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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备受关注的爱奇艺自制剧
《我的阿勒泰》开播，播出第一天
CVB数据就登顶，并以 10.671%的收
视份额遥遥领先，豆瓣开出了 8.5分，
大结局后涨至 8.6分，成为今年国剧
市场的收视和口碑爆款。《我的阿勒
泰》改编自作家李娟的高人气同名散
文集，原著质地纯粹，充满了朴野清
新的气息。

在国剧不断进化的当下，《我的
阿勒泰》首次挑战了散文影视化改
编，是剧集行业一次里程碑式的大胆
实践。该剧播出前曾入围第七届戛
纳电视剧节最佳长剧集竞赛单元，在
法国戛纳和北京电影节进行过两轮
点映，受到媒体和观众诸多好评。5
月 7日正式播出后，《我的阿勒泰》陆
续得到了大量业内专家、学者、影评
人的关注，不妨具体听听文艺界专家
们都是怎么说的。

李京盛：久违的自然感，如老友
久别重逢

看《我的阿勒泰》，给人一种久违
的自然感：人物和故事，都从大自然
中走来，环境和景物，也完全是纯天
然的原样，仿佛尝到了一口没有任何
添加剂的粮食，让人咀嚼到了一种天
然谷物的醇香。

没有精心搭建的造景、没有靠灯
光营造的氛围，更没有强情节、快节
奏、多反转的人造戏剧元素。大自然
是人物的舞台，人在自然中“自然”地
生存着，人与自然浑然一体。草原、
河流、山峦、羊群、马匹、与人的生存
状态，水乳交融地构成和还原了一种
原生态关系。

散文化的表达，也让观众获得了
一种随性而自由的观赏心态。这种
观剧感，在内心深处已沉睡许久，《我
的阿勒泰》将其唤醒，就像遇到了久
别的朋友，有着些许的欣喜和意外。

尹鸿：带有现实烟火气的人间
“桃源”

剧集越来越走向形态的多样化、
叙事的审美化，《我的阿勒泰》这样的
走“散文化”之路的电视剧也能做得
如此精致、澄净、意味细腻，这可以看
作创作者和生产传播者审美自觉的
一种体现。

虽然不能说多么惊天动地，但风
吹草低见牛羊，天高云淡现性情，不
仅通过第一人称视角呈现了大美新
疆，更是在喧嚣世界里描绘了一个带
有现实烟火气的人间“桃源”。

大鹏、滕丛丛、马伊琍、周依然、
于适的主创组合，也各自奉献了独特
的艺术多样性。

牛颂：突破单边叙事，民族影视
的创新作品

我对剧集《我的阿勒泰》这样的
作品，已经盼望很久了，对民族影视
有创新。中国是多民族的，各民族是
有交往的。但以往写不同民族之间
共同生活、心灵交流的好作品太少
了，太不敢表现了，单边叙事多。感
谢这部作品，展现了天高地远中汉
族、哈萨克族、蒙古族人们的守望相
助，心心相印的温暖。它完全可以作
为拓展民族影视创作前路的样本来
讨论。

龙耘：一幅超越民族、语言标签
的清新画卷

这部拥有电影质感的短剧集，试
图展现一幅超越民族、物种、身份、语
言的清新画卷。“不通语言但通人
情”的对话，悬挂着动物头骨的大树，
经历游牧文明与现代文明双重洗礼、
困于现实但内心仍不乏爱与力量的
角色……高超的视听技术隐藏在人
与人、人与万物彼此依存、纠缠的关
系背后，淹没于“去生活，去爱，去受
伤”的故事之中。

戴清：没有程式化，不期而遇的
自然感动

一部别致的迷你剧。剧中，人烟
稀少的偏远山村，生机勃勃的夏牧
场，不时挂在天边的美丽彩虹，牛、
羊、骆驼悠然游走，淳朴的哈萨克牧
民……作品把自然质朴的新疆阿勒
泰的村庄带到我们眼前，从乌鲁木齐
黯然返乡的汉族少女怀揣着滚烫的
写作梦想在萨伊汗布拉克（指“美好
的泉水”）不经意间感受着爱与生活
的滋养，大自然静谧而有力量，不同
民族的生活观念交流融合、质朴的亲
情自然流淌……没有印象中的程式
化，让人不期然地感动，点点滴滴，又
有些猝不及防。

风姿绰约的马伊俐饰演张凤侠
这个角色，粗粝而善良，生命活力、生
活智慧都让人物很特别很动人。女
儿——周依然饰演的李文秀，一个边
远乡村的文青形象，主打一个自然；
于适饰演的哈萨克青年巴太造型表
演也都颇成功……

