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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节目文化交流节目《《美美与共美美与共》》绽放人类文明互鉴之花绽放人类文明互鉴之花
□□项昊宇项昊宇

三年前，丹尼斯·维伦纽瓦执导的
科幻巨作《沙丘》在全球掀起了一股

“沙丘浪潮”，瞬间让这个半个多世纪
前的IP引起广泛关注。《沙丘》改编自
弗兰克·赫伯特的同名小说，自1965
年首次出版以来，便凭借其复杂的人
物关系、横跨5000年之久的时间跨
度、丰富的哲学思想被誉为“科幻文学
的里程碑”。但影史上对它的多次改
编，均以失败告终。

维伦纽瓦以“集大成”的功力，将
空间造型的视听手段发挥到极致，成
功将小说的“魂”呈现在大银幕上，从
而打造了一个拥有独特气质的沙丘世
界——“厄拉科斯”，里面有着无数瑰
丽宏大的想象与创构。《沙丘》就此一
炮打响，并拿下了六项奥斯卡大奖。

而今年的《沙丘2》，在延续未来
世界古典废土美学的风格下，继续为
观众提供了一种特殊的审美体验。影
片改编自首部小说的后半部分，更为
紧凑地凸显了小说中的对手戏，同时
也并未丢失其写意戏和心理描写。

提莫西·查拉梅主演的男主保罗·
厄崔迪，在这部续集中，从一个家族的
年轻继承人，转变为被弗雷曼人尊为

“天选之人”的领袖。随着保罗能看到
越来越多未来的图景，他终于走上了
一条原本不愿走的路，召集、巩固他的
权力，并应对日益复杂的政治挑战。

《沙丘2》的科幻魅力首先在于其
世界观在美学层面的展开。维伦纽瓦
对场面的设计无疑是影片的最大看
点。作为好莱坞目前最会挖掘场面特
质的导演之一，他曾经提到，自己希望
在电影中探究的，是景观场面对于人
类灵魂的影响，以及自然场面如何唤
起人心中的内在情感。也就是说，他
电影的主角，除了演员饰演的角色之
外，更重要的是场面设计，它决定了创
作的先决思路。

在维伦纽瓦的电影中，人物心境
的转化往往不以对白、话语的方式流
露，而是以场景驱动。如《降临》中，巨
大的黑色飞船登陆地球，几何线条、黑
白色调简化的未知空间，营造出人们
对未知的恐惧；抑或是《银翼杀手

2049》中，壮观的工业末世被铺展于
观众眼前，沙尘席卷的巨大景观静默
如谜。

《沙丘2》在这点上同样做到了极
致。从红外摄像机拍摄的哈克南母星
的黑白影像再到浩瀚的沙丘景观，每
帧画面的精心构图都有目共睹。维伦
纽瓦对于色彩高度统一的敏锐运用，
如哈克南家族的黑白场景、帕迪沙皇
帝宫廷的欧式风格，不仅增强了视觉
冲击力，也巧妙地通过色彩传达了不
同权力阵营的氛围和内在特质。这种
对细节的极致追求，使得《沙丘2》在
视觉上达到了新的高度。与此同时，
维伦纽瓦对于空旷空间与秩序感的迷
恋，在电影中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显现。

他在谈到创作方针时曾提到：“空
旷景象与静默场面的冲击，都成为保
罗内化的、潜意识的旅程。当人物走
向沙漠的更深处时，我们也走到了他
内心更深处。”视觉叙事的手法不仅赋
予了电影艺术性，也使原著中的哲学
思想得以更好地体现，暗示出了保罗
的成长历程。

角色发展、权力关系的不断对调，
则是《沙丘2》的另一个亮点，也是它
迥异于大部分好莱坞科幻电影的内核
所在。

在权力和复仇的双重驱使下，保罗
必然要直面自己的内心挣扎。他对于救
世主的身份极其抗拒、抵触，不愿意成
为宗教狂热的催化剂，不愿引发弗雷曼
人的复仇之火。但为了更大的目标，他
不得不违背自己的初衷。这条贯穿全片
的核心线索，即是对常见的好莱坞大男
主电影“救世主叙事”的解构。

在《沙丘2》中，我们看到了个体
的神话是如何被造就的——它源于对
集体的意识操控，鼓吹“神秘性力量”
的反复策划、言说，才最终将传说落为
现实。在弗雷曼人的传说中，救世主
将会来到厄拉科斯解放他们，给他们
造出一个绿洲。而实际上，这是由姐
妹会在多个世纪里精心制造的迷信。

