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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

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1周

年，由国家电影局主抓，北

京博纳影业集团有限公司

与八一电影制片厂联合出

品的史诗战争巨制《长津

湖》即将进入“攻坚拍摄阶

段”。

5年多的剧本打磨，两

年多的细致筹备，超过7万

人次的群众演员参演，超

大规模的服装道具军事装

备准备，超百公里的战役

战术设计。这一切都是为

了让电影《长津湖》成为足

以载入中国电影史册的战

争巨制。

博纳影业集团董事长

于冬表示，电影《长津湖》

是博纳影业在中国共产党

建党一百周年之际，为全

国人民献上的一份厚礼，

同时也是一项非常重要艰

巨的使命与任务。“这部电

影不好拍，必须要集齐‘高

手’来共同打造，于是找来

了陈凯歌、徐克和林超贤

三位导演。他们不是各自

拍独立的故事，而是在一

起共同打造一个完整的故

事。这个过程中他们要不

断地磨合剧本以及各种细

节，就像打仗一样。”

《长津湖》于 2019 年

10月25日正式立项，因疫

情影响，影片推迟到 2020

年年末才正式开机，在此

期间所有创作筹备工作都

从未停下。

总监制、编剧黄建新

透露，电影《长津湖》前期

的工作人员多达 7000 人，

每个人在片场都是带着

“战斗精神”在工作，“三位

导演一见面就讨论沟通拍

摄的事，工作人员和演员

也都时刻保持着战斗状

态，这种氛围是在别的戏

里看不到的。”

当天，影片的监制及

导演陈凯歌、徐克、林超贤

齐聚片场。陈凯歌透露，自

己的工作在一两个月前已

经基本完成，此番重回剧

组，感觉就像“回家”一样；

徐克导演表示，自己第一

次跟陈凯歌和林超贤一起

工作“学到了很多东西”，

“是一次非常可贵的经验，

也相信我们这次合作可以

取得最后的胜利。”

在电影《长津湖》中饰

演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的

吴京、易烊千玺、段奕宏、

朱亚文、李晨、胡军、韩东

君当天也身着志愿军军装

出席。

饰演七连连长的吴京

透露，自己拍戏时一度被

冻到“半边脸麻木”，“那一

刻，心里满是对志愿军战

士们的敬意”；易烊千玺表

示，自己会全力以赴演好

自己的角色，“希望能让更

多的年轻人通过这部电影

看到伟大的抗美援朝精

神，并把这种精神传承下

去。”段奕宏坦言，出演这

部电影是个不小的挑战，

拍摄过程中也无数次被打

动；出身军人家庭的朱亚

文表示，拍摄这部电影不

光是一次创作任务，更像

是一次战斗任务，“每次在

片场听到枪炮声响起，都

仿佛听到了历史的回响，

就好像那些先烈们在激励

我们往前冲！”胡军表示，

能出演这部电影是非常难

得的经历，“虽然元宵节也

不能回家，但是跟兄弟们

在一起，很幸福。”

