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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剧集《想见你》导演黄天仁
执导，张彬彬、吴倩领衔主演的都
市爱情轻喜剧《三分野》日前于腾
讯视频开播。该剧改编自人气

“燃甜作家”耳东兔子同名人气小
说。剧集首播后热度一路高涨，
相关话题登上微博热搜。

《三分野》主要讲述了东和集
团大小姐向园（吴倩饰）临危受命
接管企业时，遇到自己曾苦追不得
的“校园男神”徐燕时（张彬彬饰），
两位个性独立，强大坚定的男女打
拼事业、携手成长的励志故事就此
开始。剧中反差萌的人设和差异
化的情感模式亦尤为亮眼：张彬彬
饰演的男主角徐燕时，清俊内敛、
耿直毒舌，有才华却在实现梦想的
职场中屡受挫败；而吴倩饰演的女

主角向园，是野性又可爱的“白富
美”，却可以为爱情主动出击，反差
中自带萌点。感情线中既有校园
懵懂初恋，也有“打脸”囧态，更有
双向奔赴的逆袭成长，十分符合年
轻观众的喜好。

在该剧插曲《星落》MV中，陈
楚生醇厚的声线配合深情悠扬的
曲调，将徐燕时与向园之间从校
园暗恋到职场重逢的爱恋娓娓道
来。除了剧集IP的“爆款基因”，
该剧主创团队也备受关注，导演
黄天仁曾执导现象级爱情剧《想
见你》，斩获豆瓣 9.2 分，《我的前
半生》《秘果》《流金岁月》《欢乐
颂》等作品的幕后团队也集体进
驻该剧。

（每日新报 王轶斐）

电视剧《三分野》开播
张彬彬吴倩“甜野”中双向奔赴

笙协奏曲《云川》、大提琴协
奏曲《黎明》、琵琶与弦乐队《行
空》、唢呐协奏曲《唤凤》，日前，国
家大剧院音乐厅里，俞峰执棒中
央音乐学院交响乐团，与郑杨、莫
漠、兰维薇、张倩渊4位演奏家共
同带来了作曲家秦文琛的协奏曲
之夜，2023 北京现代音乐节的大
幕也就此拉开。

2023 北京现代音乐节以“声
悦启新篇 旋律铸辉煌”为主题，
至5月26日，音乐节将带来3场作
曲大师课、9场专场音乐会和1场
音乐文化发展论坛。

“北京现代音乐节是一个学

术和艺术融合沟通的平台，是呈
现富有青春气息作品的舞台，也
是传递中国现代音乐精神的平
台。”北京现代音乐节艺术总监、
中国音协主席叶小钢说，“我们希
望将中国当代音乐文化传播到世
界各地，让世界听到中国当代音
乐的声音。”

北京现代音乐节创办于2002
年，由国家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
支持，中央音乐学院主办，迄今已
举办400余场音乐会、逾百场讲座
和大师班，并出版了大批学术书
籍、乐谱及音像制品。

（北京晚报 高 倩）

传播当代中国声音
2023北京现代音乐节启幕

日前，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
心、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和中国
文联出版社在京组织召开《2022
中国艺术发展报告》出版发布暨

《2023中国艺术发展报告》编撰工
作启动会。《2022中国艺术发展报
告》在会上正式发布。

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
董耀鹏表示，《2022 中国艺术发
展报告》对2022年中国艺术成就
作了全面总结。这一年，全国文
艺界组织开展了一系列重大主
题文艺实践，各门类艺术创作精
彩纷呈，涌现一批精品佳作；文
艺政策高效落实，艺术创作生
产 、传 播 消 费 机 制 顺 畅 灵 活 ；
2022 年底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助
推文化艺术产业复苏、文艺展演
市场恢复、行业发展信心增强；
新版学科目录颁布，艺术学学科
建设进入全新阶段。

据悉，由中国文联创设的《中
国艺术发展报告》是中国文联的
重大出版项目和重要品牌工程，
自2012年开始编撰以来，至今已
是第11个年头。该报告是全面、

系统、集中展示中国艺术年度发
展状况的综合性文本，具有独特
的时代价值、史学价值、文献价值
和学术价值。

最新出版的《2022 中国艺术
发展报告》，延续了近年来较为稳
定成熟的体例，内容涵盖对中国艺
术整体发展进行宏观概览的总论，
对戏剧、电影、音乐、美术、曲艺、舞
蹈、民间文艺、摄影、书法、杂技、电
视、文艺评论、网络文艺、文艺志愿
服务等14个门类进行微观透视的
分报告。本年度的报告中，除了力
求全面真实地“记录历史”，更加注
重对现象的评析、对问题的思考以
及对趋势的把握，特别是对一年当
中引发热议的重要作品进行了深
入评析，对影响广泛的热点文艺事
件进行了深入观察，对重大文艺政
策进行了深入解读，力图以客观态
度和辩证思维“解读历史”，探寻和
把握艺术发展规律，并在此基础上
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以期对今后
文艺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
参考。