影片“拆穿”了这一现象的制造全
程。比如杰西卡夫人饮生命之水而不
死，是因为她受过特殊的解毒训练，而

这却被视为上天的神示。保罗被认定
为救世主，原因除了一次次神迹外，更
关键的就是他配合了自己的母亲，上
演一出饮用生命之水后复活的行为。
当他选择顺应所谓的“人造神话”，坐
上救世主的位置时，他也真正拥有了
控制他人命运的权力。

也正是在此刻，他由一位少年转
变成一场战争的发动者。尽管在电影
的节奏以及某些情节的发展上，保罗
的心理变化呈现得还不够充分；但可
以从中看到的是，保罗的整体成长并
非是简单的黑化，而是在命运的重压
下逐渐接受了自己的宿命。

面对自己看到的预言中那些不可
避免的悲剧，保罗的选择是一定程度
的自我牺牲。他深知自己的每一个决
定，都将牵动无数人的命运，这种重担
让他不得不在个人幸福和更大的责任
间做出抉择。他的行为看似冷酷无
情，实则是无处挣扎。预计在下一部
电影《沙丘3》中，他也将最终成为一
位悲剧性人物。

除了保罗的变化轨迹之外，其他
角色如杰西卡夫人、契妮、邓肯及反派
角色哈克南男爵、菲德-罗萨，也都有
更复杂和立体的表现。电影通过这些
角色之间的冲突，展现了权斗、信仰、
家族伦理与仇恨的多重主题。每个角
色都有自己的故事和动机，他们的命
运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
的权力网络。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暗线的女
性角色塑造。杰西卡夫人的角色在这
一部中有了全新的转型，她不再只是
一位坚强的母亲，更是一位在政治和
宗教间暗中游走的复杂人物，提供给
影片很大的解读空间。而对女主契妮
赋予的当代女性独立思想的改编，让
她拥有自由意识和反抗精神，也为这
个科幻故事增添了现实的温度和批判
的底色。

通过上述提及的一系列冲突强烈
的大群戏，维伦纽瓦将他长年累月思
考的科幻观植入到了《沙丘2》中。

在《沙丘》系列的未来世界中，科
技的发展并没有带来乌托邦式的美好

生活，反而加剧了权力的斗争和人性
的扭曲、权威的迷信。《沙丘2》中的科
技元素如飞行器、蒸馏服、扑翼飞机
等，虽然先进，却被用来服务于更加原
始和残酷的目的。这种对科技的反
思，是《沙丘》系列一直以来的核心议
题之一。维伦纽瓦通过电影向观众提
出了一个问题：科技的进步，是否真的
能带给人类幸福？

《沙丘》系列中，原著的特殊设定，
即是其所处的“后科技”时代。曾经高
度发达的科技文明，在经历了人工智
能的反噬之后，被迫进行了一次彻底
的反思和重置。科技的发展不再是无
限制的，而是受到了严格的道德审视，
自动化和智能设备也遭受全面禁止。
在这里，人工智能和电脑被摒弃，取而
代之的是一种更为原始的交流方式和
决策机制。

这种设定实际上也是对现代社会
中技术依赖和信息过载的反思。在追
求科技进步的同时，我们是否会因为
发展速度过快而失去很多别的东西？
甚至如《沙丘》中一般，复归到欧洲中
世纪的状态？这一重转变为影片的科
幻元素增添了一层现实意义。

影片的深思还体现在对自由意志
与宿命的探讨上。保罗的先知能力让
他能够预见未来，但这种能力同时也
让他陷入了深深的困境。他能够看到
未来的无数种可能，但却无法改变那
些不可避免的悲剧。这种对命运的无
力感，在宿命与自由意志之间难以平
衡的艰难过程，是维伦纽瓦在这部续
集中突出的另一个主题。

总而言之，《沙丘2》的科幻魅力，
除了科幻美学、世界观之外，最终还是
对科技与人类文明的反思，以及对自
由意志与宿命的探讨。维伦纽瓦将两
者交织结合，让我们看到了人类在面
对宏大命运时的挣扎。这同时也是对
人类未来可能面临状况的一种预示。
科幻作品的意义即在于此，通过探索
未来的可能性和超越现实的想象，激
发我们对科技、社会问题的思考，推动
自我反省，亦打开探索的欲望。

