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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声屏
W E E K L Y

“新中式”+旅行
这个端午很松弛！ 文/本报记者 夏天 摄影/葛雷

从外表妆扮开始的“新中式”旅行

“如果不做点汉服妆造，感觉走在平江路

都不太合时宜了。”来自山西的宣宣第一次来

到苏州，在逛平江路和山塘街前，她和小姐妹

先花两个小时，做了一套当下最流行的汉服妆

造，“现在自我感觉棒极了，特别出片。”

宣宣一行三人，此次在苏州安排了五天，

她选择了相对悠闲的行程。她的攻略上，做一

次汉服妆造、去苏州博物馆待一天、体验一下

昆曲和苏绣、现场做一把漆扇等行程在深入体

验苏州传统文化的同时，“松弛感”满满，属于

典型的“新中式”旅行。

提起“新中式”，大家都不陌生。近两年，

“新中式”的热度节节攀升，各式玩法层出不

穷。从网红茶饮到日常穿搭，从美妆潮流到养

生方式，“新中式”风潮席卷了多个热门赛道，

成了消费市场新晋流量密码。

在“新中式”旅行中，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外

在对国风、国潮的追求，比如在十全河穿着汉

服登上花船，如同穿越时空的体验感，深受不

少年轻人的欢迎。旅拍是汉服妆造的进阶版，

也是近年来年轻人非常热衷的旅游项目。

山塘街附近的一家旅拍工作室的负责人

肖娴告诉记者，早在一个月前，店内端午期间

的各种套餐都已经预订完毕。“这几天忙着招

一些短期兼职的工作人员，来帮助我们度过端

午假期的小高峰。”肖娴表示，这些短期兼职如

果用得好，可能会一直延续到暑假期间。暑假

将是另一个客流量的高峰。“穿着精致的汉服

妆造，走在苏州的小桥流水间，符合当下年轻

人对‘新中式’的追求。”

事实上，“新中式”旅行，不单指外在服装

上的表达，还包括参观历史博物馆、龙舟观赛

体验、非遗文化体验、打卡历史文化景区等。

同程旅行数据显示，目前各类深度体验中国历

史文化的“新中式”旅行颇受年轻用户青睐。

苏州的传统戏曲文化，福建的采茶文化，湖南、

云南等地的非遗扎染文化……都是游客比较

关注的文化旅游体验。

年轻人成“新中式”旅行主力军

“今年端午节，就在苏州金鸡湖过了！”离

端午节还有一周时间，上海的汤女士发了这样

一条小红书，随帖子还附上了去年金鸡湖端午

龙舟赛的图片。显然，她端午小长假的目标是

金鸡湖一年一度的端午龙舟赛。

2024金鸡湖端午龙舟赛将于 6月 10日端

午节当天鸣锣开赛。“去年我就带着一家人去

看了，今年队伍更庞大，有亲戚朋友六家子，一

共 23个人。”汤女士表示自己非常喜欢苏州金

鸡湖周边优美的风景和惬意的生活，端午三天

打算看看龙舟赛和音乐喷泉、逛逛金鸡湖龙船

市集，深入体会一下苏州端午节的民俗民风，

“听说苏州很多博物馆也延长了开放时间，我

们也打算去吴文化博物馆看一看。”

“从汉服妆造的走红，到各大博物馆人满

为患，如今的年轻人越发重视在旅行中感受到

的传统文化，这也推动着‘新中式旅游’‘愈演

愈烈’。”携程研究院行业分析师方泽茜介绍，

从 5月中旬开始，在携程平台上“赛龙舟”旅游

主题的搜索量环比上一周上涨了 1倍，端午作

为传统节日，热衷于“氛围感”旅游体验的游客

们，乐于通过龙舟活动，感受赛事的热烈氛围

与“水上非遗”的文化底蕴。

与此前火过一段时间的“特种兵旅游”的

走马观花、“打卡式”旅游完全不同，“新中式”

