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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年初的时候，由雷佳音和张小裴
主演的《交换人生》上演。这部片子的花
絮以及精彩片段早在去岁末就经由各大
视频平台满天飞了，两个不论是搞笑还是
演技皆在线的演员合作，又借着中国人过
年的喜庆劲儿，这部片子期待值甭提有多
高了。但是，花絮果然就是花絮，片段还
真是片段，专拣“吸睛”的部分示人，待到
看过之后才发现，全片跟视频上拼凑起来
的印象截然不同。

《交换人生》某种程度上更像是一部
童话，一部短暂迷失后被接引回家的童
话。看到最后，这部童话的执导仿佛就是
家里的奶奶——在拿着魔法棒，教孙子明
白幸福要靠自己争取，家永远是值得停驻
和依靠的港湾。不过这童话显然有些粗
糙了——一场车祸后，两名男主人公互换
身份，得以参与到对方的人生中。懵懂少
年成了无良律师，他的主动“使命”就是借
这个机会，毁掉女主人公对无良律师的好
印象，并且让这种坏印象刻在她的骨子
里；他的另一项“使命”是无意间撞见的，
所以是被动的，最终是属于原先懵懂少年
的善良为他做了决断，“无良律师”良心发
现了一回。而无良律师在成为懵懂少年
后，体会到了家庭的温暖，虽然依旧心机
深重，但总算对感情这样感性的东西有了
一丝眷恋。这里有关于“什么样的人生才
是完美和充实的”的思考，也有善良才是

一个人最大底气的启发，只不过编剧和导
演反而显得功利，一方面把无法赋予新意
的价值观硬塞给观众，另一方面又要用搞
笑吊住观众的胃口，试图勾兑出喜剧底
色 ，结 果 只 能 是“ 双 皮 奶 ”，各 是 各 的 味
儿。搞笑对回家、对找回自我的故事主线
无任何辅助，甚至张小裴的出现都是多余
的，只是为了搞笑。

张小裴在这部片子中的作用是最需
要质疑的，当然这与张小裴的演技无关。
在片中不多的情节中，她的表现依旧魅力
无限，观众常常是看到她的部分便忍不住
笑了，当她的镜头不在时，观众又百无聊
赖起来，如同刷手机视频，中间碰巧刷到
了一段搞笑视频，珍贵却不过瘾。也就是
这样的片段吸引观众走进电影院，却发现
张小裴在影片中变得“稍纵即逝”。当然
有如此尴尬的还有雷佳音。他的戏份倒
是较之张小裴多些，只不过因为在两个身
份间转来转去，喜感也减了几分，尤其他
的身体被懵懂少年占有后，不得不装出一
副少年感，虽然看得出他尽力了，但难免
滑稽，似乎也只有与张小裴的碰撞中才有
那么一丝光亮迸发，却同样短暂。

短暂现身的还有刘敏涛、沙溢以及老
演员吴彦姝甚至是小演员杨恩又，他们都
在自己偶尔的出镜中，让观众因为饰演的
角色记住了他们。当然，比起他们，岳云
鹏和杨迪是更“转瞬即逝”的角色——有

观众调侃，比《西游记》中奔波霸和霸波奔
的戏份还短，他们的出现只是为了增添搞
笑的戏码。

这部片子一定是搞错了主角的份量，
主角怎么看都应该是那位懵懂少年的扮
演者，讨不讨喜不打紧，缺乏眼缘和演技
的乏善可陈，终是让观众无法过目不忘，
不过想来和一众观众耳熟能详且演技在
线的演员拼戏，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说《交换人生》是一部童话，除了故事
情节很童话外，还有童话电影中常用的道
具佐证——一个靠按动按钮就可以完成
心愿的魔盒以及一只会腹诽的鹅，它们的
出 现 很 忠 实 地 配 合 了 童 话 式 故 事 情 节
——帮主人公找到回家的路，同时也试图
为了搞笑尽到绵薄之力，却并不可笑，反
而搞得一群成年人鸡飞狗跳；说它是一部
童话，是因为它符合童话一切体裁要求：
想象够丰富，情节也够夸张，无良律师和
单纯少年以及一只鹅之间切换的戏份相
信很容易被儿童接受，还有那只鹅的拟人
化，只不过相亲的戏码像是硬塞进来的，
反而有些违和。

