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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2 月底，“2023 抖音年
度好书榜”发布，包括《我与地坛》

《晚熟的人》等共计20本书入选。
这一年，《百年孤独》《我与地

坛》等经典好书在抖音再度翻红，
《赶时间的人》《翦商》等小众新书
受到关注。

因读者对《我与地坛》的一段
书评，网上衍生出了“子弹文学”，
#来自十年前的子弹正中眉心#登
上热榜第一，众多网友也因此在
1.5 亿 次 视 频 播 放 中 ，走 近 史 铁
生；《晚熟的人》是莫言获诺贝尔
文学奖 8 年后出版的首部作品，在
抖音，#晚熟的人#话题下共有 3.5
万个视频，累计收获 16 亿次播放；
小众历史书《翦商》一度成为口碑
之作，#翦商刷新了我对历史的认
知#话题共收获469万网友点赞。

据统计，2023 年抖音读书类
内容数量增长 922%，平均每天有
1.4 万条；读书类作者增长 779%，
作者月视频发布量增长 1581%。
越来越多的读者得以跨越时空，
走近经典书籍，和作家、出版社

“云端对话”。
通过短视频，许多书籍以更

直观、更生动的方式呈现在用户
面前。余华《第七天》书中关于

“门铃响了”的经典内容翻红，收
获了8.7亿次观看。

抖音创作者@1379 号观察员
用 4 个月整理出 8 万多字的文案，
把《百年孤独》做成 20 多集“动画
连续剧”，重新阐释了马尔克斯的

创作脉络。截至目前，该系列视
频在抖音播放量超过883万次。

与@1379 号观察员类似，创作
者@不略 用漫画将《窄门》制作成
6 分钟的说书视频，得到了 122 万
次观看，该书再度走入大众的视
野。

除了阅读经典好书，素人写
作者也通过平台受到关注。@外
卖诗人王计兵 在抖音上与网友交
流诗歌文学，他在送外卖的间隙，
在烟盒上、废报纸上写下诗句，发
在自己的账号上。今年，他将过
往作品集结成一部诗集《赶时间
的人》。《赶时间的人》相关短视频
共获得 3.1 亿次播放量。也因此，
王计兵和他的诗被越来越多人熟
知。

澎石 据澎湃新闻

国家电影局 1 日发布数据，
2023 年我国电影总票房为 549.15
亿 元 ，观 影 人 次 为 12.99 亿 。 其
中，国产电影票房为 460.05 亿元，
占比为83.77%。

2023 年我国电影票房榜前十
均为国产影片。其中，《满江红》
票房成绩领跑，《流浪地球 2》《孤
注一掷》《消失的她》《封神第一
部：朝歌风云》《八角笼中》《长安
三万里》《熊出没·伴我“熊芯”》

《坚如磐石》《人生路不熟》位列二
至十位。

对此，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
支 菲 娜 分 析 认 为 ，2023 年 的 国
产 电 影 弘 扬 传 统 文 化 、观 照 百
姓 生 活 ，影 片 质 量 提 升 明 显 。

“国产影片票房成绩亮眼，折射
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步，推动
电影创作者和观众的文化自信不
断增强。”

从《流浪地球 2》到《长空之
王》，从《消失的她》到《孤注一
掷》，从《拯救嫌疑人》到《三大
队》……一年来，青年导演、演员、

编剧脱颖而出。在专家眼中，这
批青年导演的作品已很见功力。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刘海
波分析，无论在剧本创作上，还是
在视听语言表达上，我国青年电
影人的创作水准正日臻成熟，对
类型片生产规律的掌控更加熟
练。

专家认为，2023 年国产新片
在题材探索上不断追求突破，也
让观众看到青年电影人的守正创
新。例如，郭帆团队坚持不懈深
入探索科幻题材的中国表达，《长
安三万里》动画制作团队将视角
聚焦盛唐时期的诗意人生，《长空
之 王》将 镜 头 对 准 试 飞 员 群 体
……

“新片连连看，既接地气，又
有朝气！”“‘流浪地球’什么时候
再出第三部？”网友对这些青年电
影人的佳片频频点赞。“这一代青
年电影人有朝气，也有锐气，大大
提升了国产片生产质量。”刘海波
说。

