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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觉得自己老，但实际上
也知道自己是老人了，内心很复
杂 ”“ 人 越 老 ， 越 不 想 被 抛
弃”……在 《花样新世界》中，
60 岁倪萍的岁月独白，真实、质
朴，更显珍贵——类似真实而又细
腻的“夕阳叙事”，似乎缺席荧屏
已久。

在业内人士看来，影视剧着重
展现更受市场认同的青春活力固
然没错，但作为生命中重要一环
的中老年时期不应缺席。“老年题
材并非没有市场，创作者要排除
先入为主的陈见与急功近利的心
态，带着真情实感深入探索老年
人的生活与心理，会发现这一领
域有许多值得挖掘的光荣与感
动。”在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
学院教授周星看来，直面衰老背
后的坦然与挣扎、牺牲与获得，
也能帮助年轻人敢于正视年华流
逝——“夕阳叙事”本是一堂不
应缺席的生命教育课。

“慈父”成“瓷父”，打破年
轻观众对老年人的误解

在 《花样新世界》 与 《一路
成年》 中，老年人的形象多多少
少有些颠覆。与传统意义上坐稳
主位、掌控决定权的“大家长”
不同，节目中的老人们展露出

“稚气”“无助”的一面，也会在
学习与生活的顿悟中成长，他们
同样渴望着与生命中各种新鲜体
验拥抱对话。

随着 《一路成年》 的热播，
57 岁的演员徐锦江，因颠覆了观
众对传统老父亲的定义，登上热
搜。节目中的他“有点作”：因为
儿子没给自己准备早餐便出门，
徐锦江的内心很失落，连打好几
通电话询问儿子行踪；一个人在
家用电脑，订外卖也都要儿子

“远程操作”搞定。这样的表现让
网友一边感叹“父亲倒更像个长
不大的孩子”，一边又忍不住联想
到自己家中玩不转网络设备的老
父老母。

徐锦江的故事真实再现了为
人父母也需不断成长的心路历
程，以及老年父母与孩子家庭

“地位”互换后的心理落差。《花
样新世界》 则呈现出当下中老年
人面对科技壁垒的些许无奈与无
助，以及内心对新事物的好奇与
渴望。

最 新 统 计 数 据 显 示 ， 截 至
2018 年 12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
8.29 亿。其中 10 岁到 39 岁的年轻
人占比67.8%，60岁以上的网民仅
占比 6.6%。也就是说，每十个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中，仅有两人使用
互联网。

街头采访里，不少老年人表
示，新技术能便利生活，很想学，
但面对自己的反复询问，子女往往
会显得不耐烦。节目中，青年人带
父母“触网”，并成为“网红”的
小案例，则为代际交流提供了有益
范本。短视频达人杨三金如今拥有
80 万粉丝，他的短视频总与老爸
有关。一开始，对潮流事物不了解
的杨爸对短视频有些排斥。孰料，
儿子“先斩后奏”，过年时趁父亲
睡着打呼，在一旁用口技配音，结
果视频大火。后来，短视频成了父
子两人共同的兴趣爱好，在合作过
程中，父子关系也越来越好。杨三
金说：“慈父”成了“瓷父”。新技
术是壁垒，又何尝不是构建代际交
流的机遇？

避免简单符号化，创作者
需沉下心来挖掘被忽视的美

两部作品的热播，以及节目
里中老年“网红”的频出，引发
一重思考：为何“老年题材”佳
作近年并不多见？在学者看来，
这主要与题材的商业局限度与创
作难度有关。

如今影视剧的审美与播出都在
向网络偏移，青年人是绝对的消费
主力，而老年人的生活很难让年轻
人产生共鸣。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
究院副院长陈少峰分析认为，人在
衰老过程中所面对的心理落差与生