（作者系影评人、电影宣发从业者）

评 点

《《沙丘沙丘22》》的视听美学与哲学深思的视听美学与哲学深思
□徐若风

本报讯 4月7日，以杨家将为主题
的新传奇演义河北梆子《万里江山》于石
家庄大剧院成功首演。《万里江山》是国家
艺术基金2024年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
创作资助项目、河北省2024年度舞台艺
术创作工程重点剧目。该剧阵容强大，
由剧作家罗怀臻编剧，韩剑英执导，河北
省河北梆子剧院“二度梅”获得者许荷英
与梅花奖获得者刘凤岭、吴桂云、邱瑞
德、郝士超联袂主演，剧院多位优秀青年
演员也在剧中亮相。《万里江山》以宋辽
年间杨家将传奇故事为题材，在充分尊
重传统英雄形象的基础上，通过现代视
点，塑造了“老令公”杨继业和性格各异
的杨家诸将艺术群像，有力激发了观众
的爱国情怀。

首演当晚，观众们为同一场演出中
并置的男将和女将、男靠和女靠、雄姿勃
发的英雄和英姿飒爽的巾帼形象所深深
打动，现场掌声不断、气氛热烈。编剧罗
怀臻表示，河北梆子《万里江山》剧本的
主要情节大都在不同戏曲剧种的传统戏
里出现过，但又都不是原来的情节，甚至
没有一段台词一句唱词沿用其他现成作
品。“瓦桥关”“金沙滩”“两狼山”“李陵
碑”都曾作为核心情节出现在不同剧种
的戏里，但都不是起承转合的完整结
构。《万里江山》以宏阔视野将不同剧种
乃至影视演绎过的杨家将传奇中的各色
人物汇集在同一个时期的情境中，表现
他们在戏曲表演中的美，也表现他们在
残酷战争中的情。

《万里江山》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
生面。一方面通过汉朝李陵与宋朝杨继

业的跨时空对话，展现了杨家将动人的家
国情怀；另一方面，通过对辽国萧太后与
宋朝杨门一家超越传统的人物关系设置，
巧妙地将历史观、民族观融入剧中。河北
省河北梆子剧院党总支书记、院长赵涛表
示：“杨家将的很多传奇就发生在燕赵热
土，《万里江山》以河北梆子演绎杨家将故
事，彰显杨家将的人物风骨和精神风貌，
充分展示戏曲程式尤其是梆子艺术精彩
绝伦的技艺和响遏行云的声腔，堪称相得
益彰。”

（许 莹）

河北梆子《万里江山》石家庄首演

本报讯 由中央电视台、华策克顿旗
下梦见森林工作室、腾讯视频出品，改编
自亦舒经典同名小说的都市情感话题剧
《承欢记》已于4月10日在央视电视剧频
道、腾讯视频开播。

电视剧《承欢记》由杨柳担任总制片
人，田宇执导，李晶凌任总编剧，杨紫、许
凯领衔主演。该剧讲述了当下年轻人在
成长过程中，寻求自我与家庭关系平衡的
心路历程，故事通过聚焦当代新型亲子关
系的重塑与融合，在展现代际观念差异的
同时，也传递家庭的温暖。出身于上海寻

常人家的女孩麦承欢（杨紫 饰）认真努力
且极具韧性，看似平凡的外表下，藏着一
颗爱护家人、永不服输的心。她在“承欢
父母”和“承欢自我”之间努力求索，在与
家人的磨合和相互治愈中，最终走出了一
条独属于自己的成长之路。

值得一提的是，剧中还集结了老中青
三代演员，杨紫、许凯与何赛飞、姚安濂、
吴彦姝等同台飙戏，剧中人物形象立体，
在碰撞出充满戏剧张力的火花的同时，更
演绎出“中国式家庭”特有的亲情羁绊和
烟火气。 （许 莹）

亦舒同名小说改编
电视剧《承欢记》开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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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梆子《万里江山》剧照 邢 辛 摄

3月 16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与文化和旅游部联合摄制的大型国际
文化交流节目《美美与共》在总台央视
综合频道播出了第十一期，《美美与
共》第一季正式收官。节目制作播出
历时大半年，跨越五大洲的53个国家，
邀请了224位外国嘉宾，讲述了中外文
明交相辉映的无数个动人故事。作为
文化嘉宾，我有幸参与了其中8集33
个选题的录制，对我个人来说是一次
珍贵的文化洗礼，也得到了人生阅历
的丰盈和思想的升华。正如我在开篇
讲述中提出的口号：“让我们一起理解
世界，读懂中国”，这是我心目中《美美
与共》最朴素而又真挚的追求。因为，
《美美与共》谱写了一部中外文明交流
互鉴的壮美篇章，是不负我们这个时
代的文化传播者。

“美美与共”出自著名社会学家费
孝通先生的一句箴言：“各美其美,美人
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句话之
所以广为流传，在于其寓意了人类社会
古往今来崇高的理想追求。在2023年
底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明确了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时代
中国外交工作的主线。《美美与共》以创
新实践生动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记录下新时代中国对外交流合作事业
长足发展的坚实历程。

