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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贺岁档堪比一场大戏。《流浪地球2》让

我们看到中国科幻电影凭借自身努力已达到世界级水

平，《深海》则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动画的大幅进步。这

两部电影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优秀文化输出的

典范。在《大圣归来》成功后，导演田晓鹏没有选择趁

热打铁拍续集，而是转头花了7年时间精心打磨动画

片《深海》。导演用纯粹的动画思维，为中国动画电影

长廊留下了重要一笔。

片中能看出作者的许多隐喻。主人公叫参宿、南

河，船名叫“天狼号”，对应天狼星、南河三、参宿四，这

三颗星所形成的三角形被称作冬季大三角，如参宿阴

郁的情绪，且参宿四是一颗濒临死亡的红超巨星，暗示

了她的可能。长满了眼睛的海精灵用黑色表现，像牢

牢刻在心底不断重塑的妈妈的回眸。丧气鬼用红色表

现，红色是热情却也是血腥，导演试图用鲜艳的色彩来

渲染美丽之下的恐怖。和参宿一直穿着妈妈离去前唯

一留下的红帽衫对应，她把抑郁的自己藏在红帽衫下，

红帽衫最终漂浮在深海里。为什么饭店的食材那么丰

盛，因为这是参宿的主观梦境，潜意识里她不想面对南

河是为了救她而葬身鱼腹的事实。为什么用海精灵做

的疙瘩汤吃了能致幻？因为它寄托了参宿对妈妈的执

念。而海精灵的脸从妈妈最后变成了南河，意指这份

执念转移成了对南河的。参宿被鱼人们说晦气，因为

对他们来说她是异类，就像现实中排斥她的人们。南

河说丧气的孩子会把丧气鬼找来，这是典型的内心情

绪的外化。红色的丧气鬼像藤蔓、血丝一样紧紧缠绕，

黑色的海精灵长满了阴郁的眼睛，它们都充满压迫

感。就像大海本身一样，既美丽又恐怖。尤其对内心

有病灶的人来说，大海是令人害怕的。海浪的声音在

耳边轰鸣，让人感受到自然的伟力，人在其中多么渺

小，被卷没可以是随时且悄无声息的。

我不认为前半小时如人所诟病的那样画面灰暗且

难熬，只是该片在剧情的完成度上稍弱了些。两个人

物没立住，参宿动机不充分，南河性格落差大，所以电

影的好只在局部而非全篇，颇为遗憾。电影的视觉效

果值得赞誉，海獭毛发动态比《疯狂动物城》更真实，水

珠的呈现也比皮克斯的《光年正传》更传神。跌落深海

后，画面一扫之前的灰暗，中国风的粒子水墨美轮美

奂，大为震撼。仅仅一个镜头就要用到几十亿粒子，付

出的艰辛可想而知。三维的核心是写实具体，越真实

越好；而水墨的核心是灵动写意，越飘逸越好。怎么结

合，只能不断尝试。制作团队在技术上不断实践创新，

才有了惊艳的艺术表现力。导演作为色彩大师，其画

笔就像是放大镜，心底细微的波澜也被描画得丝丝入

扣。船的圆窗像极了教堂的彩色玻璃，流光溢彩的斑

驳给人一种宗教感，既抽离于现实，又超拔于现实。影

片色彩饱和度高，近乎极致的瑰丽绚烂，例如“小破船”