活问题，往往是具体且微妙的，需
要创作者与相关人群的长期接触
和细致揣摩，不符合市场期待的
老年题材更不易得到持久的研究
与关注。

的确，在近年的影视剧市场
中，中老年形象多以功能性配角登
场。拿中老年女性为例，为子女添
乱的“婆婆妈妈”成了绝对主流，
角色的内心空间则被压缩，甚至不
复存在。即便是《我的前半生》中
让观众津津乐道的“上海丈母娘”
形象代表“薛甄珠”，让观众啧啧
称道的也多是夸张戏谑的人物外在
形象，符号化、脸谱化的角色，难
见其内心的立体丰盈。

记者手记

展 现 老 年 生 活 的 “ 夕 阳 叙
事”，完全拥有足以撬动市场的丰
富性与细腻感。老年人由岁月历
练而来的智慧、隐藏的光芒，乃
至人老心不老的纠结、对过往岁
月的不甘悔恨，都值得深度挖
掘，细细品味。

国内外这类题材的成功案例
也不少。意大利影片 《爱在记忆
消逝前》 用浪漫氛围打开疾病与
衰老，一对患重病的老夫妻开着
老旧房车一路旅行，在回顾过往
人生的过程中与命运达成和解。
韩国影片 《诗》 从 66 岁女性的学
诗写诗之旅展开，在诗意的个人
体验中探讨文学艺术的本质。最
近上映的国产文艺片 《送我上青
云》 中，女主角的母亲也收获不
小认同——这位老母亲一度在家
庭生活中迷失自我，面对丈夫的
背叛、女儿的叛逆，年过半百的
她必须开启趔趔趄趄的自我求索
之旅。

由此可见，“老年题材”并不
是商业的禁区、网络审美的雷区，
这一领域的创新与拓展，大有可
为。毕竟，如何坦然面对岁月匆
匆，充满活力有尊严地老去，是人
生的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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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味格外真挚。

新华社成都9月7日电 （记者
许茹）原生态旧村落、大型实景剧
场、游客行进式观演，穿行云间，
漫游“天上”与“人世”，感悟乡
愁里的中国传统文化……9 月 6 日
晚，导演王潮歌继“印象”“又
见”系列后，开启的“只有”系列
开篇作品《只有峨眉山》首演，以
全新观赏形式更新观众体验。

记者了解到，《只有峨眉山》
打破了“室内表演”和“静态观
看”的传统戏剧演出模式，将剧场
与周边原生态村落有机融合，打造
了从室内到室外的行进式观演模
式。王潮歌介绍，《只有峨眉山》
没有固定空间，剧场不是剧场，实
景也不是实景。观众将在浸没式剧
场中看“没有演员的表演”，在时
间穿梭中感受人生漫游。

《只有峨眉山》项目保留了峨
眉山下部分旧时村落，打造了一
座大型实景剧场，占地规模总计
7.8 万平方米。其中，“云之下”
剧场由旧村搬迁遗址改造而来，
保 留 了 27 个 院 子 、 48 栋 房 子 、
395 个房间和 4355 件具有历史感
的老物件。一砖一瓦、一街一巷
中，将峨眉山历史文化、人文故
事、民俗特色等元素转化为场景
故事、演出体验等，激发游客的
文化共鸣。

“体验经济”新载体：

王潮歌新作
《只有峨眉山》首演

新 华 社 威 尼 斯 9 月 7 日 电
（记者叶心可） 第 76 届威尼斯国
际电影节 7 日晚在威尼斯利多岛
落下帷幕，由美国导演托德·菲
利普斯执导、杰昆·菲尼克斯主
演的电影 《小丑》 获得最佳影片
金狮奖。

该片是一部围绕DC漫画公司
旗下经典反派角色小丑展开的独立
电影，讲述了喜剧演员阿瑟·弗莱
克在经历种种绝望境遇后一步步沦
为邪恶小丑的过程。这部影片一反
惯常超级英雄电影的风格，细腻刻
画出小丑真实而癫狂的内心世界，
影片在威尼斯电影节期间全球首映
后收获大量好评。

本届威尼斯电影节8月28日开
幕，共有 21 部影片入围主竞赛单
元，角逐金狮奖。

《小丑》获第76届
威尼斯国际电影节
金狮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