电影《长津湖》将作为

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

的献礼巨制，在今年上映。

（据《北京青年报》）

一群梳着高髻、身着

黄、绿、红三色衣裙的唐代

少女，手持各种乐器翩翩起

舞，她们身形鼓鼓，脸蛋圆

圆，动作既稚拙又灵活，表

情既端庄谐谑，宛如从古风

古韵的仕女图中走下，又仿

佛从金碧辉煌的大唐宫殿

走来，给人以亦真亦幻、穿

越古今的感受。不过5分多

钟的舞蹈节目《唐宫夜宴》，

在河南卫视春晚播出后，成

为牛年春节各地春晚节目

中的赢家，多次上榜热搜，

总播放量已超过了20亿！

“风吹仙袂飘飖举，犹似

霓裳羽衣舞”“唐朝少女的博

物馆奇妙夜”……在评论和

弹幕中，网友毫不吝惜自己

的赞美之词。这支巧妙还原

了唐代女乐官宴乐景象的舞

蹈，同样赢得业内人士的称

道，成为一部现象级作品。

《唐宫夜宴》之所以强势出

圈，究其原因，一方面无疑源

于中原大地的深厚传统文

化，另一方面则是结合了当

下的高科技手段，并且受益

于互联网时代的传播方式。

当传统文化中的美被充分挖

掘并赋予当代表达，激起了

现代人的情感和文化共鸣。

这个舞蹈的灵感来自

河南博物院的歌舞人俑。编

导陈琳在2017年去河南博

物院参观时，一组隋代和唐

代的舞人俑引起了她的兴

趣。之后，她在郑州歌舞剧

院编创了以此为原型的作

品《唐俑》，于2020年参加了

第十二届中国舞蹈荷花奖

比赛。《唐宫夜宴》便是由此

改编而来。为模拟唐俑形

象，14名舞蹈演员在嘴里塞

了棉花，衣服里塞了海绵，

同时保留了轻灵活泼的舞

姿。而演员眼角两道月牙形

的妆容，也完全再现了风靡

于唐代的女性面部潮流“斜

红”。主创人员对唐代服饰、

发式、妆容的色彩、形态，以

及舞台背景、道具、灯光等，

均结合历史文化元素进行

了高度还原，让1000多年前

的舞者活了起来。而 5G+

AR的技术，让虚拟场景和

现实舞台结合，并且叠加了

诸多历史文物的影像，演员

们优美的舞姿融入了博物

馆和大唐宫殿的场景中，现

实和虚拟交织，历史和文化

交融，情感和审美碰撞，产

生了令人震撼的视觉效果。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

博大精深，如何让传统文化

活起来？《唐宫夜宴》提供了

一个很好的范例。事实上，传

统文化时下在年轻的90后、

00后中受到追捧，“国风”“国

潮”已成为一大流行。

近年来，汉服文化在年

轻人中形成一种新的风潮。

齐腰襦裙、琵琶飞袖、点绛红

唇……每逢中秋、端午、七夕

等传统节日，在城市公园、热

门景区以及大学校园，越来

越多身着汉服出行的年轻人

闪亮登场，让节日多了几分

传统文化的意蕴。据估算，目

前全国汉服市场的消费人群

已超过200万人，产业总规

模约为10.9亿元。

汉服走红的原因值得

关注。作为传统服饰，汉服不

仅包含着汉族的染织绣等工

艺和美学，更是传统文化的

承载物，是中华民族审美情

趣、风俗习惯的外在表现之

一。近年来，各种汉服社团不

断涌现，目前已达 2000 多

家。《琅琊榜》《甄嬛传》等影

视作品的走红，助推着汉服

文化向大众渗透。随着社交

媒体、短视频平台的兴起，搜

索“汉服”，非常多的网友晒

出自己的汉服照和汉服视

频。这与《唐宫夜宴》霸屏网

络也是异曲同工。

近年来，在电视、网络上

的各类综艺中，民族乐器的

出场率之高也出人意料。长

笛、琵琶、阮、唢呐、二胡、古琴

等乐器在大师们手里玩得出

神入化，创造出各种让人惊

叹的视听效果。从去年B站跨

年演唱会上，国乐大师方锦

龙“大战”百人乐团、中西乐

器对决的酷炫，到《明日之子

superband》乐团季的开播，唢

呐、冬不拉、马头琴民乐三连

引发的观众喜爱。国潮大热，

民乐出圈，年轻人对传统文

化的热爱在持续升温。

汉服、民乐、戏曲受到

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追捧，也

体现了中国青年一代文化

自信的增强。在坚守传统中

大胆创新、融合，民族艺术、

传统文化定能彰显出强大

的生命力。《唐宫夜宴》的意

外火爆，再次证明了这一

点。 （据《新民晚报》）

青少年之所以热衷追

星，是因为追星本身在满