穿梭在如同蒙克、凡·高笔下的艳丽疯狂的色彩与幻象

里，行出了自己的路。《深海》的故事可以看作是参宿在

弥留之际编织的梦境，到了梦境，便展示出一个人内心

两种色彩的强烈反差，即极致的阴暗和极致的绚丽。

在导演看来，直接用画面来表现内心情绪是最有力

的。用现实不存在的美逃离现实，是参宿精神世界的

映射。虽然有观众反映快速剪辑、超大信息量等令人

感到眩晕，但这些都是导演有意为之，因为是从参宿的

目光看出去，要为人物的内心服务。

这部电影让我们看到导演的追求和情感关怀。你

可以说这是一部以少年抑郁症为主题的电影，也可以

说是在这个压力重重的时代，每个人或多或少都面临

着的情绪问题，它启示我们怎样去处理、化解这些情绪

问题。

参宿封闭自己不苟言笑，把“对不起”挂在嘴边，这

是典型的讨好型人格，她从不拒绝任何要求，而是假

装合群融入嘈杂，其实她与一切都是疏离的，外在有

多压抑，内心就有多少负面情绪。据导演说，电影删

去了一句台词，主人公本来想说，我不知道活着有什

么意思。也许她一直都找不到活着的意义，然而是

南河的善良、勇敢以及呈现在外人面前的乐观，挽救

了参宿，让她有了去看一看明天的勇气。有一场特

别打动我的戏，在于参宿冲破世界与她之间透明坚固

的幕布去抓南河，却最终在即将触碰到的一刻没能抓

住，可是，她已经拥有了冲破的力量。即便面颊被划伤

流血，这也意味着冲破束缚自己的抑郁，迈出了由黑暗

走向光明的第一步。

这些都是因为南河。我们可以将南河理解为一

个同样生活不如意的小丑船员，一开始把他塑造得

并不美，但他在关键时刻义无反顾跳下海救参宿，不

断讲故事与笑话让参宿不要睡死，最终牺牲了自己

的生命。南河用生命挽救了参宿，会不会令参宿活

在更大的负疚和阴影中而更抑郁呢？然而如果没有

南河，参宿短暂的一生里便连深海这段瑰丽的记忆

都没有，也便只能这样单薄地离开人世了，这又何尝

不是一种悲哀？生命里需要有一个南河。他说：你这

孩子看着还行，就是这笑，有点假；他说：这心结要是

解不开，就像噩梦似的永远缠着你；他说：希望你的

笑，每一次，都是真心的……

南河把我们从深渊中拉出来，梦醒了，南河走了，

我们又要一个人面对整个世界。随着南河死去，观众

好似失去了自己的海精灵。然而，我们终需学会对自

己的执念放手。在更深的层面，残酷的现实是，对大部

分人来说，并没有一个南河来拯救我，最终只有我们才

能拯救自己。所以，如果你的生命之路上没有这个人，

没关系，就把他理解为另一个自己吧，请自己做自己的

南河。

因此，我更倾向于将影片中南河“离开”理解为一

种意象，南河映射的是曾经生活中怀着自觉或不自觉

的善意拉过我们一把的人，他们曾为我们劈开大海并

带来一束光。无论是抑郁症患者，还是生活中遭受到

种种不如意的人，如果你想走出漫漫长夜，就算有医

生、朋友、志愿者的帮助，但最终没有人能陪你一辈子，

在这条路上最终你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别怕，坚持

下去再走走，肯定还能看到下一束光。

主人公通过血与泪的代价冲破了阴云，把自己拔

出了地狱。所以，我们最要感谢的是自己，最要善待

的是自己，最对不起的也是自己。我们对自己太不

好了，这种压抑最终会变成海精灵和丧气鬼，折磨吞

噬着自己，而我们需要深海那样明媚璀璨的光亮，来

激励自己。

即便外界没有光，也要在心里造一束光，不要放弃

生命中的任何微光。

导演提供的结局是复杂的。可能是参宿冲破了

束缚，活下来，长大后回到了南河的故乡，去看那美

丽的麦浪，继承了南河的梦想；可能是仪器长鸣，病

房里没有其他人，参宿和南河一样死了，或者是现实

意义上的死，或者是又回到自我封闭的世界。致郁

还是治愈？导演的意图是，无论观众如何理解，影片

都要鼓励大家：你已经足够努力，足够辛苦，因此，无

论你接下去的选择是什么，这都是一首献给走过漫

漫长夜的你的颂歌。

关 注

《深海》：献给走过漫漫长夜的你的颂歌
□王 颖

电视剧《梦华录》根据关汉卿元杂剧《赵盼儿风月

救风尘》改编，剧集把原著中赵盼儿将好姐妹宋引章从

渣男周舍的魔爪中拯救出来的情节丰富展开，巧妙设

立了一段曲折的爱情故事。

剧中赵盼儿、孙三娘、宋引章从逃避出身到接受出

身，最后打破出身的枷锁，在经历了举步维艰、种种磨

难后，姐妹三人终于将简陋的小茶坊经营成了汴京最

大的酒楼。历经重重艰难险阻积极奋斗后的赵盼儿看

到了更多风景，也解开了她对欧阳旭的执念，同时也为

古代地位卑微的女子推开了一扇平等救赎之门。《梦华

录》剧情合理，节奏紧凑流畅，人设丰满立体，风花雪月

之余又融入了时下较为新潮的价值体现，是一个丰富

多彩的女性题材剧。

值得一提的是，《梦华录》中体现的中国传统美学

令人惊艳，拍出了新时代中国观众想要沉浸式欣赏的

传统文化。其中最引人瞩目的自然是“茶文化”的表现，

电视剧中所展示的茶和与茶相关的细节引人入胜，值

得深入一观。

女主赵盼儿身为茶铺的娘子，第一集出场不久就

为观众呈现了三个茶艺。首先是冲茶，剧中叫“紫苏饮

子”。单手提壶，茶壶离茶杯三尺远，冲茶的动作行云流

水宛如舞蹈，看起来赏心悦目，令茶客惊羡且拍手叫绝。

其次，“紫苏饮子”在古时原名应为“紫苏熟水”，熟

水即是古代的饮料。虽说剧中是掌柜推出的，但实际

“紫苏饮子”在宋代时可谓风靡一时的饮品。据《广群芳

谱》里记载，仁宗敕翰林定熟水“以紫苏为上，沉香次

之，麦门冬又次之”。要知道紫苏可是有解暑之功效，为

夏日佳饮，元代诗人方回有这样一句诗：“未妨无暑药，

熟水紫苏香。”