周黎明：类型高级，富有美学，值
得细品

三代汉族女性在新疆哈萨克族
地区经营小卖铺，涉及到不同地域、
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融。原著描
写的年代远没有现在那么富裕，甚至
可以说相当艰苦，但你能从她们身
上，看到人性最本质、最美好的一面，
并被深深感动。

欣赏这样的作品，需要静下心
来，不被喧嚣和纷扰所干扰；需要懂
一点中国文化重意境的美学，不以情
节剧的标准来套用更为高级的类型，
细细品味那些情节之间的微妙。

之前我曾惊讶该剧那超前的选
角眼光，几集看下来，确实符合我看
书时的想象。尤其是马伊琍，无论是
口音还是举止，真的像一位长期在新
疆开店的内地女性，大大丰富了书中
的妈妈形象。

李星文：久居尘网中，复得返
自然

十几年前在北疆有过一次十天
的游历，剧里的夏牧场，一下把我带
回了绿草、清水、丛林起伏的当年情
境中。

“小卖部姑娘”李文秀久居尘网
中，复得返自然。巴太一家面临变
局，传统就是用来打破的。这种天地
辽阔中的相向而行，散淡而美好。

这部剧还让我想起了《南行
记》。戏剧性少少的，生存状态多多
的。这样的戏不能老出，但必须有。

牛梦笛：淡化宏大，轻盈而细腻
地触摸人生

《我的阿勒泰》的镜头语言就像
一首散文诗，蓝天、白云、草原、野马
还有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他们
淳朴、善良、坚韧，与自然和谐共生。
我们仿佛能够通过镜头触摸到那里
的风，感受到那里的阳光，听到那里
的河流在歌唱。

剧中的故事呈现了生命的探索
过程。主角李文秀在大城市中遭遇
坎坷，选择回到家乡扎根，寻觅梦想
与现实之间的另一种可能。在李文
秀的视角下，我们得以细腻地触摸阿
勒泰地区的风土人情。

《我的阿勒泰》并未刻意灌输沉
重的价值观，而是巧妙地融入了轻喜
剧的笔触，轻柔地淡化了那些宏大的
人生议题。这不仅是一种艺术上的
讨巧，更是对原著精髓的深刻诠释和
致敬。

许莹：审美高级，散文改编的宝
贵范例

剧集《我的阿勒泰》用清晰的叙
事线串联起作家李娟散文集中出现
的诸多细节，将对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的展现寓于生活点滴与个人化情
感体验，为散文体裁的影视改编贡献
了宝贵经验。

该剧确立了一种目之所及、心之
所向的审美格调。当前许多剧集创
作存在调色过亮或过暗的倾向，以刻
意制造一种高级质感。什么是高
级？高级是不刻意，是我拥有我所
看、所感受、所爱的能力，剧中枯枝是
美的，风沙是美的，演员风尘仆仆的
造型同样是美的，它不矫饰一切存在
的意义。

该剧实现了很多“第一次”，这些
“第一次”标志着中国剧集走向更高、
更远的地方，放在国产剧集发展进程
中去看，看到的便不止是今天，更是
未来。

卞芸璐：不美化，不猎奇，多重面
相的流动影像

《我的阿勒泰》从李文秀的视角打
开，是一篇在流动生活中显影理想的
成长记；从巴太的视角打开，是一段现
代文明冲击下的游牧民族心灵史；从
母亲张凤侠的视角打开，是一幅女性
生命力在苍凉旷野中迸发火光的肖像
图；从牧民视角打开，是段浓缩无垠草
场和绵长日头的延时摄影。

它对阿勒泰的生活没有美化，它
对游牧民族文化没有猎奇，有的是对
地阔天长的直观，对生活日常的敬
畏。《我的阿勒泰》有神奇感召力，我
看剧时眼睛一秒也不想离开屏幕。

人们常说书籍是人类精神的避
难所，一位博览群书的比较文学研究
学者的精神避难所是什么样子的？5
月 7日晚，“重启我们时代的文学壮
游：《八十本书环游地球》新书分享
会”南京站在可一书店举行。《八十本
书环游地球》作者大卫·丹穆若什的
学生、美国韦尔斯利学院教授、本书
译者宋明炜；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
文系教授但汉松与南京大学文学院
副教授叶子共同开启一场世界文学
的航程。

《八十本书环游地球》作者大卫·
丹穆若什是哈佛大学厄内斯特 伯恩
鲍姆比较文学讲席教授、比较文学系
主任，哈佛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所
长，曾在全球五十多个国家讲学，土
耳其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尔
罕?帕慕克曾说：“丹穆若什教授是世
界上读书最多的那个人。”

