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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霜枫酒红

在一家契丹文化专题博物馆里曾经
看到四幅巨大辽代陵墓壁画，内容反映的
是当时的四时捺钵。画面形象生动，有动
物、植物，还有活动场景，创作风格显然受
到了当时的汉族绘画艺术影响。这样的
作品不仅是难得的艺术佳作，也是珍贵的
文物史料。

说到契丹，这个民族虽然已经融合到
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里，不再以单一的民族
形式而存在，但是其创造的文化对后世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像五京的建筑艺术至
今让人着迷，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
左旗林东县）、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赤峰
市 宁 城 县）、东 京 辽 阳 府（今 辽 宁 省 辽 阳
市）、南京析津府（北京市）、西京大同府

（今山西省大同市）的城池、古塔、庙宇、陵
寝等建筑艺术辉煌震撼。其中陵寝出土
的绘画艺术以直观的方式让今人看到了
大约 10 个世纪前的契丹人生活方式，感
受到他们的审美趣味，同时让古老的史籍
记载不再抽象。

契丹族源于森林活跃于草原，他们和
大自然有着割不断的联系。时间上，一年
四季他们在疆域内游走捺钵；空间上，东西
南北他们在不同的地方驻足。正是这种独

特的政治与生活方式创造了独特的文化，
形成了别样的艺术遗存。

有人说，如果要问哪个朝代的帝王最
忙的话，那估计应该是辽代。因为辽代的
帝王一生基本上是一直在捺钵之中。捺
钵，是契丹语音译，最初指狩猎、围猎，后来
含义演变指行帐、营盘，相当于中原帝王的
行在、行宫。不过与行宫不同的是，辽国的
帝王不是朝政处理累了之后去捺钵，而是
一年四季不是在捺钵就是在去捺钵的路
上。《辽史·营卫志》就说，“四时各有行在之
所，谓之捺钵。”辽代之后的金、元、清，在一
定程度上继承了这一传统。

契丹族建立的辽国在最强盛时，曾经
雄霸中国北部半壁江山，疆域北到外兴安
岭、贝加尔湖一线，东临库页岛，西跨阿尔
泰山，南抵今天河北省和山西省北部。这
样一个政权虽然仿效唐、宋在全国范围内
兴建城郭，但没有形成一个联系全国的政
治、经济、文化中心。国境内分布着诸多部
族，向北统辖着蒙古高原上的敌烈、室韦、
鞑靼、奚等各部，至辽太宗时期“兼制中国，
官 分 南 、北 ，以 国 制 治 契 丹 ，以 汉 制 待 汉
人”。在这样广阔的疆域内四时捺钵，处理
政治、军事、外交等等事务，不仅仅像汉人

典籍中所说“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
徙随时，车马为家”这样的简单记载，而是
一个成系统的政权存在方式。

近些年，伴随着辽代考古学的深入发
展，一批契丹皇室与贵族壁画墓葬被发现
与发掘，让今人对契丹族和辽国有了更深
的认识。其中，在契丹腹地上京地区考古
出土的《四季山水图》更是直观地反映了辽
代社会政治制度的重要一面。

在内蒙古巴林右旗庆云山中，分布着
被统称为庆陵的契丹皇陵。在埋藏圣宗皇
帝耶律隆绪的东陵墓道之中，发掘出一系
列以人物和山水为题材的大型壁画，面积
达到 120 平方米。壁画作者在墓壁与门墙
上涂抹上膏灰，再以彩色染料绘制作品。
其中以中室四壁上所绘的四幅山水图最具
特色，被史学界认为是真实地再现了捺钵
之所的四季景观。

《四季山水图》的《春捺钵》绘于东陵
中室东南壁，画面主要表现的是契丹人生
活的北方草地山林春季景色。画面中春
意 盎 然 ，树 木 茂 盛 ，杏 花 盛 开 ，蒲 公 英 绽
放，溪水潺潺，天鹅、鸳鸯、野鸭等水禽嬉
戏，天空中行行大雁向北飞来。《夏捺钵》
绘于中室西南壁，画中天空白云朵朵，溪