王鹏 许晓青 魏婧宇 据新华社

浙江考古工作者经过持续对
杭州市余杭区的小古城遗址进行
考古发掘，发现一系列重要商代
遗迹，获得浙江商代考古的重要
成果。这是记者从近日举行的小
古城遗址考古发现学术研讨会上
了解到的信息。

小古城遗址考古发现学术研
讨会 2023 年 12 月 29 日至 31 日在
浙江杭州举行。浙江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小古城考古项目负责人罗
汝鹏研究员在研讨会上介绍，小
古城遗址发现于上世纪 80 年代。
2004 年至今，研究所持续对其进
行考古发掘，成果丰富。

据介绍，小古城遗址的湖西
发掘区发现一处格局复杂、但规
划整齐统一的商代院落型建筑
群。在庙山发掘区，考古确定庙
山山顶存在一座建筑工艺极为特
殊的人工堆筑台体，其占地面积
超过 1800 平方米，相对高度达 8
米至12米，台体气势宏伟，精准地
按照东西南北四个方位进行堆
筑。它的表面还可以看到用不同

颜色填土分层版筑的痕迹。台体
在“台顶”和“台脚”都有建筑遗
迹，尤其是台顶的建筑，明显具有
特殊功能性意义。在北城墙发掘
区，一座商代水门遗迹保存较好，
结构清晰，宽 2.5 米—3 米，留有丰
富的木构件遗物。

据了解，早在 7000 年前的马
家浜文化时期，小古城遗址已有
人居住，其后，崧泽、良渚、广富
林 文 化 的 人 群 持 续 居 住 繁 衍 。
其最主要的文化堆积形成于马
桥文化和“后马桥文化”时期，相
当于中原地区的夏代末期至商
代。近年的考古成果则集中在
距今 3300 年至 3000 年的商代晚
期。

罗汝鹏说，小古城遗址所处
的天目山脉东麓地带还发现了多
处夏商时期的遗址。近年来的考
古发现证明，到商代，浙江地区的
先民通过与中原的交流，进入了
新一轮的发展期，为越国的发展
奠定了基础。

冯源 据新华社

电视剧《繁花》开播：
时代记忆泛着光泽时代记忆泛着光泽

杭州小古城遗址商代考古
取得重要成果

2023我国电影总票房达549.15亿元
国产影片成绩亮眼

电视剧电视剧《《繁花繁花》》终于开播了终于开播了，，在岁末激荡起时代共在岁末激荡起时代共
鸣鸣。。这部剧虽立在时代变革下的上海生意场这部剧虽立在时代变革下的上海生意场，，却是在讲却是在讲
述人生百态述人生百态、、俗世悲喜俗世悲喜。。观众不论是追怀彼时的灿烂观众不论是追怀彼时的灿烂，，还还
是在阿宝等角色身上发现理想的自己是在阿宝等角色身上发现理想的自己，，都感受到了都感受到了《《繁繁
花花》》所携带的情绪与精神所携带的情绪与精神，，并将其升华并将其升华。。

《繁花》是靠故事实实在在地吸引人，它将故事
与人物放入历史谱系中加以讲述。剧中，在时代
的加持下，阿宝等人跻身成为商界后起之秀。20
世纪 90 年代上海正带动着长江流域进行新的飞
跃，单就那条仅有 755 米的黄河路，每分每秒都有
戏码上演。《繁花》的故事在这里开局，围绕人们的
命运徐徐展开，不过两集，就勾勒出“宝总”的人生
轨迹，也诉说了发根等人因一己贪欲走上歧途。
风云变幻的资本市场、复杂的人性、微妙的情感等
汇聚一处，《繁花》极具历史激情和现实感染力，扣
人心弦。