这本书的创作要追溯到 2020年
春夏，困守家中的丹穆若什做了一个
决定，要模仿凡尔纳笔下的福格船长
开启一趟纸上远航，丹穆若什制定了
路线图，从伦敦出发，到了巴黎、威尼

斯，也到了北京和上海，这艘纸上航
船的始发地是丹穆若什的博客，他在
博客中写下一本书给自己带来的灵
感，读者通过网线跟着他抵达世界。

“丹穆若什老师在提出他有这么一个
想法的时候，我当时就有了一个念
头，我觉得我应该同步在中文里把内
容呈现出来。”宋明炜回忆起了这本
书中文译本的创作过程，有了一个念
头后宋明炜很快开始行动，先是他的
几位相熟的朋友加入了翻译，很快翻
译团队越来越大，“渐渐的有一些我
不认识但是在翻译界很厉害的译者、
学者加入了团队。”丹穆若什是《指环
王》的超级粉丝，于是宋明炜将这个
翻译团队命名为了“护书使者团”。

“我们当时觉得特别不可思议的
是丹穆若什教授给自己列了一个严
格自律的时间表，而且还特别有挑战
性的表示他不要去写自己很熟悉的
作品，要挑战自己的边疆，同时也避
免一些特别热门作品比如《百年孤
独》的出现。”不过最后因为众多读者
强烈的要求，最终《百年孤独》还是出
现在了《八十本书环游地球》里。在

博客连载期间已有来自世界各地的
读者与丹穆若什交流，“最初是丹穆
若什教授一个人在家里构想的虚拟
航程，但是影响到了全世界的人。”这
本书目前已经同步翻译成了土耳其
语、罗马尼亚语等。“对于我个人来
讲，这本书重建了我日常生活的秩
序。”宋明炜表示。

从新锐的当代作品到永恒的经
典作品，从冷酷的犯罪小说到天马行
空的奇幻作品，《八十本书环游地球》
涉猎的作品类型多而广，叶子将这份
书单称作是“一份民主的书单”。在
日常教学外国文学史时叶子常常会
感受到文学在国别上的偏颇，“我们
所谓的世界文学这样的文化景观其
实一点也不平等，偏重于欧美文学，
18世纪以前的话甚至仅仅是欧洲文
学。”而丹穆若什书单充分展现了民
主与平等，“不仅仅是地域上民主，也
是文学类型上的民主，这是这本书最
吸引我的地方。”叶子表示，“而且要
指出的是，这本书非常好读，完全没
有学术黑话，充满了丹穆若什特有的
文学幽默感，是很有趣的书。”

《八十本书环游地球》中有这八十
本书的书目，对读者来说这当然是一
份快捷的阅读清单，“但这本书并不是
一本优秀文学作品的导读，丹穆若什
不会替你读书，相反的是他甚至略过
了书中一些精彩的情节，只带着读者
进入他的读书回忆中去。”但汉松在谈
及这本书的内容时表示，他将这本书
的每一章节形容成一块玛德琳蛋糕，

“你在吃每一块蛋糕的时候会激发很
多感受，能触及到丹穆若什的童年回
忆，他自己的阅读体验，他的旅途见
闻，这种非学术的风格、非常私人化的
讲述是这本书最有意思的地方。”

“在那些看似写自己家乡、城市
的作品里往往包含着作者对于整个
世界的看法，就像狄更斯笔下的伦
敦，不仅仅只是伦敦这座城市。”但汉
松表示，“这也是这本书特别令我感
动的地方，不受到各种外在因素的影
响，构建了一个文学共和国，在这里
我们追求的就是审美。”

据悉，接下来《八十本书环游地
球》还将前往成都、北京等地举行分
享会，文学壮游的旅程还将继续。

2024 年，音乐综艺、喜剧综
艺、“熟人局”综艺以及文旅综艺
等电视节目持续“内卷”，这些以
中青年群体为受众导向的节目不
断推陈出新，积极抢占荧屏市场
份额。而随着《爸爸当家 3》《第
二次出发》等亲子、银发题材综艺
的播出或即将播出，聚焦老少群
体的综艺焕然新生，激发“一老一
小”综艺市场新活力。

银发综艺直面“变老”
如今，看电视已经越来越成

为老年人的专属娱乐方式。据
《2022中国市场适老化电视调研
报告》显示，2013-2020年，我国
65岁及以上群体人日均收视时间
从263分钟增长至288分钟，是所
有年龄段中唯一呈上升趋势的群
体。CSM监测数据也显示，我国
电视受众中，55岁及以上人群占
比达 40.4%，且呈现稳定上升趋
势。将于暑期档和观众见面的北
京卫视《第二次出发》，作为中国
首档银发旅行心理观察真人秀，
将以“户外真人秀+演播厅观察
室”的节目形式鼓励初老人群积
极面对老年生活。节目中，7 位
年龄正在退休初期、性格迥异、拥
有不同人生经历的老年人，集结
在8天7晚的合宿旅行中，展现他
们有趣的人生和丰富的内心，重
新定义退休人生。

