三代传人、 天津美院教
授、清华美院高研班导师何延喆主持并演讲。

何延喆早年师从津门书画家严六符先
生，入天津美术学院后得李智超、刘君礼、孙
其峰等先生亲传，后又拜孙天牧先生为师，著
有《中国山水画技法学谱》《北宗山水画技法》
等二十余部专注。

据了解， 北宗山水画是中国传统艺术之
精华， 由一代宗师陈少梅集中国古代大家李
成、郭熙、李唐、马远、夏圭等诸多北宗巨匠的
精粹及元人笔意为一体， 将中国传统诸大家
笔墨而臻大成，创立了北宗山水画，筑就了近
现代山水画艺术的一座高峰， 同时也为中国
传统北宗山水画注入了新的活力。

《魔兽》来袭，
是情怀记忆还是无聊延续？

子，撒白糖。 龙船鼓，满街路。 ”可见端午节不
仅仅是吃粽子，祭祀屈原，还有门前插柳放艾
叶，手上脖子上戴上香囊，各种各样的文化活
动。 当然地方不一，文化形式不一。

我小时候的农村端午节除每个人手上脚

上戴上红手绊，吃上五颜六色的面饼外，总要
在晚上和小伙伴拿上火把抡耍一番， 还要点
起高高的高山式的篝火， 大人小孩子围坐在
周围互话农桑， 拉着家常。 孩子们只顾玩高
兴。当然还要五月五走亲戚，定了亲的姑娘会
收到婆家一份精致的礼物， 婆家的好朋友借
机会到亲家看看媳妇什么样。

如今端午节总是一种形式，没有真正将
节日的气氛烘托出来， 于是就没有凝聚力，
更没有吸引力， 也没有洋节那么让人疯狂。
似乎在人们的心目中， 端午节成了粽子节，
或者屈原节，而没有挖掘出真正的端午节的
文化传统。

那么端午节到底是什么节日？ 端午节，既
不是粽子节，也不是屈原节。端午节就要真正挖
掘出其传统文化的深意，进行传承，不能简单的
一个“吃”，更不是一个“祭”，而要的是文化内
涵。将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结合起来，文化的传
承上更应把文化内涵和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结合

起来。在关注人们的生活、关注人生命的质量和
关注亲情友情上下功夫，在文化方式和形式上
来些创意，更要继续传统。确实让端午节丰富起
来，活跃起来，让节日转起来，唱起来，传下去，
形成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化节日理念。

6月11日，福州24位花甲老年人扛起
千余公斤的龙柱，沿着三坊七巷主道行进。

中国邮政发行 《文化遗产日 》纪念
邮票。 新华社记者 普布扎西 摄

6月 10日，梅花奖得主李娟、齐爱云
主演的秦腔《王宝钏》吸引大批秦腔观众。

6 月 11 日，江苏省南京市，市民在
南京云锦展区参观。

6月 11日，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对
养心殿内的一把椅子进行装箱前除尘处理。

6 月 11 日，安徽淮北非遗传承人亮
出绝活，向市民展示陶塑制作过程。

（本组照片除署名外，均由视觉中国提供。 ）

6 月 7 日，安徽合肥，《魔兽》电影首映前，现场粉丝展示部落标志的纹身贴纸。
李挺 视觉中国

6 月 9 日,海南儋州，一场独特渔家端
午龙舟节正在已有百年赛事活动历史的古

村上演。 江云 视觉中国

《秦岭深处》剧照

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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