又说这“盐茶”，赵盼儿告诉客人在茶里加盐味道

更好。茶圣陆羽曾在茶中加盐以此平衡苦涩，增加汤感

的润滑，但对茶的清扬之香会有抑制作用。但在宋人这

里，完全不受影响。因茶叶的等级高，工艺精湛，用大量

高品级茶来弥补内涵物质的流失，所以口感与日本所

保留的抹茶道不可同日而语。“盐茶”这种喝法时兴于

唐代，茅山自古以茅盐著称，盐溶于茶后更添茶香。

最绝的当是“茶百戏”，一种始于唐、盛于宋的茶

道，深受文人雅士推崇。其实“茶百戏”是从点茶而来

的，相对于适合饮用的点茶，“茶百戏”所用的茶汤更浓

而不适合品饮，只适合观赏，在浓茶汤击拂出的泡沫

上，宋时称为“沫浡”或“雪乳”，用专门的器具蘸水来作

画，故亦唤作“水丹青”，类似于国画中墨分五色的原

理。创作水丹青不但需要画功，且考验点茶的基本功，

因为只有打出更为绵密持久的泡沫才有作画和欣赏的

时间。

女主赵盼儿在剧中不仅开茶馆，还是位点茶高手。

宋代饮茶最主流的方式就是将茶磨碎、研细，最好还要

用箩筛出细末，然后将茶粉放入烫热的盏中，先加一点

水调成糊状，再一边加水一边击拂出均匀细腻的泡沫，

共七次，后来被宋徽宗细致地归结成“七汤点茶”。每个

步骤看似简单，实则需要很好地把控度与沉静的心才

可细致地将每个步骤完成得有条不紊，达至宋式美学

的境界。

剧中赵盼儿初到东京看到那里的茶馆还在用煎茶

法很是嫌弃，同去喝茶的欧阳旭解释说南北风味大有

不同，让盼儿也尝尝东京茶的味道。不过赵盼儿很快就

指出茶博士所用之茶是双井白芽，随后便展示了宋代

推崇的点茶。

煎茶在宋代并没有因为过时而受到鄙视，相反很

多文人认为这种前朝饮法很有古意。“煎”就是焘煮的

意思。宋代烹茶只煎水不煎茶，也就是用烧开的水冲点

茶末，所以叫点茶。唐代的煎茶通常用铫子或者《茶经》

中称之为“鍑”的器具，而不是铸铁壶。鍑不具流，铫子

则有一个短流，都是敞口的。材质上有银的、瓷的也有

陶制的，赵盼儿尤说：“铫子也最好用银的，铁器会有生

涩之味”。

剧中还出现了茶碾、茶筅、建盏等极具代表的宋朝

茶器。第一集中赵盼儿迫不得已重新备茶的第一步就

是碾茶。用于碾茶的碾子形制和药碾一样，却要精致得

多。材质上以银为上，熟铁次之。宋代点茶茶色以白为

贵，现碾现点方能达到色白如玉的效果，放久了色泽则

会昏暗。

剧中赵盼儿用竹茶筅舀出茶粉放入一个黑盏中。

“茶色白，宜黑盏”，宋代冲点出的茶有丰富的乳沫，乳

沫越洁白、细腻，咬盏越持久，说明茶品和茶艺越好，深

色的茶盏能够突显茶色的白，于是在北宋斗茶的盛行

之下，建盏也为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所推崇，成

为宋式精致风雅美学皇冠上的一颗明珠。而底色青黑

的建盏本身也十分具有观赏价值。徽宗说“玉毫条达者

为上”，也就是说建盏内部有银白玉色的直条花纹的为

上品，这便是“兔毫盏”。

独特的“点茶”文化是宋朝特有的文化符号。《梦华

录》的导演和编剧围绕“茶”进行了大量研究，据说还特

地邀请了知名茶文化专家亲自指导。

《梦华录》不仅让观众感受到宋代的茶文化，感受

到充满烟火气和市井感的宋代百姓生活。同时，《梦

华录》的服化道也同样大放异彩，设计贴近主人公的

社会地位，尽可能地还原了宋朝时期的风土人情，剧

中“披罗衣之璀璨兮，珥瑶碧之华琚”体现出了宋朝

服饰之美。

不同于服饰艳丽多彩、大胆开放的唐朝，宋朝服饰

更趋于独特的素雅之美，风格以简洁、清雅为上。

在剧中前期，赵盼儿是钱塘茶铺的卖茶人，为了体

现出市井感，服装的面料以天青色的棉麻为主，虽清淡

朴素，却恰如其分地隐现了如汝窑颜色的高雅、澄净，

衬托了少女清丽脱俗的气质。再配上江南水乡的环境，

有种浑然天成的美。而后期赵盼儿经营半遮面茶馆时，

作为老板娘，服饰则以上下裙款式为主，纤细的皓腕轻

摇罗扇，如水双眸随之流转，尽显婉约柔美之态。

“簟纹衫色娇黄浅，钗头秋叶玲珑翦。”宋朝服饰的

主要色调以杏黄、葱白为主，这类颜色使着装人清丽婉

约、朴素淡雅，令人赏心悦目。衣服样式虽然简约，但是

风格素雅，整体给人与众不同、高贵大方之感，这种简约