水边生长着茂密的树林，山丘上三株牡丹
花生机勃勃，山野间还有芍药、山菊、百合
花等盛开。群鹿和野猪活跃在田野上，有
的觅食，有的伫立，有的哺乳。整幅壁画
以牡丹和群鹿为主，表现出北国夏季山花
烂漫的美丽景象。《秋捺钵》绘于中室西北
壁，山野间的树木有翠绿、暗绿、橙红、紫
红、杏黄、枯黄等各种色彩。落叶松已凋
落，大雁南飞，成行成对。山间野猪行走，
群鹿追逐。整幅作品展现了契丹故地秋
季 的 迷 人 景 致 。《冬 捺 钵》绘 于 中 室 东 北
壁，画中溪水结冰，树木大部分已经落叶，
草木枯黄，只有苍松依旧绿色，野猪伏藏，
群鹿或觅食或伫立。

看过这四幅作品，北国四季风光跃然，
四时捺钵也顿显生动形象。四幅作品也说
明，四时捺钵作为契丹皇室的治国理政方
式和贵族传统游牧习俗，在圣宗耶律隆绪
时期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与四时捺钵绘
画相呼应的是，辽代的织绣品图案中有春
水秋山纹，反映的就是契丹族四季中的两
项活动，即春日水边“纵鹰鹘捕鹅雁”，秋季
入林围猎野兽。春水秋山纹同样艺术地向
今人呈现了远去的历史景观，和《四季山水
图》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古人画作中看到四时捺钵

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关
于进一步规范电视剧、网络剧、网络电
影规划备案和内容审查等有关事项的
通知》，明确提出继续加强“注水剧”治
理，并针对部分剧集以拆分成上下部、
拍摄多季等方式规避集数要求的问题
作 出 更 为 精 细 化 、更 具 操 作 性 的 规
定。这是进一步规范行业秩序、引导
创作质量提升的积极信号，引发业界
普遍关注。

“注水剧”即被人为拉长剧情的作
品，涉及内容生产、制作、播出等多个
环节，大致分为几种情况。一是人物
设定喧宾夺主。剧中配角戏份过多，
甚至超过主角，这虽能使次要形象更
加生动饱满，却背离了“配角之戏在精
不在多”的创作规律，更导致主角与配
角之间界限模糊，带来主线故事不够
明朗、支线故事太过庞杂等问题。二
是故事情节弃简就繁。有些剧集故意
用拖慢动作节奏、废话当台词等方式
拉长剧情，抑或“戏不够情来凑”，陷入
循环往复的套路中无法自拔，稀释剧
集应有的情节黏度和叙事张力，给人
节 奏 缓 慢 、生 拉 硬 扯 、索 然 无 趣 的 印
象。三是制播方式花招频现。通过空
镜头、回忆镜头等形式对同一素材进
行反复剪辑利用，或增加前情提要、先
导预告时长，或把剧集拆分成几季分
别播出。这些“注水”手段，潜藏于作
品制播过程中，实施起来更为隐秘便
捷。凡此种种，使很多原本有望成为
精品的剧集沦为“注水”生产线上的工
业产品，虽有“其表”却败絮“其中”，极
尽“鸿篇”却难成“巨制”。

为何“注水”现象会大行其道？这

是多方在追求利润最大化动机的驱使
下形成的一种默契。国产剧版权主要
采取“按集计价”的交易模式，所以当制
作方和播出机构约定好单集价格后，增
加 集 数 成 为 快 速 提 升 盈 利 能 力 的 捷
径。播出机构在播放剧集前，也可能对
作品进行再度“注水”。因为集数越多，
广告承载空间越大，获得的广告收益越
高。广告主同样青睐长剧，毕竟集数多
意味着品牌宣传和曝光的周期长、目标
受众的黏性强，对相关话题的发酵更有
利。甚至有从业者表示，“‘黑红也是
红’，只要有话题热度，批评反倒会为剧
集博得更多眼球”。一波操作下来，即
便最终面世的作品艺术水准低，相关利
益方也早已赚得盆满钵满。从商业层
面考虑，从业者通过制作长剧获得利益
本无可厚非。但如果为了赚“快钱”牺
牲艺术品质，一味地“注水”，就会带偏
创作风气，阻碍影视业的高质量发展。
长此以往，必然遭到市场的反噬、观众
的抛弃。