旅行通过对传统文化进行符合现代审美和理

念的再演绎，使得大众通过一次旅行获得更丰

富的心灵感受和更充实的情绪价值。

“‘新中式’旅行的走红，也说明了一些变

化。”资深业内人士表示，当下的游客不再是单

纯的观赏者，更热衷成为参与者，更看重文化

特色和沉浸体验，这是年轻游客的需求变了，

“苏州的传统文化是一座‘富矿’，我们完全有

实力靠文化出圈。”而节庆中的传统文化体验、

人文民俗技艺、表演所带来的满足感，是如今

游客“在路上”真正需要的精神食粮。

吴地端午暨姑苏非遗宣传周启动仪式

时间：6月 10日

地点：古胥门广场

市民游客可在广场上参与观赏包括三龙

汇狮表演、姑苏非遗市集、花式粽子大比拼、拼

贴诗词寻端午、伍氏宗亲祭祀等 5个子项目。

第二十届端午民俗文化节

时间：6月 10日

地点：盘门景区

景区为本市户籍游客提供 2000张免费预

约票，具体预约方式请查询“盘门景区”公众号。

同里仲夏游园会

时间：6月 8-10日

地点：同里古镇退思广场

现场可以体验包括点朱砂、撒艾汁、挂艾

草等丰富的民俗活动。

冯梦龙村“粽叶飘香，共述端午”

时间：6月 8-10日

地点：黄埭镇冯梦龙村

良荡港码头的游船将装点上具有端午节

特色的船饰，游客们可以身穿汉服，乘坐喜欢

的“龙舟”，还可以体验千百年沿袭而来的各种

民俗活动。

从国潮到国风汉服，从文博到古镇游，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新中式”“松弛感”成为苏州假日旅游市场的

主流。根据多家在线旅行平台的相关数据，苏州入围热门周边游城市，观看龙舟赛、参观博物馆、非遗文

化体验、穿汉服簪花等“新中式”旅行方式成为苏州端午假期的旅游热点。

当“新中式”+旅行，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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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余年2》那口气差在哪里？/ 旁观娱乐 /
文/银杏

要说最近热度最高的剧，非《庆余年第二季》莫

属！不久前，这部剧刚在央视八套迎来大结

局，又马上在东方卫视、浙江卫视二轮上星。

除了一众主角，剧中十分亮眼的角色还有配角

王启年。他是全剧的喜剧担当，由演员田雨饰

演。而田雨本人也是业内公认的“黄金配角”

之一，四年前曾凭借《庆余年》获得白玉兰奖最

佳男配角奖。在田雨看来，“所有角色都是反

映主题的，我们只不过是把人物鲜明生动地呈

现出来，无所谓主角、配角，合适的就是最好

的。” 文/小周

田雨：

话剧中探索人生

田雨是北京人，他家不远处是人民剧院，

小时候他没少去蹭戏。他还有个哥哥叫田雷，

两人的名字合起来，刚好是话剧《雷雨》。这些

巧合或许开启了田雨和表演的缘分。

1995年，田雨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被顺

利录取。在大学里，他一门心思只顾演戏。老

师们也很器重这个努力的小伙，毕业演出时，

四台大戏，田雨主演了三台。

就在大家以为他的前途一片光明时，田雨

做梦也想不到的是，毕业后他迎来的却是十几

年的默默无闻。他再没演过主角，好不容易参

演了几部电影，也没溅起丁点水花。

演了几年影视剧后，田雨开始在话剧上发

力：《萨勒姆的女巫》《俄亥俄小姐》《厕所》《地

质师》……他的身影出现在林兆华、王晓鹰等

话剧界顶级导演的作品中，他在话剧舞台上体

会着世间百味，探索着悲喜人生。

2006年，田雨参演了赖声川导演的话剧

《暗恋桃花源》。对田雨来说，这次演出是一件

大事，因为他体会到了一个哲理：生活，好到一

定程度就会变坏，坏到一定程度就会变好。这

让田雨的心境发生了变化——自己的情况还

能坏到什么程度？慢慢打磨演技，也许这种不

温不火的状态对自己来说刚刚好。

于是那段时间，为了向别人学习表演，他

可以一口气看五部电影。因为演的都是些小

人物，他也在生活中更加细心地观察普通人，

他把所发现的小人物身上的特点一一积累起

来，再揉进自己的表演中，演技更加精湛起来。

公认的“黄金配角”