之美，即使是放在当下，也能与大众的审美很好地契合。

服饰是文化的缩影，也是社会的一面镜子。不同的

社会基础与文化，自然会产生不同的审美风格，它们共

同构成了绚丽多彩的中国古代服饰的历史画卷。导演

用精致的镜头、完美的布景，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传统文

化和历史美学的魅力。其实无论是千年前的宋朝，还是

时光流转的现世，“雅”都是生活的一种基调，一种永不

褪色的美。宋式文娱的极简与大雅所蕴含的生活情调

与审美意趣，从未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湮灭。

宋代美学意境里的风雅传承
——浅谈《梦华录》茶文化与服饰特色 □杨清茨

艺 谭

纪录片作为西方文化现代化的产物，自19世纪末传入

中国以来，已历经百余年发展历程。相对其他文本而言，

纪录片真实客观、视听结合的特点，使其成为建构国家与

民族记忆、见证中国社会变迁的影像载体，因而常被赋予

“国家相册”“历史镜鉴”等美誉。然而，任何纪录片文本从

本质上来讲都是一种主体言说的产物，纪录片的生产和传

播实践也无不体现着特定的权力关系和权力意志。作为

西方“舶来品”的纪录影像，是如何在中国本土语境下扎根

生长的？中国纪录片的发展折射着什么样的权力关系和

功能诉求？推动中国纪录片发展的内生动力是什么？这

些当前中国纪录片历史研究中尚待解答的问题，也正是贯

穿本书的核心研究问题。

本书作者通过回溯历史的方式来回应这些问题，一方面

以时间为线索，分析中国纪录片在不同历史阶段扮演的角

色、与社会和时代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把纪录片视为一种

媒介话语，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纪录片背后的话语权力

主体和显在的话语实践进行考察，凸显中国纪录片话语场域

背后所隐含的权力意志和诉求。

在写作脉络上，本书以“五期说”对中国纪录片历史进行

分期，分别为“革命化时期（1911-1949年）：工具化的纪录

片与民族救亡的‘利器’”“宣传化时期（1949-1978年）：话

语重塑与政治宣传”“人文化时期（1978-2000年）：精英话

语与人文精神”“市场化初期（2000-2010年）：新身份与新

话语探索”“产业化时期（2010年至今）：中国纪录片的历史

新方位”。

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对中国纪录片百余年历史的

再阐释，是为了更好地观照现实和未来。本书在关于跨媒介

的中国纪录片发展五个阶段的历史叙述中，描绘出纪录片的

“时代性互文互动”特质，彰显了中国纪录片在不同时代的主

要发展特征和承担的不同社会角色与功能。作者立足中国

纪录片发生发展的历史语境，认为中国“文以载道”的传统和

根深蒂固的传媒工具论观念，使得对于社会功能的重视和开

掘成为中国纪录片发展的重要动力，提出了中国纪录片发展

的“功能驱动”特点，继而进一步尝试提出了中国纪录片“功

能论”的构想。

结语部分，作

者立足历史视野，

对中国纪录片发展

的未来进行思考，

强调当前中国纪录

片正面临着新旧动

能转换、产业结构

调整的形势，协调

多元话语形态和多

极驱动力量共构

“大纪录片产业生

态”，在“国家—社

会—公众”需求框

架下推动中国纪录

片本体价值释放和

功能拓展。

党的二十大报

告指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必须坚持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发展道路，增强文

化自信，围绕举旗

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

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