电视评论人何天平表示，如
今很多电视节目以“年轻”之名的
意义生产，在事实上不断挤压着

其他社会题材创作的生存空间。
荧屏对“年轻态”的追逐，不该是
全部。银发综艺直面“变老”，而
对大多数人来说，害怕“变老”，是
因为有关它的讲述太少。事实
上，有更多相关话题的影视作品
涌现，才更值得期待，哪怕是作为
一种普及，或是一种关照，推己及
人而不是事不关己。

亲子综艺寻找新切口
近年来，随着新形态亲子综艺

的回归，如《谁知盘中餐》《父子对
对碰》等，亲子观察类综艺成为热
门话题。正在芒果TV热播的《爸
爸当家 3》，再度吸引着网友的关
注。新一季节目聚焦于家庭育儿
的各种议题，通过100天全职带娃
的记录，展现了爸爸们与孩子之间
珍贵的亲子时光。节目不仅在情
感上引发共鸣，更在理性上为观众
提供了可行的育儿方法。在社会
议题方面，节目也始终保持着对现
实问题的关注，通过抛出问题和寻
找解决方案的方式，加深了观众对
亲子关系、家庭教育的理解。

在近日举行的 2024 爱奇艺
世界·大会上，爱奇艺创始人龚宇
表示，今年，平台要服务好人口结
构变化中日益重要的“老”和“小”
两大群体。儿童业务将进一步深
化产业布局，拓展 IP多业态开发
的商业空间，通过奇异果TV“少
儿模式”和奇巴布App体验升级，
为α世代的儿童和Z世代的父母
做好服务。

王倦任编剧，孙皓执导，张若
昀、李沁领衔主演，陈道明特别主
演的古装传奇大剧《庆余年第二
季》官宣定档，将于5月16日起在
CCTV-8 和腾讯视频双平台首
播。

暌违五年，电视剧《庆余年第
二季》聚齐原班人马，在观众期待
中如愿将至。电视剧讲述了一个
身世神秘的青年范闲（张若昀
饰），历经家族、江湖、庙堂的种种
考验与锤炼，他秉持正义、良善，
开始了新的人生征途，继续书写
出这段不同寻常又酣畅淋漓的人
生传奇。

在《庆余年第一季》结尾，范
闲被刺生死成谜，二皇子与长公
主的威胁接踵而至，叶轻眉死因
真相与五竹的神秘身份等诸多悬
念，都让后续发展扣人心弦。而
《庆余年第二季》中，“小范大人”
将步入更加变幻莫测的世局，以

“遵法如仗剑”的不变之志，开启
全新的试炼。到底他如何在爱与
守护的道路上，揭开历史尘封的
重重秘密？

《庆余年第二季》由斩获“白
玉兰最佳编剧”的王倦再度操刀，
其轻松诙谐、反转连连的叙事魅

力自首季便赢得满堂彩。此次编
剧王倦五年磨一剑，在传承前作
精华之上，力保剧集卓越品质。
导演孙皓再度掌舵，与原班创作
团队联手默契满满，力呈更扣人
心弦的剧情篇章。除张若昀、李
沁、陈道明、吴刚、田雨、李小冉等
原班人马强势回归外，在《庆余年
第二季》中，还有实力派演员俞飞
鸿、毛晓彤、宁理、付辛博、金晨、
王楚然等新人物登场，展开新老
角色的“神仙局”博弈。

《庆余年第二季》的创作在原
著基础上进行“更新化”的处理，
从喜感、爽感、共情感三个维度都
进行不断深耕，剧集吸纳丰富的
现代网络热梗，让古代叙事更具
有反差喜感。此外，在第二季的
故事中，范闲一路在各种复杂势
力中的周旋与智斗，春闱舞弊、接
管内库等名场面也将接连上演，
剧集旨在向观众进一步解构少年
成长“爽”路背后，是要敢于坚守
本心、勇于逆境前行。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的故事
在讲述范闲成长与抗争的同时，
也探讨了如何在复杂的社会结构
中寻找到个人价值与社会使命的
平衡。

专家、影评人点评《我的阿勒泰》

散文影视化大胆实践，艺术气质娓娓道来

八十扇打开世界的门
新书《八十本书环游地球》举行新书分享会

聚焦“一老一小” 开发综艺新市场

《庆余年第二季》定档
张若昀陈道明等悉数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