历史是由人民书写的。《美美与共》
讲述的正是“国之交在于民相亲”，透过
普通人的喜怒哀乐，通过超越国界的深
厚情谊，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被紧紧联
系在了一起。节目第一季共11集，通
过45个精彩主题，多视角全方位地呈
现中外文化交流的不同截面，反映出中
外文明交融所具有的深厚历史底蕴和
现实需求。在《美美与共》展开的宏大
时代画卷中，里面每一个故事都是世界
人民命运与共、携手前行的真实写照，

寄托着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的美好理想
信念。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美美与
共》是一趟跨越山海、穿越时空的奇幻
旅程。节目以文化丝路为纽带，联结了
世界四大洋五大洲，全景式呈现中外文
化、经济、科技、民生、艺术等各领域的
交融互通。

“多元包容、合作共赢”是《美美与
共》整档节目的思想内核。224位肤色

不同、国籍各异的外国嘉宾是中外文
化交流的代言人。他们以亲身经历讲
述“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鲁班工
坊成为职业教育国际交流合作平台，
助力无数年轻人成为能工巧匠；他们
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践行者，中蒙共
植10亿棵树，将为东北亚地区的生态
安全筑起“绿色长城”；他们也是中外
友好事业的传承者，柬埔寨小公主珍
娜惊艳亮相，与中国小朋友携手共唱

《共饮一江水》，诉说了中柬友谊的源
远流长。

《美美与共》上天入海，探索未
知。从仰望星空的“天宫”画展，到挪
威深海的“蓝色粮仓”，从汇聚四方的

“种子银行”，到探索未来的脑科学，世
界竟然如此奇妙。《美美与共》里不只
有诗和远方，也有粮食和生计。从马
达加斯加的杂交水稻，到斐济的菌草
事业，从马尔代夫的跨海连心桥，到穿

越喜马拉雅山脉的中尼公路，中外合
作造福世界，惠及千万民生。《美美与
共》深情讲述了人类文明的历史传
承。中外联手修复吴哥窟、数字化呈
现敦煌莫高窟、携手保护希瓦古城、发
掘玛雅遗址。当历史映照进现实，世
界文化遗产在中外合作中重现生机活
力。《美美与共》精彩呈现跨越山海的

双向奔赴，“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
邻”。“义新欧”班列跨13000公里串联
起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智利车厘子
跨越2万公里的太平洋走进中国寻常
百姓家；当故宫遇到凡尔赛宫，300年
前的文化交融碰撞，在中法建交60周
年之际焕发了新的生机。

《美美与共》是一个大舞台，能作为
文化嘉宾参与其中，对我而言是激动人
心而又极具挑战的一次人生体验。我

参与录制的时间跨度近两个月，在本职
工作之余往返于北京市内与远郊的摄
影棚之间，经常是披星戴月，这项工作
的压力和艰苦程度超出预想。从前期
讨论剧本到思考消化和记台词，再到录
制前与导演和嘉宾沟通过细节，做好充
分准备是保证节目成功的关键。在这
方面，节目编导团队专业高效而又细致
周到的前期准备工作，为我能轻装上阵
提供了有力的后盾支持。

《美美与共》突破了传统的综艺节
目类型，打通了歌舞、访谈、纪实类节目
的界限，糅合多种艺术手段和媒介方
式，既有宏美壮丽的影音震撼，也有小
桥流水的浅吟低唱，既有细腻深沉的心
灵对话，还有热情洋溢的现场互动，艺
术呈现效果精彩绝伦。

随着节目的播出以及在海内外的
广泛传播，节目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
响，也赢得了国际赞誉。中国外交部发
言人汪文斌、柬埔寨王国王室成员诺罗
敦·珍娜公主、洪都拉斯前总统府新闻
部长都曾发文推荐节目，20多个使馆、
大使和外交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节
目内容。《美美与共》已经成为中外文明
交流互鉴的标志性符号。

作为一名国际问题研究者，我坚信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也需要中
国。《美美与共》寄托着中国对世界和平
发展、各国团结合作的美好愿景。我很
喜欢节目中引用过的一句非洲谚语：

“独行快，众行远”。这句话启示我们，
中国的文化之美、文明之光、发展之惠，
只有在与其他国家的交流互鉴中才能
得以最大限度地呈现。让世界了解中
国，让中国拥抱世界——这正是《美美
与共》的初心与使命。

（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
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美美与共》文化
嘉宾）

中国歌手李玉刚中国歌手李玉刚（（左左））与俄罗斯歌手与俄罗斯歌手
维塔斯维塔斯（（右右））同台演出同台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