事实证明成年人的童话并不可笑，即
使有相亲的名场面、小岳岳“哇~爱情”的
贱萌、杨迪的谐音梗助力，《交换人生》依
旧难挽颓势。童话还真是骗人的……

兰子

纪 录 片 被 誉 为“ 一 个 国 家 的 相
册 ”，是 讲 好 中 国 故 事 的 重 要 载 体 。
近期，5 集纪录片《镜头里的中国》在
中 央 广 播 电 视 总 台 纪 录 频 道 播 出 。
该片聚焦 5 位国际纪录片人在中国
的 生 活 和 创 作 经 历 ，以 他 们 的 作 品
为叙事线索，从第一人称视角出发，
通 过 深 度 采 访 和 纪 实 跟 拍 ，回 答 了

“ 他 们 为 何 来 到 中 国 ”“ 为 何 记 录 中
国”“如何向世界呈现中国”，讲述镜
头内外、属于他们的中国故事。

片 中 ，这 些 纪 录 片 人 有 的 见 证
了 中 国 近 年 来 的 发 展 成 就 ，有 的 关
注 着 普 通 中 国 人 奋 斗 逐 梦 的 历 程 ，
有 的 深 入 观 察 中 国 历 史 文 化 ，有 的
亲身感受壮美的中国自然风光……
他们带着好奇走进中国，以真诚、温
情 的 口 吻 ，向 世 界 介 绍 和 传 播 中
国 。 一 段 段 纪 实 影 像 ，不 仅 从 不 同
视 角 呈 现 中 国 自 然 和 社 会 景 观 ，也
传递了他们对中国的深厚情感。

《镜头里的中国》采取“片中片”
式 的 套 层 结 构 ，分 别 将 5 位 国 际 纪
录片人拍摄的中国题材纪录片作品
集 锦 呈 现 ，展 示 了 他 们 眼 中 的 中
国 。《我 住 在 这 里 的 理 由》通 过 影 像
搭建起国际友好沟通的桥梁；《走近
大 凉 山》《再 会 长 江》用 镜 头 见 证 了
大 凉 山 地 区 和 长 江 沿 岸 的 10 年 变
迁 ；《柴 米 油 盐 之 上》以 充 满 温 情 的
观 察 ，书 写 中 国 普 通 个 体 的 逐 梦 之
路 ；《奥 利 弗 游 中 国》《我 的 新 疆 日
记》以 探 索 、对 话 的 形 式 ，发 现 中 国
之美；《战火围城》《黑暗时刻：我们
在 南 京》讲 述 中 国 艰 苦 而 伟 大 的 抗
日 战 争 历 史 ；《上 海 爵 士 一 百 年》折
射上海爵士乐百年变迁与上海城市
文化发展……《镜头里的中国》将作
品 时 空 、国 际 纪 录 片 人 当 下 工 作 生
活的时空与中国的发展时空相互交
织，产生了巧妙的互动关系，绘制出
多焦点、多视角的中国立体图景。

纪 录 片 以 纪 实 化 、视 听 化 的 语
言，讲述具有共同价值追求的故事，
是 人 类 命 运 与 共 、责 任 与 共 的 体
现。国际纪录片人与国外观众天然
的 亲 近 感 ，能 进 一 步 提 升 内 容 的 传
播 力 、说 服 力 和 感 召 力 。 这 些 国 际
纪录片人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所
感、所想，向世界展示可信、可爱、可
敬 的 中 国 形 象 ，将 鼓 励 更 多 国 际 传
媒 和 纪 录 片 人 士 关 注 中 国 、记 录 中
国，运用多元方式讲好中国故事。

选自《学习强国》

最近，“电子榨菜”成了网络热词。该
词顾名思义，是指在用餐场景下观看，像
榨菜一样被赋予“下饭”功能的视频。

情景伴随式观剧，成为当下不少人的
生活习惯。拆开外卖盒，拿出手机支架，
滑动屏幕打开想看的视频。这充满仪式
感的一幕成为当下年轻人吃饭的主要场
景。大家经常在社交平台热烈讨论哪些
影视作品更“下饭”，欣赏“电子榨菜”成了
很多年轻人吃饭甚至日常文化生活的标
配，构筑了一道独特的社会景观。在这种
背景下，如何认识这一新兴现象及其在当
代社会流行的原因，同时审视其盛行对文
艺创作乃至社会文化产生的深远影响，应
成为业界关注的重要议题。

