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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自发的“送春联”

前文引述的对联，都是一些网友的自发回复。这篇
由网友“天崖多美”在央视网“复兴论坛”发起的帖
子，从 2014 年 12 月 21 日发出，到 1 月 30 日，短短一个
多月的时间内，就引来超过 30万次点击。一个月之后，
该板块的论坛版主发现了这个回复火爆的帖子，将其

“置顶”。
而本报梳理网友的“春联接力”发现，在网民自发

撰写的这些春联中，出现频率比较高的词，有“反腐”、
“打虎”、“兴邦”、“法治”、“民安”等。

可以看出，习近平总书记上任两年多来，无论是雷
厉风行的作风建设、前所未有的反腐风暴，还是力度堪
称空前的改革以及绘制的依法治国蓝图，都在普通民众
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中国，新春送春联，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华人及全球使用汉语的地区以及与汉语汉字有文
化渊源的民族中都有悠久传承。据了解，这种在网络上

“给领导人送春联”的活动形式非常新颖，此前很少。而
这一活动能得到网友如此热烈的回应，恐怕也是帖子发
起者“天崖多美”没有想到的。

中国人民大学大四学生龚敏告诉本报，虽然自己没
有写对联，但她一直关注着这一活动。“自发给习主席送
对联活动，本身就体现了人民对习主席的爱戴，而这一
活动引起热议，更表明习主席领导的系列改革举措惠及
民生，深入人心，人民通过网络的方式表达对领导人的
感情，可以说是‘情之所至’。”

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苏宏元教授在接受本
报采访时表示，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惩处贪污腐败等
一系列举措顺应民心，深得普通民众欢迎，人民出于内
心的尊重，利用传统民俗文化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对联
来阐述心声，“是一个非常好的态势”。

新媒体时代的互动

民众自发地给中央领导“点赞”的场景，不由得让
人想起1984年的国庆节。当时，在新中国成立35周年的
国庆首都群众游行中，北京大学的学生们“出人意料”
地打出了一条横幅，上面写着“小平，您好”。那个珍贵
的历史镜头，也记录了民众对改革开放的认可与情感。

这一次，“给习主席送春联”的活动，则将空间延伸
到了网络。事实上，民众的自发“点赞”，也已经成为两
年来网络上的一种常见现象。

比如，习近平履新后不久，微博上就出现了一个关
注其言行的账号“学习粉丝团”。这个由普通打工者创建
的账号，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获得了上百万关注量；
同时，当习近平到各地考察调研，从广东到湖南、再到
北京南锣鼓巷，网友都纷纷“晒出”自己用手机抓拍的
瞬间，为习近平亲民务实的作风点赞；而在微信平台
上，一个名为“学习小组”的账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
内，就有数十万的订阅用户，每天探讨与分享习近平的
治国理政理念。

不只这些。去年年底，网络上还有一首“神曲”走
红——《习大大爱着彭麻麻》。两名“草根”主创表示，
创作这首歌，就是因为看到在出访时，习近平和夫人彭
丽媛之间的无数温情细节“有感而发”。

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网络学主任孟威对本
报表示，近年来，民众可感的改革成果，使新媒体平台

（微博、微信、论坛等） 形成了一种积极向上、极富活力
的“新兴舆论场”。新媒体让领导人与民众间的距离被显
著拉近，不仅为党和政府沟通群众架设了桥梁和纽带，
也为党和政府服务群众搭建了新的平台。

“多种多样的社交网站为这些事件的发生提供了可
能，我们期待领导人和民众利用这样的平台进行更好的
双向交流互动。”苏宏元说。

“我先来！上联：除暴安良灭蝇打虎仁者无敌，下联：兴邦

强国勤政倡廉铁血丹心，横批：精忠报国！”“看我的！上联：反

腐势如破竹擒虎拍蝇，下联：倡廉闻风而动清衙惠民，横批：光

明磊落！”

这不是相声里的对对子场景，而是论坛上的一场“春联接

力”。而这场由网友自发发起的“为习总书记征集2015年新年对

联”的活动，也在短时间内获得了网友热捧。

“为习主席送春联”
活动受网友热捧

申孟哲 胡缤心 孙天娇

万里江山春着色；
九州儿女法归心。

唐银龙（安徽）

梅开五福春呈酒；
岁肇三阳梦入诗。

朱志华（江西）

梅开火树迎春笑；
客举银杯祝酒酣。

廉宗颇（山西）

联对贴红天下梦；
春风染绿岭南春。

任家潮（安徽）

万树新梅，揭开岁序；
一双灵角，挂满春风。

杨怀胜（山西）

燕剪裁霞，帖红国梦；
羊毫蘸日，写暖民心。

肖靖海（广东）

千里春风，谁令神州开气象；
万家灯火，我迎幸福贺新年。

赵 勇（湖北）

绕径花香，植梅喜有清风驻；
连天日暖，执笔高歌正气扬。

赵秀敏（广东）

酒佐梅江，羊毫喜绘新常态；
梦圆华夏，燕剪欣裁美画图。

吴进文（安徽）

倚马才高，羊笔激扬追梦舞；
邀梅情切，客心缱绻步春归。

贾雪梅（四川）

骏马唤春，梅花一剪迎佳客；
灵羊开泰，娘酒千杯庆有年。

刘湘梅（江苏）

梅香遍大千，清气真如福气；
时雨降寰宇，阳春更望长春。

黄伟平（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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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诚信文化管理年会举行