（人民日报海外版 赖 睿）

《2022中国艺术发展报告》发布
中国艺术发展呈良好态势

当下，微短剧、微综艺发展如火
如荼，在影视领域掀起一股注重强
情节、快节奏的“短视频化”创作热
潮。然而，与这一趋势形成鲜明对
比，另一类主打工笔细描、讲求娓娓
道来、弘扬农耕文明的影视作品为
观众营造了一种沉静美好的慢生活
空间，在治愈心灵、疏导情绪的同
时，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
内涵，在立意和审美上实现创新突
破，彰显长视频在现代社会的独特
价值，在影视创作领域引领了一种
新风尚。

从乡村生活的日常到市井
烟火的温暖

一直以来，农耕文明是文艺创
作的素材富矿。但是与以往创作不
同，随着网络文化的崛起，近年来以
农耕文明入题的影视创作呈现出更
加包容开放的姿态，吸纳了更多层
次、不同维度的文化内容。这种改
变肇始于21世纪初。当时，网络文
学界形成了一种种田文的创作类
型。这种类型的创作没有局限在字
面意思上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农
业种植内容，也不只描写播种禾谷、
饲养六畜、农桑并举、耕织结合的乡
村生活内容，而是选取乡村、市井、
手工业、商业等各种与农耕文明相
关的故事背景和内容元素，描写普
通人的平凡生活、家长里短，讲述他
们在家庭、事业领域日积月累的耕
耘，追求在平淡生活中积攒家底、实
现丰收的幸福感、成就感，贴合了农
耕文明“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观念
和逻辑。

近年来，这股农耕文明创作热
潮从网络文学领域蔓延到了影视创
作之中。《花间提壶方大厨》《知否知
否应是绿肥红瘦》《人间烟火花小
厨》《田耕纪》等由种田文改编的剧
集陆续推出；与此相呼应，《向往的
生活》《亲爱的·客栈》《哈哈农夫》

《种地吧》等慢综艺选择乡野村落场
景、纪实拍摄手法和平缓叙事节奏，
让嘉宾经营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而《奔跑吧》《哈哈哈哈哈》《快乐再
出发》等户外竞技和旅行综艺也纷
纷推出体验农业生产、参与乡村振
兴的内容版块或专题。短短几年
间，一幅农耕文明风景画在剧综领
域徐徐展开，使“种田”的概念也从
一种农耕隐喻变为“采菊东篱下，悠
然见南山”的具象实践和“暧暧远人
村，依依墟里烟”的真实场景。

这几年来，农耕文明影视创作
兴起，给行业和市场吹来一股清丽
之风。首先，这些作品以人物、嘉宾
的日常劳作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点滴为主线，设置矛盾冲突、任务目
标等戏剧化内容。例如《人间烟火
花小厨》里男女主角以食物传情，让
爱情在烹调过程中“小火慢炖”、逐
渐融洽；《卿卿日常》中，男女主人公
携手共度三餐四季，并与其他性格
各异的兄弟姐妹们相伴成长，一起
书写着大家庭的温暖日常。其次，

这些影视作品着重展现衣食住行方
面的知识，从《花间提壶方大厨》里
蜜汁莲藕、煲仔饭和盐焗鸡的烹制，
到《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插
花、点茶的技能，再到《哈哈农夫》中
割猪草、取蜂蜜、出海捕蟹的活动，
传播与日常生活相关、与传统文化
相关的信息，为观众展示生活与文
化之美。再次，为了体现“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的观念，电视剧创作偏爱
在都市、宫廷、战场之外，设置远离
名利争斗的情境，无论是《卿卿日
常》里的“世外桃源”霁川、《玉面桃
花总相逢》中小桥流水的云莱镇，还
是《去有风的地方》里的古朴村落和
苍山洱海，都呈现一种充满市井烟
火气的美学风格。综艺节目更是尽
力搭建田园牧歌式的场景，比如《向
往的生活》在北京密云、浙江桐庐、
湘西翁草让嘉宾过“一宅、二友、三
餐、四季”的乡居时光，《亲爱的·客
栈》让嘉宾在泸沽湖、阿尔山、黄河
宿集等风景胜地经营民宿。总之，
农耕文明影视创作借助生活流叙事
方式，在山林、水乡、田野、海边打造
认真生活的角色面孔及人物关系，
让身处加速环境中的都市观众在浪
漫诗意中获得解压治愈。而作品蕴
含的耕读传家的生活态度、恬淡悠
远的审美意境也在一定程度上涤荡
了戏谑、爽感等网络文化内容带来
的负面影响。