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作为“国家相册”，中国纪录

片的发展具有自身的内生动力和内在特质，需要从历史发展轨迹中照见未来

路径，在民族文化根脉中汲取精神滋养，重塑中国纪录片的自我主体性，以文

化自信构建本土纪录片知识体系，哺育实践创新。本书基于中国纪录片内在

发展特质的规律和理论总结，对于在世界纪录片文化版图中寻找属于中国的

文化坐标，确立自我主体性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也应和了作者关于推动中国纪

录片高质量发展，建构扎根中国，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国纪录

片学派”的愿景。

本书序言写道，纪录片是一条奔涌的河流，社会和时代是它的河床和岸。在

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国梦实现的征程中，中国纪录片需要守正创新，寻找与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价值连接点，与社会、时代积极互动，以文艺精品增强人

民精神力量，以此实现中国纪录片高质量发展，助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书林漫步

第十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将于3月30日

在成都开幕。本届大会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和

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

协会、成都市人民政府承办。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

开局之年。本届大会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以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为主线，展现新时代十年网络视听

作为宣传思想新阵地和文化繁荣新载体取得的

重大成果，呈现新时代新征程网络视听奏响主旋

律、奋进新征程、实现新跨越的新面貌。

据介绍，本届大会以“新征程，再出发”为主

题，将聚焦网络视听发展的新模式、新内容、新

文化、新业态、新格局，重点打造四大平台：学习

贯彻中央精神、宣贯行业政策的权威发布平台，

呈现网络视听新业态新技术的成果展示平台，

凝聚各界共识、推动创新发展的行业赋能平台，

群众广泛参与的大众共享平台。围绕以上“四大

平台”功能，大会将创新活动设计，力求兼顾专

业化和大众化，既有体现政策引领性、行业权威

性和社会公益性的主体活动，又有突出内容丰

富性、产品市场性和群众参与性的配套活动，包

括主论坛、专题论坛、特别活动、发布大厅、云展览、视听嘉年华等在内的70余场

丰富多彩的活动，涵盖网络视听行业发展与社会责任、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媒体

融合发展、智慧视听、保护未成年人及防范网络沉迷等热点和前沿课题。

大会将秉承“共创、共享”的理念，创新方式开门办会，邀请国家多部委、多机

构、多平台，同时还将邀请来自主管部门、主流媒体、行业协会、高校、运营商、重

点广电机构、主要互联网视听平台的相关负责人，以及知名制片人、导演、编剧和

优秀演员等演讲分享，实现全产业链共同参与，推动行业各方深入交流与合作，

形成全行业共襄盛举、同创共享的全新办会形态，切实发挥“年度行业风向标”的

重要作用。 （许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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