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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声屏
W E E K L Y

CityBoat正成为苏州旅游必选项
文/本报记者 夏天 摄影/葛雷

网红景区带动效应

山塘河爆爆爆

周末，临近傍晚，位于山塘街东侧入口的

白居易码头又开始排起了队。上客、满员、开

走……这一系列流水线操作，只需要几分钟就

能完成。“排队最长的一次可能超过两个小时，

我们需要不断从别的地方调船过来支援。”码

头工作人员正忙着为游客们验票。近年来，随

着山塘街在网上的人气越来越高，山塘河游船

也成了网红打卡地。夜游山塘河，更是每天晚

上都会出现排队的盛况。

但，对于大部分游客来说，排队不是问题，

值不值才是问题。“晚上灯笼非常漂亮，也能看

到两侧古朴的江南民居和精致的茶馆、咖啡店

的混搭。”一位湖南游客在微博上发帖为山塘

河游船点赞。

口碑与流量齐飞，猝不及防，山塘河游船

火了。苏州水上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张兴有

些喜出望外：“目前，在山塘河一共有两家公司

在经营游船，包括我们和苏州山塘文化旅游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五一期间仅从我们白居易

码头出发的山塘河游船项目就接待了 18759

人，与去年的 11713人相比，增长了 60%左右。

端午期间虽然有所回落，但还是比去年同期增

长了不少。”

内河水上新游线开通

人气升升升

从四月底开始，几条打扮的“花枝招展”的

小船出现在十全河里。五月，十全河游线正式

开通。端午期间，由于十全街正在整修，这条

水上游线受到了一定影响，预计在十全街焕新

登场后，十全河游线将迎来一个小高峰。

游船从十全河东吴饭店门口的吴衙场码

头到官太尉河之后，再掉头回吴衙场码头，全

程 45-50分钟。第一批游人，给十全河游船留

下的评价中，“幽静”、“清爽”、“水乡风情”成了

高频词。在许金胜看来，这就是十全河游船的

最大魅力：“可以沉浸式的体验水乡民居生活，

两岸几乎都是真正的苏州沿河人家。”

因“果冻河”在各平台刷屏的平江河手摇

船，在端午和五一期间也迎来了人流高峰，人

潮一度排队到了白塔东路上。古运河游船、金

鸡湖水上公共巴士、各景区内的游船项目也都

迎来了如织的人潮。

苏州的水上旅游，似乎迎来了近年来最繁

盛的时期。

假期繁荣背后的隐忧——

不温不火、知名度不够

苏州水上旅游，确如表面看起来的那样热

闹嘛？工作日上午，园区月光码头空无一人，

到了开船时间，依旧没有乘客上船，这一艘金

鸡湖水上公共巴士只得空载着向望湖阁码头

开去。“这种情况很常见，工作日没人，节假日

人爆多。”码头工作人员坦言。

这种情况并非只出现在这一条游船线路

上，就连游人最多的山塘河游船，也存在明显

的潮汐现象。“很多人买了票，但是兑换票的时

间全部集中在晚上和节假日，对我们的压力非

常大。”张兴表示，而且假期期间火爆的场面并

没有延伸到离山塘河不远的古运河游船码头，

“假期期间的客流量比平时稍有增长，但总体

谈不上火爆。”

这种不温不火的状态实际上是苏州整个

水上旅游的发展现状。“苏州现有的水上游线

很多很杂，且呈现出发展不平衡的态势。”苏州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资源开发处工作人员介