当前，我国影视业已进入深度调整
期，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剧集由长入
短，精品化、专业化、多样化已成大势所
趋。数据显示，全年全国生产完成并获
得发行许可的电视剧从 2016 年平均每
部 44.6 集降低至 2022 年的 33.0 集。《山
海情》《县委大院》《我在他乡挺好的》

《开端》等剧集集数不多，篇幅不长，却
皆凭借扎实的故事情节、清晰的叙事脉
络、鲜活的人物形象收获广大观众的掌
声 和 赞 誉 。 反 观 一 些 有“ 大 演 员 +大
IP”加持的“注水长剧”，热度后劲却明
显不足，成绩远不及预期。可见市场已
回归理性。在这种情况下，唯有自身质

量过硬，才能始终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
地。

在视听文艺供给愈加丰富多元的
背景下，观众的审美需求和艺术品位大
幅提升，对剧集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
纵观当前的全球剧集市场，文化产业发
达的国家普遍专注于短剧，即以高额的
投入和较长的制作周期深耕短小精悍
的剧集。再看国内市场，科技驱动大视
听格局加速构建，网络微短剧等视听文
艺新样态以“微而精、短而美”为观众打
开新的审美空间，显露出不容小觑的发
展潜力。在经济学上，供给和需求动态
平衡是保证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必
要条件。试想，当观众不断提升的审美
需求牵引高质量供给、高质量供给又创
造更高品位的审美需求时，不尊重观众
的“注水剧”还能走多远？

在快速发展且充满竞争的市场环
境下，阵痛期考验和结构性调整不可
避免。要想挤掉“注水剧”的水分，打
造更多高品质作品，需要从审核立项、
制作播出、宣传营销等各环节形成一
套有利于发挥市场优胜劣汰功能的体
制机制。从这个角度看，《关于进一步
规范电视剧、网络剧、网络电影规划备
案和内容审查等有关事项的通知》的
发布正当其时。当然，我们也需认识
到，整治“注水剧”不能一蹴而就，还需
要经过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但阵
痛是为了新生。唯有敬畏观众、潜心
创作、遵循艺术规律，下好利于当前和
立足长远的“一盘棋”，才能让剧集市
场呈现一派风清气朗、健康发展的动
人景象。

选自《学习强国》

“注水剧”
终将失终将失去市场去市场 不久前，第十四届北京青年相声节落

幕。在接下来的专题研讨会上，就新时代
相声艺术发展的新趋势和新风向的讨论
值得创作者思考。

本届相声节呈现了三个方面的亮点：
一是出现了女性视角的作品，相声《女神
养成记》从女性大学生的角度来解读大学
生活和人生规划；二是风格独特，比如相
声《说实论俗》的表演风格极其有特点，完
全颠覆了逻辑思维和聊天规范，为墨守成
规的表演模式注入了新活力；三是技巧有
所拓展，《演员的自我修养》让观众看到了
青年相声演员对相声技巧的新应用，演员
的诗词集汇也让大家看到了技巧内涵的
新空间。

“规律”，是专家们说到相声创演现状
时最常提到的词语。“青年演员必须要先
守正，遵守相声规律。”有专家提到当下相
声表演“唯包袱主义”的现象说，在创作过
程中要警惕“唯包袱主义”，包袱可以借
鉴，但不能照搬，要化用为自己的东西，正
如侯宝林先生所言，“恰到好处，留有余
地，宁可不够，不可过头”。

中国铁路文工团说唱团团长、北京曲
协副主席刘颖则认为，现在相声行业里有
两支队伍——一部分演员明白相声、钟爱
相声、追求相声艺术表达；另一部分人则
是以带有“相声状态”的形式来表演，只有

“相声状态”，缺乏“相声内涵”。“相声是有
创作规律的，说学逗唱都有规矩。真正的
相声演员是有功力、有艺术涵养和自我追
求的。”刘颖表示，演员要去了解相声的创
作历史和发展历史，扎实打好基本功。

“要创作好相声，传统一定要学，新的
东西也一定要接触。”相声作家廉春明特
别谈到了创作者对“当下”的关注：相声创
作要从身边熟悉的人和事写起，抓住当下
人们的生活状态，作品才能接地气，“相声
是说唱文学，也是文学，文学就是人学，你
不写人物，不抓典型环境、典型人物，作品
就是不成功的”。 据《中国艺术报》

相声创作要以人为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