是金子总会发光。2015年，电影《夏洛特

烦恼》找到田雨，他接下了王老师这个角色。

虽然只是个配角，但田雨演活了王老师的精明

搞笑。王老师的那些梗，至今依然被人津津乐

道：说出送过什么礼，才能记起学生的名字；被

学生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却能在学生被欺负时

出手相救……

入行第16年，王老师这个角色让田雨第

一次体会到“火了”的滋味。这一年，田雨40

岁。

之后，他得到了更多演出机会：《骄阳伴

我》里诙谐幽默的前夫哥、《奇迹笨小孩》中善

良正直的梁永诚、《坚如磐石》中深藏不露的唐

大年……虽然依旧不是C位，但无论戏份多

少，田雨总能把每个绿叶角色都演绎得十分出

彩，这也让他逐渐成为公认的“黄金配角”之

一。

最出彩的，无疑是《庆余年》里的王启年。

王启年是个形象丰满的小人物，他贪恋钱财也

疼爱妻女，耍小聪明却看重义气。在田雨的表

演下，王启年的一举手、一投足、一出口，都能

让人忍俊不禁，而且看起来自然不做作。

随着《庆余年》的热播，田雨的知名度也一

同飙升，2020年他还将白玉兰最佳男配角奖

收入囊中。当时，评委会献给他的颁奖词是：

“田雨善于诠释小人物的喜怒哀乐，不争不抢，

不怒不嗔，甘当绿叶，将自己完美的表演奉献

给了整部戏。”

即使有了名气，田雨对自己的走红有着清

醒的认识：“我不算爆红，对爆红也没有期待，

我还是要过好我自己的日子。”所以，他依旧勤

奋努力，把主要精力放在演戏上，就像他的微

博头像，脸是自己，身子却是小蜜蜂。

泼天的热度与流量之下，《庆余年2》收官，

7.0的评分令人有些意外，不仅低于之前《庆余

年》的7.9，离今年播出的多部剧集评分也尚有

差距。

作为一名在五年前追过第一部的观众，观

看《庆余年 2》的一个真实体验是，它并不会带

来《庆余年》开播时的那种“根本停不下来”的

感觉，在追剧的过程中很容易分心，简单来说，

它显得不够“爽”了。

而所谓的“爽”，就像一档备受称赞的脱口

秀表演，演员需要用话题表达、文化背景和复

杂的技术演绎，对笑点进行包装，让观众不仅

笑得出来，还要笑得很自然，在“爽”的同时不

会觉得“low”……有底气，有文化，之前的《庆

余年》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但从 2019 年到如今，五年里市场其实已

经“变天”了，一山更有一山高，讲究的就是直

击人性。在反复的刺激下，观众的“爽感阈值”

也在不断地被提高。

这么一来，《庆余年2》就显得节奏过慢、过

于保守，甚至有一种怎么都挠不到最痒处的感

觉，对观众的期待值而言，感受到的是一种“降

维打击”。

那权谋，有没有可能成为《庆余年 2》脱颖

而出的亮点？

很可惜，也没有。该剧开篇的权谋，整体

还停留在“权谋过家家”的阶段，假死的范闲毫

无顾忌地直接回到京都，更像是一种“被偏爱

的有恃无恐”。

比如，当他以正式身份回到庆帝身边，与

几位皇子一起就餐时，明明之前有很多时间与

庆帝独处并单独汇报的他，偏偏选择了当众人

面，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指责二皇子……最终

导致“权谋不够、段子来凑”这样的评价出现，

毕竟大家都很难相信，范闲敢于在六人饭局里

直接给二皇子“下毒”，演员的那种信念感与呈

现出的紧张感，很难引发观众共情。

再回顾 2019 年，《庆余年》的 46 集在剧集

市场里还算不上很长，毕竟新丽在前一年还推

出了 87集的《如懿传》，但如今 40集已成为长

剧标配，随着短视频时代开启，观众的耐心也

被逐渐消磨，观剧习惯的改变，导致《庆余年2》

既要满足第一部《庆余年》粉丝的习惯喜好，将

幽默段子和偶尔用现代话插科打诨的风格继

承下来，又要做一些符合当下观众喜好的变

化，于是明显感到演员们演得更用力了，在权

谋戏份时的“飚戏感”更强了。

所以，IP大获成功的首作，既是荣誉又是

枷锁，想要获得更大的成功，就必须在创作之

初就瞄准“最大公约数观众”，这很可能带来一

种“戴着脚镣跳舞”的创作氛围，第二部的创作

远没有第一部那么自由，这是一个通识。

某种程度上，“造爆款易，创国民难”，每年

的爆款总有那么十几部，但每年能出几个国民

级别的剧，都得看天时地利人和，没人能提前

看到答案。

甘当绿叶
不争不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