绍。

水岸缺少互动

打造一条贯通品牌游线不容易

谈到苏州的水上旅游时，人们经常用意大

利威尼斯这样的欧洲著名水城的游船观光体

验来做对比。威尼斯，这座由 118 座小岛和

400 多座桥梁交织而成的浪漫城市，同样因

“水”名扬世界。蜿蜒的运河宛如水城的血脉，

串联起威尼斯的每一个角落。景点、标志性建

筑、餐厅、咖啡馆、博物馆艺术馆全部依水道而

建，以贡多拉为代表的船只则穿梭在水道间，

随上随下。

在苏州，显然不太可能实现这样的模式，

最主要的原因是，游船线路的自身吸引力不

够，“一个是游船线路还不够四通八达，比较零

碎，另一个是部分游船线路两岸的风景比较单

一，水岸之间缺少互动。”张兴说。

以古运河游船为例，苏州的古运河游船多

在护城河里环绕古城而行。许多人都有一个

困惑，为什么护城河里的游船不能连通起来，

绕城一圈呢？ （下转A02版）

截至6月10日20时，“端午”假期，苏州纳入

统计监测的旅游吸引物接待游客531.9万人

次，同口径增长33.9%。在此之前的“五一”

假期，苏州共接待游客1020.91万人次，同比

增长11.05%。

值得一提的是，在苏州，水上游已成为出行新

选择。以河为纸，以船为笔，一幅《姑苏繁华

图》正在徐徐展开，CityBoat正成为游苏新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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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说教，就是呈现/ 旁观娱乐 /
文/银杏

都市生活治愈剧《时光正好》在湖南卫视播出

以来，收获了收视口碑双丰收，秦海璐在剧中

饰演许梦安。说起秦海璐，似乎一直是娱乐圈

的“异类”。她身上总有股不服输的劲头，性格

也十分耿直敢说，不过也正因如此，她总被人

说“情商低”、“戏霸”。从“最丑影后”到如今的

实力派，秦海璐的底气来源于她扎实的演技。

“当你有本事的时候，人家必然会来请你。再

难合作的演员，都有人来叫你演戏，就是非你

不可。” 文/小周

秦海璐：专业够强才能成为“戏霸”

从小就不服输

1978年，秦海璐出生在辽宁的一个文艺

家庭。由于父母下海经商，无暇照顾秦海璐。

12岁那年，她被送到全托寄宿制的营口戏曲

学校，学习京剧表演，主攻刀马旦。

京剧旦角主要分为梅派、程派、荀派、尚

派，主课老师走的是梅派，而秦海璐的声音却

倾向程派。所以主课老师并不看重她，甚至断

定她学不了梅派。

老师的否定，激发了秦海璐不服输的劲

儿，她暗自发誓要干出一番成绩。于是，老师

规定6点半出晨功，她4点半就起床练习；老师

规定打300个飞脚，她偏偏要打500个，练到

满腿淤青，晚上睡觉还忍痛吊腿……

毕业那年，辽宁省组织少年友好交流访问

团到日本演出，17岁的秦海璐被选为其中一

员，她带着梅派京剧《天女散花》赴日表演，还

自制一条14米长的长绸，打破当年的世界纪

录，在日本26个城市连演40多场，台下掌声

不断。

回去后，她特意问老师：“您说我能不能唱

梅派？”得到肯定的答案后，秦海璐才心满意足

地离开。

到了上大学的年纪，原本秦海璐想报考中

国戏曲学院，却阴差阳错迈进了中央戏剧学院

的大门。同学是章子怡、梅婷、袁泉等大美女，

秦海璐并不起眼。她也曾郁闷过，“不管以前

你多优秀，进了中戏只有自卑了。”

但有人天生就该吃这碗饭。大学快毕业

时，电影《榴莲飘飘》的导演陈果北上选角，一

眼相中这个自带漂泊感的女孩。秦海璐饰演

一位风尘女子，她下苦功夫细细揣测这个角

色，还将学京剧的经历嫁接进去，在结尾再次

演唱《天女散花》，小露戏曲功底。

影片上映后，秦海璐接连斩获金马奖最佳

新人奖以及最佳女主角奖，瞬间成了影视圈异

军突起的一匹黑马。

曾被嘲笑为“最丑影后”

当年以新人状态登上领奖台，秦海璐激动

到落泪。没想到，正是领奖时被拍下的一张照

片，让她被冠上了“最丑影后”的称号。

一时间，尖酸刻薄的评论涌来，对此秦海

璐霸气回应：“甭管我是美是丑，奖杯放在那

儿，姐们儿很行！”

