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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部动画的上映时间再提前
一个月的话，必然引起更为轰动的观
影热潮，毕竟相对于单纯卖萌的亲子
游戏，动画版“爸爸去哪儿”显然具
有更多的看点和惊喜。因为如果说

《疯狂原始人》 是一个关于家庭的故
事的话，那么《天才眼镜狗》就是一
个彻彻底底的关于父亲的故事。收养
了小男孩舍曼的“最聪明狗狗”皮博
迪，只是父亲的一个化身，影片中实
际到处充斥着父亲的身影。

本片从一个无比聪明的不寻常企
业家“皮博迪先生”收养了一个小男
孩开始。为了能让自己的孩子受到充
分的教育，“皮博迪先生”先生发明
了时光机，带领这个小男孩穿行时
空，拜访了埃及法老、参加了法国大
革命、卷入了特洛伊战争与达芬奇一
起完成了“蒙娜丽莎”等。这只不寻
常的一狗一人组合前往各个历史事件
发生地，串起了一个个搞笑温馨的故
事。影片节奏很快，各种历史典故让
人目不暇接，90 分钟里面出现的历
史人物可能囊括了一本西方简史教科
书。除了穿越故事，影片的核心是父

与子的关系，在这样一段特别的父子
关系中，不仅有孩子与家长之间矛
盾，更有人与狗之间的谅解，最后小
男孩当着围剿警察的面说出“我是
狗！”引发了影片的最高潮。这部影
片对大人来说是一部能看下去，有内
涵又有笑点的动画电影。

《天才眼镜狗》 中对儿童安全感
的植入，对现实社会关系的交代，对
历史教学重要性的强调，穿插在一个
个有趣的历史事件里，可以培养孩子
对历史这一学科的喜爱，这都是之前
鲜有动画片能做到，并做好的。影片
用理性的方式制造事端，解决事端，
高潮迭起，节奏控制合理。动画片向
来不是孩子的专利，不同年龄的人都
将在此片中收获到感悟，《天才眼镜
狗》就是这么一部构思缜密、绝对不
凡的集合科幻、人文、亲情、友情和
爱情的动画片。

这也是国产动画需要学习借鉴的
地方，简单的动画、平实的故事总能
给人很多的感动。而且影片对历史的
囊括和加工也十分巧妙，法国大革
命、特洛伊木马、文艺复兴、古埃
及、古希腊，玛丽皇后、达·芬奇、
爱因斯坦、梵高、乔治·华盛顿，这
些历史穿越累加起来，像是在上一堂
西方历史课。电影的妙处在于，戏
谑、恶搞般地调戏历史，又深入浅出
地输出着历史观。

周文珍：600
级台阶挡不住缅

怀黎祖之心

2014 年 4 月 2 日，农历
甲午年三月初三，五指山市水

满乡黎峒文化园黎祖殿和三月
三广场上，3000多名黎族和兄弟民

族儿女，共同祭拜袍隆扣，缅怀先祖
业绩，这是黎族人民第一次大规模祭

祀自己的先祖。
600 多级台阶，从山下直通五指山第

一峰半山腰的黎祖殿，对于年轻人尚且是个
不小的挑战，但74岁的奥雅周文珍步履平稳，

眼神坚定，神情肃穆，一步一阶，仿佛这一天等了
几个世纪。

这是奥雅周文珍第一次参加黎祖公祭。往年每
逢清明，他们家族所有成员都会一起祭祀自己的祖先，

表达对先祖的缅怀，
并祈求先祖庇佑保子

孙平安。今年奥雅周文
珍头戴羽毛冠、身穿黎族

长袍。他所属的哈方言区，
是黎族人口最多的地区，作

为代表参加本次祭祀大典，兴
奋和激动在他脸上展露无遗。

从 2004 年开始，五指山启动
了黎峒文化园的建设。它有 3 个定

位：一是黎族人民祭拜祖先的圣地；二是展示、研究、传
承黎族传统文化的基地；三是黎族文化、五指山名山、热
带雨林相结合的旅游观光胜地。

周文珍对此事一直是积极支持并参与。在他看来，
用活动把黎族兄弟聚在一起，能帮助现已分散各地的族
人们找到“根”的归属感。

他的想法，让参加祭祀活动的许多黎族同胞深感认
同。下山时，一名身着黎族盛装的妇女就指着高高的黎
族殿对没上山的孩子说：“虽然以前没见过，但现在那
里，就有我们的祖先袍隆扣。”