日前，以“诚信铸就品牌，华人改变世界”为主
题的“中国诚信文化管理年会暨第三届全球华人关公
奖颁奖盛典”在北京举行。此次年会经文化部批准备
案，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品牌文化管理委员会、中华
关公文化促进会、《中国商人》杂志社、世界诚信联盟
联合主办，并获得香港卫视、中国网·风尚频道的特别
支持，揭晓“2014中国品牌文化十大新闻事件”、“2014
全球关公文化十大新闻事件”，并发布全球华人关公奖
终身成就奖、十大诚信坐标人物、十大诚信单位等荣誉
榜单。邵逸夫、王永庆、南怀瑾、季羡林、星云大师等
获全球华人关公奖——终身成就奖。 （张 伟）

合一影业发布新电影计划

优酷土豆集团旗下电影公司——合一影业日前正
式发布名为“UP2015”的电影计划，聚合囊括电视
剧、歌曲、网剧、话剧、漫画等多元优质IP （Intellec-
tual Property，知识产权），通过 O+O （线上线下融
合） 多屏互动，为产业搭建多元、合作共赢的 IP孵化
平台。《咱们结婚吧》、《栀子花开 2015》、《万万没想
到》等首批6个项目随之曝光。

“在中国有很多深具梦想和才华的优秀创作者，他
们因为种种原因而被埋没。在电影产业高速发展的今
天，互联网在为产业注入更多能量的同时也为有电影
梦的人才提供了更多施展才华的空间。”优酷土豆集团
高级副总裁、合一影业CEO朱辉龙表示，希望通过大
数据和线上线下融合特色模式与来自不同领域的合作
伙伴携手，为有梦想有才华的创作者搭建起一个多
元、共赢的孵化平台。 （文 意）

羊年吉祥

三阳开泰迎新春，捷报频传喜盈门。
老少同唱圆梦曲，携手共舞庆太平。

朱根华作

期待春晚推出
哑剧精品

万阕歌

日前 2015年央视春晚语言类节目“一审”虽然姗
姗来迟，但从审查结果看，整体质量还是很高的——
通过率竟为“八进七”！

在“一审”七个暂时安全的节目中，唯一一个哑
剧节目已被定为必上节目。这不禁令人遐想，唯一一
个参加“一审”的哑剧节目为何能“必上春晚”呢？
是其质量真的高到让人爱不释手，还是因为哑剧节目
匮乏，剧组不忍心放弃呢？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

但不管是什么原因，相信“一审”通过的哑剧节
目如最终亮相春晚舞台以后，一定会引起广泛关注。
毕竟春晚已多年没出现哑剧节目了，更不要说哑剧精
品！

作为喜剧艺术形式之一的哑剧，这些年也在大滑
坡，甚至比相声滑得还要厉害。想当年，哑剧也曾风
靡一时，尤其是王景愚在 1983 年春晚表演的 《吃鸡》
一炮打响、家喻户晓。现如今，哑剧再也没有传世之
作出现，而且已连续多年没在春晚见到这种艺术形
式，实在让人遗憾。

问题之一是表演队伍后继无人。纵观这些年来的
各类晚会，除了哑剧大师王景愚和因“济公”而红的
游本昌偶尔凑凑热闹以外，几乎没见有别的演员演过
哑剧，尤其是年轻演员。王景愚、游本昌早已力不从
心，振兴哑剧还得靠后来者、小字辈。可惜迟迟未见
有新人出现。现在的不少演员急功近利，对具有高深
功夫要求的哑剧视若畏途。其实，哑剧虽然表演起来
难度较大，却也并非不可攻攀，切不可望而却步，知
难而退，留下空白。当然，出色的哑剧演员还得靠名
师辛勤指导和精心培养，更要靠各类晚会提供尽可能
多的机会让他们去实践、锻炼。

问题之二是作品创作乏力。哑剧不像相声、小
品，谁都可以写本子。哑剧是门抽象艺术，主要得靠
表演者自己构思、设计和创作，还必须对生活细心观
察、深刻理解。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为数不多。在我
们所看过的一些哑剧小品中，真正让人满意的实在没
有，不是单纯靠滑稽、好笑的动作耍噱头，就是自作
深沉，难以理解，让人看了如入雾里，不知所云。有
的哑剧表演者，甚至将其他演员拉进节目中，把哑剧
整成了小品，自己则成了没有台词的配角，失去了自
我，失去了风格，失去了哑剧本色。