其实，耿直一直是秦海璐的性格，人情世

故都要往后挪。拍《骊姬传奇》时，她曾与段奕

宏发生创作分歧，双方僵持不下互不相让；拍

《像鸡毛一样飞》时，她也与陈建斌发生过争

执，两人针尖对麦芒，对细节锱铢必较……

秦海璐也是出了名的心直口快。她对片

酬很坦率，“演员不差钱，挣的片酬可能够老百

姓过一辈子”；有人曾问她中年女演员的艰难

处境，她却反问：“中年男人就没困境吗？”

不过也正如此，不兜圈子的她，总被人说

“情商低”、“戏霸”。对此，她直言：“我就是戏

霸，怎么了，专业够强才能成为戏霸。”

事实也确实如此，秦海璐的底气来源于实

力。她屡次出现在红毯上，拿奖拿到手软：话

剧《四世同堂》获奖，主演《老酒馆》斩获飞天奖

优秀女演员，凭借《红高粱》获得白玉兰奖最佳

女配角……

这些含金量十足的奖项是对她实力最好

的证明。如今，已经没人在乎她是不是“最

丑”，大家只记得她的“实力”。

亦舒的作品其实都挺类似，放今天看还挺

好玩的。《玫瑰的故事》这种老掉牙的题材，还

有万人迷这种人物设定，平常难以具象化，看

小说的时候也不一定能 get到精彩之处，拍成

了剧，觉得选刘亦菲来演还是合适的。

国民度有，美貌保质期长，演得也不错，这

有点像《去有风的地方》，如果换个人可能就没

什么说服力了。整部剧里她要从大学生演到

四十岁的熟龄，不同年龄段的气质，神态，着装

要求都不一样，能吸引观众一直追下去，这其

实挺不容易的。

这也是都市剧的难处。不能太悬浮，悬浮

了大家觉得代入不进去，也不能太接地气，不

然大家又觉得不好看。都市剧通常不如古装

剧热度高，就是有点“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这

种感觉。所以这些年的都市剧，只有弄成《三

十而已》那样，刺激元素拉满，同时没跑偏太

远，才能热度高；但多数是像《一路朝阳》《好事

成双》《装腔启示录》这样，热度口碑难两全；而

《玫瑰的故事》有小说的文学底子，bug较少，这

就是最好的征兆了。

都市+女性这个领域，其实在整体的艺术

领域挺缺位的，找不到什么经典的高热度的作

品，电影好像也少见，市场呼唤这个，但种种原

因创造不出来。唯有电视剧领域，一直倒是拍

拍拍……但说实话，贴标签的占多数，“伪独

立”的占多数，很难成为经典，不了经典，就是

一时的热闹而已。

这时候亦舒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她写

这些东西得四十年前了，放在今天来看，也并

不过时。香港的商业文化曾经非常领先，亦舒

的东西看起来不一定很厚重，但自有其普世价

值和市场在，适当改编一下，反倒能在当下找

到不少合适的受众。现在IP当道，原创难，都

市剧原创更难，太容易价值观跑偏而招骂，《玫

瑰的故事》放在都市剧这个赛道，相当不错。

它特别的地方，是有点像纪录片的感觉。

不需要你带入什么，就是看着一个大美女，从

少女一直到成熟，经历过的一切。不算遥远，

但也不算很近，职业啊家庭啊其实都不是很重

要，重要的是她很有冲劲，有生命力。不会说

我谈了这么多恋爱就断情绝爱了，或者最后发

现真爱就是初恋时，也不是那种经历了一番之

后只搞事业不谈爱情的……它只是一个女人

的经历，重点是她一直在往前，在探索。说什

么大女主就有点俗气了，这就是一个人应有的

人生态度而已，相信观众能够感悟到这点，并

且有所触动。

导演要做的事情就是在细节。需要那种

时不时出现的小惊喜，比如黄亦玫和庄国栋的

双人视角，和爸爸在画板前的闲聊，吴克群的

OST，玫瑰和万茜的各种互动……这些带动着

观众一直走下去，足够了。

没有说教，就是呈现。美好的呈现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