苗家阿婆邓运香：参赛不重名次开心就好

苗绣和黎锦是海南少数民族孕育出的艺术双葩，每
年黎族苗族盛大节日都会举行黎锦苗绣技艺比赛，今年
的三月三节自然也不可或缺。

戴着金属边框眼镜、身着苗族传统服饰，低头穿针
引线绣头巾，争分夺秒抢时间，眼镜快耷拉到鼻梁下尚
且浑然不觉，这便是来自五指山市水满乡的苗家阿婆邓
运香。

阿婆今年53岁，是第一次参加苗绣比赛。她说，大家
都想来，可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

7、8岁开始学习苗绣，十几岁便能独立完成，40年过
去，她自己都记不清会绣多少种花纹，一切图案都记在
脑海里。究竟每种图案代表什么意思，阿婆有点语焉不
详，对她而言，这就是苗族祖先传下来的一项传统技艺，
作为后辈好好传承下去就是一种使命。

现在海南的苗族儿女每人都会有两套左右的民族
服饰，只有在结婚或者盛大节日才会穿。据阿婆所知，苗
族的年轻一代依然会苗绣，孩子们小时候就开始学，连
阿婆 6岁的孙女也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放学就跟
着她一起学。

虽然阿婆在规定的时间
没绣完，对绣工也谦虚地说

“不好”。但与一众年轻人同台
竞技，她还是凭借其精巧的手
艺夺得该项目二等奖。拿着
奖，阿婆笑了，很腼腆的样子。

黎族汉子黄进琼：歌
声，让生活更美好

三月三，唱黎歌。2008 年
琼中黎族民歌被列入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每逢佳
节，黎歌对唱必不会少。多才
多艺的黎族儿女趟过历史长
河，将钟爱的黎歌传承了数千
年。这是代代相续的坚持。黄
进琼便是这样一个爱唱歌的
黎族汉子。

作为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参加民歌对唱比赛代表
队的8位成员之一，44岁的黄进琼跟他的队友一起使出
了浑身解数，亮出了他们最美的歌喉。

黎歌没有曲谱，都是口耳相传，但依然抑扬顿挫，歌
声悠扬。与生俱来的音乐细胞，加上钟情于黎族民歌的
美妙音符，很小的时候，黄进琼便开始学黎族民歌。没有
专门的老师，全凭听别人唱学会。

在黄进琼看来，黎歌并不难，有几种较为固定的歌
调，歌词可根据需要改变，尤其在对歌的时候可根据对
方唱的内容即兴发挥。

没有黎族民歌歌集，他专门准备了一本笔记本，有
四五厘米厚，里面记录了十多年来他听到和学到的所有
黎歌以及学习感悟。他还说，他们那里每个爱唱黎歌的
农民都有自己的笔记本。

情到浓时，他用黎语即兴吟唱起了 《欢迎你们到
苗寨来》，黎语似乎与歌名苗寨不搭，黄进琼解释说保
亭是黎族苗族自治县，在长期发展中两个民族相处非
常融洽。这也是他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歌，表达了海
南少数民族对外来游客的欢迎。只是清唱，但美妙动
听的旋律配上他淳厚粗犷的嗓音，别具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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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国电视剧“季播制”能否在中国实现的争论，业内
早已有之。总体来看，唱衰唱荣的论调参半。不过，从近年来
电视行业试水季播剧的情况来看，季播剧模式在中国有望实现
并普及。以热门季播剧 《屌丝男士》 为例，该系列累计播放量
已达4亿，超出同期大多数卫视大剧在单平台的播放量。季播剧
制作方表示，如果这种尝试能够成功，将完全有可能为我国电
视剧的生产和播出带来一种新的模式。

国内试水季播剧落叶有声

国内电视人对于季播剧的探索和讨论已是老生常谈，也早有尝试，近年来更是花开遍
地。前几年火爆一时的《丑女无敌》算是国内最早投石问路的试水之作。它的人物群戏和
故事的延展性，及其赤裸裸的植入广告和极具生活话题性的情节，都在当时引起不小
的风暴。该剧的出现，一方面满足了国内年轻观众对国外季播剧的渴求；另一方面又
引起国内收视主体在播出模式上的不适应，这一模式在开播之初便陷入悖论。

季播剧的概念，是美国电视台在激烈竞争下的产物，它采取边拍边播的方
式可以将成本降到最低。季播剧通常每周只播放一集，每一季有若干集。季与
季之间以相同的人物设置进行串联，并以每季全新的故事推动角色命运的变
化。这种季播模式不仅催生了大批经典美剧，例如播出了10年的《老友记》、
播出了6年的《欲望都市》以及仍在继续播出的《生活大爆炸》等，还造就
了全世界范围内包括大批中国人在内的美剧迷。而对于大部分中国美
剧迷来说，每到新剧集更新之时便守在电脑前翘首以盼，已经成为了
某种仪式。