我们喜爱相声、小品，也爱哑剧。在相声滑坡、
小品不景气的情况下，我们更盼望哑剧能够出彩。可
是，哑剧到底何时才能给我们带来惊喜？会是羊年春
晚吗？我们拭目以待！

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的42集电视连续剧《锋刃》落
下了帷幕，有人称之为“复杂到烧脑的谍战剧”；有人评
为一部试图挑战《潜伏》“谍战剧之王”称号的作品；前
中国文联副主席、现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更
是称：“取名《锋刃》，意在说明这部作品绝不单单在写
一个吸引人的以情节取胜的谍战剧，而是要超越情节的
跌宕起伏，进入到中华民族精神层面的最尖端的、最触
动人类审美神经敏感带的东西。”应该说，《锋刃》收视
不错，是近年来不多见的优秀之作。

笔者以为，《锋刃》的最大成功之处就在于细节的真
实。

有评论称，《锋刃》故事发生在天津，但“除了夜市
小摊上的一碗杂碎汤，却看不出一点儿有关天津民俗、
地理的影子”。之前也有人指出过。笔者认为，《锋刃》
故事既然发生在天津，最好在不影响剧情的前提下，多

些天津的民俗文化，使电视剧更有文化味道。然而，
“有”与“没有”都不是必须的，关键在于剧情的需要，
还在于编剧的知识储备。更重要的是，《锋刃》“看不出
一点儿有关天津民俗、地理的影子”，并不影响《锋刃》
的成功，毕竟电视剧是一门综合艺术，特别是剧中人
物、场景、细节多有综合的成分。

关于黄渤饰演的沈西林，有人说是“高富帅”，对此
笔者不认可，沈西林“高”在哪里又“帅”在哪里呢？
黄渤自己就笑称，“富”是富了，但“高”和“帅”还有
待评估。在笔者看来，沈西林那身行头，除了他戴着的
白礼帽 （白礼帽英文“white hat”的第二重意思即有正
义感的好人） 隐喻沈西林的正面形象外，他就是隐藏得
很好的一个汉奸。从理论上说，越像汉奸的人，其地下
党的身份就越隐藏得好。当然，编导们把沈西林编得太
像汉奸了，有点“不似人”了，哪个人都有缺点，你表
演得如果滴水不漏，就越有表演的成分。武田弘一对沈
西林一次又一次地进行调查不是没有道理的，最终还是
调查到了沈西林的真实身份。如果沈西林也有像张金辉
那样的表现，武田弘一还会怀疑他吗？

关于孙坚饰演的韩子生，笔者以为，这是一个非常
成功的人物。但他的成功不在于他的成熟，而在于他的
稚嫩和不成熟。在以前的影视剧中，英雄人物几乎都是
非常有能耐的，事实上绝不是那么回事。中国的抗日战
争是非常残酷的，有流血更有牺牲。如果弹弓能打飞机
用手能撕日本鬼子，那为什么弹丸之国的日本能侵略大
半个中国，那为什么弹丸之国的日本能统治大半个中国
达 8年之久？可以说 《锋刃》 展现了韩子生从一名青年
学生成长为革命战士的真实过程，即使是最后的表演也
证明他还有不成熟的表现，但是谁也不能否认，韩子生
是一名有缺点的革命战士。

关于倪大红饰演的老谭，笔者认为，《锋刃》塑造得
最好的人物形象应该是老谭。他既是有勇有谋的老牌中
统特务，又是积极抗日的爱国英雄。他对自己的狠，对

共产党人邵老栓的狠，对韩子生父亲韩培均 （原名韩树
森） 的狠以及对韩子生的培养和关怀，都通过细节表现
得淋漓尽致。当武田弘一和韩子生父亲都认不出老谭就
是当年的范江海时，既说明老谭隐藏得很深，也说明老
谭这个老牌特工比沈西林有过之无不及。更难得的是，

《锋刃》 塑造的老谭有血有肉，不同于以往的概念化特
务，在民族大义面前分得清是非，是影视画廊中难得的
形象。

比起沈西林、韩子生、老谭，袁泉扮演的莫艳萍和
潘之琳扮演的兰英以及共产党员老周、特务张金辉和武
田弘一，虽然戏份不少，但是从细节上看，都有概念化
的影子。而且，笔者在看 《锋刃》 时，也看了重播的

《五号特工组》，竟然发现两剧有雷同的桥段。观众还指
出有别的穿帮镜头。肖复兴指出的“表演痕迹过浓”也
是正确的评价。然而，总体上说 《锋刃》 还是一部好
看、值得看的电视剧。有人称，《锋刃》被誉为“中国谍
战剧继《潜伏》之后五年磨一剑”，打破了“谍战剧样板
戏”模式，也是准确的判断。

漫话《锋刃》的细节
冀北仁

《《锋刃锋刃》》剧照剧照

《《锋刃锋刃》》剧照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