足青少年的情感需求和自

我成长方面有非常重要的

意义，这恰恰是我们目前

太过于重视学业而忽视的

一面。

首先是被看见和被

陪伴的情感需求。被看见

和有人陪伴其实是青少

年非常重要的需求，但是

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被更

多地关注成绩，其他的需

求和情感表达经常处在

被压抑的状态，而追星成

为了其中一个合理的出

口。因为追星，遇到了“志

同道合”的人，而这种看

见和成绩无关，和自我的

个体属性有关；在共同追

星的过程中，也建立了情

感的共鸣。

其次是为他人付出的

需求，用粉丝的话说，就是

为爱发电。他们有一种很

少见到的情感，就是：偶像

给了我这么多，他给了我

榜样的力量，给了我快乐

的感受，那么我用什么回

报他呢？这种想要为别人

做一些事的心态是非常真

实的。

从弗洛姆的观点来

讲 ，爱 本 质 上 其 实 是 给

予，心理学家齐克·祖宾

也认为，人类发展爱的时

候，有帮助他人的倾向。

但是这一点，对青少年来

说，除了偶尔的公益，有

时候想要为家人做点事，

可能都会被赶回去说：赶

快去做作业。因此，这种

为他人付出而感受到自

己价值的快乐让追星变

得更为“上头”。

再次是成就感。青少

年对成就感的需求能够

解决归属感的问题，即我

是谁，我能做什么，我对

世界有什么贡献，这对他

们的成长非常重要。很多

青少年追星后都增加了

很多技能，比如 P 图、剪

辑、翻译等。

最后是社交的需求。

在日常生活中，很多女孩

都有喜欢的明星，就像很

多男孩打游戏一样，如果

你完全不追星，很可能你

就很难融入大家的交流，

而且追星也能认识自己

生活圈以外的人。对青少

年来说，常年被困在学业

中 ，追 星 是 他 们 离 开 学

业 、寻 找 社 交 空 间 的 途

径。

就目前的顶流明星

来看，带坏青少年的可能

性 很 小 ，能 成 为“ 顶 流 ”

的，大多都有自己的特长

和努力的一面，所以，一

味反对青少年追星并不

利于青少年的成长。真正

需要担心的是，虽然这四

个情感需求本身都是正

向的，但是一旦走极端，

往往正向的一面也变成

了负面。简单来说，饭圈

文化有两个特征使得追

星的正面价值可能被破

坏。

首先，是青少年缺乏

应有的爱的教育，完全不

顾及人与人之间的责权

利边界，常常只看立场不

看事实，很容易在爱或正

义的名义下，采取肆无忌

惮的行为，比如通过所谓

的“撕”来提高团体凝聚

力。

第 二 ，也 是 最 严 重

的，就是整个饭圈文化内

化了商业资本的逻辑，对

此不仅没有反思，反而变

成理直气壮的行为准则。

在社交时代之前，明

星的价值主要依靠作品；

和过去不同，偶像的价值

由作品、人设和话题决定，

资本方决定选择谁来代言

的时候，看数据，看带货能

力，这种新的模式改变了

粉丝和明星的关系。粉丝

做数据和氪金的行为都遵

循了资本经济的逻辑，在

其中，营销号、职业粉等起

到了非常重要的煽动作

用，把商业的逻辑包装成

对偶像的爱和支持而进行

传播。当对一个人的爱被

资本利用，被资本的逻辑

捆绑，饭圈文化就成为一

个贬义词，几乎所有的顶

流的粉丝都是让人讨厌

的，原因无他，就是因为他

们的粉丝数量庞大，而且

完全用资本的一套在运

作，失去了“爱”本身的意

义和价值。

这里也必须强调，这

两个负面逻辑不仅仅存在

于饭圈。而由于我们对青

少年情感价值教育的缺

失，使得商业逻辑长驱直

入地入侵到青少年价值

观，因此这个问题看上去

更为普遍和严重。

情感价值教育的职

能应该更多由家长、学校

来 承 担 。假 设 要 取 代 追

星，那么我们用什么去满

足孩子的那些情感需求？

如果一味地禁止，只能是

拱手让出教育权，孩子更

容易被资本和极端的力

量所影响，而这才是最危

险的。所以，在今天这样一

个资本无处不在，孩子已

经成为互联网原住民的时

代，重新强调和设计一套

情感价值教育已经刻不容

缓了。 （据《文汇报》）

陈凯歌徐克林超贤联手 《长津湖》进入“攻坚阶段”

追星文化背后的情感需求不容忽视《唐宫夜宴》：传统文化穿越千年的当代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