搜狐公司CEO张朝阳表示，随着市场的成熟化，视频网站必
须加强版权购买和自制两种运作方式。从早年的娱乐节目到现
在的季播剧、独播剧、自制剧，视频网站在当今激烈的竞争中
打开属于自己的品牌和市场。

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尹鸿教授认为，目
前中国电视剧“制播分离”模式是导致电视剧制作成
本节节升高、电视剧产业环境恶化的根本。而《丑女
无敌》 实现了“制播合一”，湖南卫视为该剧提供
了稳定的播出平台，使“季播”成为可能，可促
进长剧发展。

一周播一集一周播一集 边播边制作边播边制作

中国式季播剧中国式季播剧仍在仍在““摸石头摸石头””
宋 冰 刘一桥

农历三月初三为
我国传统令节，与“上巳

节”、“清明节”、“踏青节”等
都有密切的关连。

而在海南独有的少数民族
黎族和他们的兄弟少数民族苗族

看来，三月三节 （农历三月初三）
是最盛大的传统节日。

今年的三月三节主会场落户五指
山。黎祖首次祭祀庆典、原生态民歌展

演、黎锦苗绣技艺大赛等十余项活动丰富
了海南各组人民的节日。在黎族奥雅周文

珍、黎歌汉子黄进琼和苗家阿婆邓运香看来，
今年的三月三，有特别的意义。

留住黎族兄弟的留住黎族兄弟的““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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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播剧发展不只是包装概念

在季播剧存在一定观众基础的同时，也
有另一部分观众因长期习惯于日播剧模式而
放弃追剧，这一本土化差异限制了季播剧发
展。具体到季播剧这个问题上，就不得不提
美国人根深蒂固的“夏季休假”思维定式。在
校学生自不待言，从6月初到8月底是漫长的
暑假，学生可以选择打工或旅行；就是成年人
也往往将自己休带薪年假的时间放在夏天。
这个时候是旅游业和电影业比较繁荣的时
期，而每天看电视的人数会减少。因此，从该
年 9 月到来年 4 月的播出季就是一种非常合
适的安排。但这一播出季在中国并不适用，除
了传统春节、国庆等节日，工薪阶层的国人几
乎常年都在工作状态。

观众收看电视剧的习惯会被长期的播出
模式所塑造和强化。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硕士生导师常江认为，说中国观众不习惯季
播，故此举行不通，是一种逃避主义的观
点。他举例称，在1993年《东方时空》开播
之前，人们一直认为中国人没有早晨 7点看
电视的习惯，但《东方时空》的开播成功培
养了中国观众在早上 7 点打开电视机的习
惯。常江表示，每周的某一固定时间在电视
机前等待自己喜欢的电视剧播出，会使观众
养成以“周”为单位安排自己生活节奏的习
惯，正如中国日播剧持续不断地强化观众

“一鼓作气”看完一部剧的习惯一样。
不过，国内季播剧目前也存在诸多发展

中的弊端。多数情况只是对现有电视剧资源
的重新归类和出售，其卖点只是一个包装后
的概念，其缺点就是很容易出现“断季”的
尴尬。美国的电视剧是在定位了观众人群后
制作，其季播剧才会有的放矢源源不断地被
制作出来，而中国的电视剧还处于“电视演
什么观众看什么”的阶段，因此季播剧概念
还需要在发展中不断完善，目前只能继续

“摸石头过河”。
曾拍摄 《春光灿烂猪

八戒》 的知名导演范小
天，在谈及对美剧播出
方 式 上 的 借 鉴 时 表
示，国内电视剧一
定 是 季 播

与非季播“两条腿走路”，对于白领来说，繁
忙的工作下可能更适应季播的方式，一周
看一集，但是对于时间比较充裕的人来
说，一周一集的播出方式可能导致间
隔时间太长而记不住剧情，所以一定
是两种方式并列存在。

“在内容上，还是要立足于
民族文化特色。简而言之，要
向美剧学习的是生产机制和
产业模式，而不能照搬内
容。”常江强调，在季播
剧 逐 渐 普 及 的 今 天 ，
尊重电视媒体独特的
传播规律，探索中
国式的季播剧，
才有望在中国
开 创 真 正 的
季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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