随着手机、电视、户外大屏、ipad 等视
频观看渠道越来越多，人们对视频的观看
诉求出现了碎片化、即时性等新特点，观
看场景也从原来电影院、客厅电视机前的
固定模式，演变成睡觉前、吃饭中、地铁上
等多种样式。所以，“电子榨菜”这种能刺
激吃饭食欲、获得心理慰藉、实现娱乐放
松的影视作品概念应运而生。起初，它出
现在就餐场景中。随着生活节奏加快、社
会结构演变，独来独往的情况越来越多，
很多观众喜欢在吃饭时有“电子榨菜”陪
伴。后来随着这一概念不断演变，逐渐发
展为媒介赋权时代人们消磨闲暇时光的
新常态。不论是繁忙工作之余需要娱乐
身心，还是无聊等待时需要排遣寂寞，抑
或压抑焦虑时想要排解压力，“电子榨菜”
成为人们有限闲暇时间的重要陪伴，有些
都市人群尤其是 Z 世代甚至对“电子榨
菜”产生了一定的精神依赖。

什么样的作品能成为“电子榨菜”？
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主要看用户的喜

好和选择。梳理被很多人称为“电子榨
菜”的内容，我们发现，它糅合了影视剧、
纪录片、短视频等多种形态，具有生活化、
节奏慢、不费脑，让人轻松愉悦，缺乏戏剧
冲突，信息增量有限等特点。它可以是美
食类影视剧，在观众独自吃饭的情境下，
这类作品如同“吃播”一般陪伴左右，给人
一种心理支持。作品中表现美食从制作
到食用的画面，又从视听层面刺激了受众
的味蕾，让人们食欲大开。它可以是种田
类影视剧，中国农耕文化根植于人们的心
灵深处，“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的满
足感令无数都市人心生向往，所以越来越
多观众选择在种田剧营造的世界里寻找
精神寄托，获得心灵治愈。《花间提壶方大
厨》《卿卿日常》等可纳入这一范畴。这些
作品着力展现平凡日子里的家长里短、人
际互动。它也可以是契合人们情绪舒缓
宣泄诉求的喜剧。像《脱口秀大会》这样

“梗”和“段子”频出的节目，让观众从戏
谑、调侃、自嘲等感受中获得心理慰藉。
它还可以是体现慢生活的影视作品，这类
作品节奏舒缓、氛围轻松，能让观众暂时
抛去生活中的繁杂琐事，沉浸在闲暇惬意
的生活氛围中。

归根结底，“电子榨菜”只是小菜，能
下饭，且仅能下饭。这些作品剧情逻辑无
需仔细推敲，精神内涵不必深层挖掘，没
法提供更多的精神营养、思想启迪或情感
体验。作为片方在场景化营销过程中使
用的标签，本无可厚非，一旦将这个概念
从标签上升到文化现象乃至创作趋势，则
必须引起业界的关注和警惕。当下影视
行业已出现为了“下饭”制造“电子榨菜”
的不良倾向。一些创作者迎合用户浅阅
读、碎片化等低水平欣赏诉求，满足大众

浅层的感官愉悦，在创作中回避深邃、解
构崇高、追求浅白、注重视听效果却忽视
现实逻辑、注重娱乐性放弃引领性，消解
了影视创作对思想内涵和社会意义的价
值追求。有的作品情节有失水准，有的作
品内容注水乏味，有的作品一味通过叠加
流行元素增加“网感”，还有的作品直接以

“下饭”为卖点。这些作品给创作带来了
诸多不良影响。若任由这种“走捷径”的
创作方式发展下去，此类简单迎合的作品
越来越多，“电子榨菜”将沦为供人消费、
为人牟利的快餐式商品，甚至失去审美价
值变成电子污染物。而一旦“榨菜化”创
作成为影视餐桌的“主菜”，观众对艺术创
新、精神引领的追求也将停滞不前，社会
审美取向将受到深远影响。在低级趣味
与低俗之作的恶性循环之间，最终使文艺
创作患上“失语症”。

因此，当下各界都应警惕“榨菜化”创
作欣赏问题。在创作层面，创作者应力求
在作品的艺术属性、社会属性、娱乐属性
之间找到平衡点，在疏导社会情绪、观照
受众诉求的同时，展开对历史的解读、现
实的洞察，对人类情感、人性命运的深度
思 考 ，力 求 将 作 品 从“ 榨 菜 ”变 成“ 营 养
餐”。在观赏层面，广大受众应该意识到，
即使是娱乐，也要有自我把控意识，不能
盲目地被营销控制、被噱头吸引、被评价
误导、被观感驱使。过度沉迷于通俗娱乐
的虚幻满足中，容易在不知不觉中降低审
美鉴赏力，失去社会行动力。“电子榨菜”
好吃也不能多吃，我们应该摄取更多“营
养餐”。此外，宏观层面日趋规范的监管
与引导机制，也为影视创作传播持续健康
发展提供了保证。多管齐下，“电子榨菜”
之问当可破解。 网文

““电子榨菜电子榨菜””也要有营养也要有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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