从琐碎的流水账到充实的
乡村叙事

随着作品数量增多，农耕文明影
视创作的问题也暴露出来。在弱化
了竞争、对抗等戏剧张力之后，琐碎
的日常劳作内容如何避免变成流水
账，过滤了复杂社会关系、只过小日
子的情节如何避免变成缺乏精神营
养的“电子榨菜”，这些问题成为农耕
文明影视创作的瓶颈。一些电视剧
里的乡村场景及人物状态看似日常，
实则不食人间烟火。有的综艺节目
摆拍痕迹明显，如穿着白鞋下泥地种
菜，现挖鱼塘、放鱼现抓，这些与现实
农村的生活相去甚远。部分作品成
了加美颜滤镜的伪田园风，导致部分
影视创作口碑下滑。这说明，单靠打
卡旅游、走马观花地体验田园生活，
很难引发观众的深层心灵共鸣，台前
幕后的创作者必须对农耕文明进行
切实了解、深刻体会。

可贵的是，我国影视界一直保
有深入生活、扎根土地的文化传统
和创作情怀。比如《舌尖上的中国》

《风味人间》等深入乡村，记录农民
与食物相关的生产生活故事，以讨
论食物、土地、人三者的关系，从众
多美食文化作品中脱颖而出。《山海
情》里村民在农业专家的指导下种
蘑菇、卖蘑菇的剧情受到观众追
捧。作品用真实细腻的笔触展现真
实的农业生产过程，既描绘种植过
程的艰辛，也表现丰收时的喜悦。
还有近期播出的《种地吧》挑选十位
年轻人深入农村基层，用 190 天时

间完成142亩土地从耕种到收割的
全过程，同时还要解决自身居住、饮
食、资金分配以及与村民合作等问
题。他们晌午学习操作收割机，雪
夜为农田通渠排水，不是割稻子累
得一句话都没有，就是激烈探讨如
何挖沟的问题。看到节目里这群年
轻人团结协作，热火朝天地割杂草、
搭大棚、开挖掘机，观众大呼“解
压”；看到节目里田间嫩绿的秧苗、
一天劳作后归途上的落日余晖、深
夜抢收水稻时夜空突然绽放的烟
花，观众直言“被治愈”。可见，苦中
作乐是真乐，忙里偷闲更悠闲，接地
气的热血躬耕和粗粝的纪实画面反
而更加凸显了此类创作特有的诗意
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深入三农
实践之中，把闲适的田园慢生活转
化为忙碌而具有现实意义和社会价
值的农村生活、农民故事、农事活
动，才能彰显农耕文明影视作品独
有的艺术魅力。

从田园牧歌的治愈到传统
文化的弘扬

农耕文明影视创作还应深入挖
掘、提炼中国农耕文明的精华。中国
农耕文明是一种淳朴内敛又饱含生
命力的文化形态，以此为创作基础的
农耕文明影视作品应该超越小清新
和小确幸的浅表层面，进一步升华为
质朴宽厚的美学风格和踏实进取的
精神追求。这就要求台前幕后的演
职人员具备高度的文化自觉，放低身
段、卸下包袱，踏踏实实地走进田野
和乡村，走进社会现实和人民生活之
中，去求知、求真、求美。

再者，中国农耕文明几千年来形
成了不违农时、精耕细作、重视天地
人和的传统，反映人类对土地的敬畏
之情，表现了自然规律给人类社会健
康发展带来的有益启示。《种地吧》
里，十位年轻人直言，一同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不仅治好了焦虑症和失眠
症，也改善了自私、狭隘、孤傲的心
态。《去有风的地方》里许红豆见证了
小马驹出生，感悟生命繁衍生息的意
义，重获了敞开心扉、积极生活的精
神力量。可见，农耕文明影视创作中
表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相遇，不是
占有与被占有、征服与被征服的关
系，而是通过“自我——自然——他
人”的心理推导过程，唤醒责任、净化
心灵、陶冶情操，形成万物休戚与共
的创作理念。

总之，农耕文明影视作品既可以
成为都市观众舒缓压力、感受人间烟
火的媒介通道，也具备了用时代眼光
审视和阐释中国农耕文明价值的潜
力和资质。无论是追求把作品写在
大地上的质朴审美观，还是表达奋发
有为、成己成物的躬耕精神，这种思
路都为长视频创作赋予了一种充满
泥土味道、富有文化底蕴、饱含精神
力量的沉稳气质，这在当前部分影视
创作呈现短视频化、快节奏化的趋势
之下，显得尤为珍贵。

（光明日报 徐海龙）

农耕题材影视，吹来一股清丽之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