《繁花》承袭了原著鲜明的特色，渗透出文学之
美。剧中采用交叉缠绕叙事，灵动、鲜活、信息密度
高，环环相扣出大小高潮。讲阿宝、玲子、汪小姐、李
李、爷叔等人创业的风光与凶险，也回首如今景观之
源流。“当下”与“过去”密集地关联在一起，相互交
映、互为镜像，极有复调感，是凸显个人与时代相辅
相成的所在。《繁花》的地域特色和语言风格更是一
大看点。金宇澄在创作小说时就大胆废除了人物的
心理描写，改用对话代替，这一点在剧中亦有很好的

体现。吴侬软语下是冷酷无情的资本市场，角色寻
常对话中暗藏着生活哲思。仁智互见，观众可以在
观看过程中细细揣摩。

从文本到影像，《繁花》的光影有上海的腔调，有
王家卫的标识，由此显现出独特的时代纵深感。剧
中影像充满希望与生机，多有对寻常普通生活、市井
百态的刻画，家常小馆里的氤氲热气，大年初五路边
点燃的烟花，带观众慢品人间烟火色。同时，《繁花》
的画面流转中又饱含迷恋和思考，频繁出现的都市
迷离光影、夜晚霓虹变幻，看似为“繁花”的表征，又
似角色孤寂疏离的自我追寻。

《繁花》以上海这座城市为落点，其实要说的是
每一个不舍昼夜的追梦人。剧中的阿宝、玲子、汪小
姐、李李等年轻创业者拼尽全力奋斗的1993年，正
是上海建设成为我国最大经济中心城市的起点，我
国外贸发展增势强劲的时期；阿宝等人“左手做外
贸,右手炒股票”，正是对上海改革与进步的具象写
照。他们与市场、生活的每次交手，都充满历史细节
和时代气味。

阿宝等人命运的深刻性在于大时代带来的冲

击和动荡。《繁花》极为深入地铺展开人与人之间
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连接了过去与当下，为屏
幕前的年轻观众带来充满享受和代入感的观剧体
验。从寂寂无名到声名鹊起，剧中人物在时代洪
流中的每一次抉择都有不平凡的意义。彼时与此
时的年轻人虽有差别，但都处于相似的激烈竞争
环境中，剧中人物面对机遇充分发挥出自己的能
量，克服自身的局限以及环境带来的困难，具有极
强的参考价值。观众看《繁花》，也是在看自己、认
识自己，阿宝对朋友们的仁义、玲子的能屈能伸、
汪小姐的聪明能干、李李的“至真”等等，都值得细
品，提供给年轻人超越自我困扰和焦虑的可能。
也就是说，观众看的是传奇故事下具体可考的励
志文化。

《繁花》之所以引人关注，在于它将上海精神精
准地传递了出来。这其中包含时代风云和创业者奋
进之姿构筑出的风貌，历史韵致和群体奋斗心态铸
就出的气质。《繁花》为那个难以描摹的时代作注解，
向伟大时代与人们致敬。

张颐武 据《北京青年报》

站在年边站在年边，，细品老芜湖的年味儿细品老芜湖的年味儿
“阅·芜湖 城市记忆讲坛”元旦开讲

□记者 田琦 文/摄

每到元旦，年的气氛就渐渐聚拢而来，站在
公历新年盼望农历新年，是大人孩子潜意识里
对假期、美食、聚会的念想，但在老芜湖的年俗
里，年味儿远不止这些。本期“阅·芜湖 城市记
忆讲坛”特意选在元旦假期开讲，《芜湖日报》编
辑部总编辑、芜湖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唐玉
霞作为主讲人，从地理概念和时间概念上的老
芜湖、南北方年俗差异、芜湖年的文化背景等方
面，将老芜湖的年味儿娓娓道来。

芜湖年从一碗腊八粥开始

老芜湖到底有多老？老芜湖究竟指的是
哪里？主讲唐玉霞首先从时间概念和地理概
念上给老芜湖“画个圈”。芜湖的历史可以追
溯到春秋时期，地理概念上，我们说的老芜湖
通常是指芜湖古城这个区域，最早形成于北
宋。

近代以前，长期的农业社会产生和继承、发
展了很多节气，如“四时八节”。其中“八节”指
的是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
冬至。“四时八节”是典型的农业时令节气，它是
自然环境、气候、地理、天象等变化的节点，制定
这些节气，其目的就是为农业生产服务。按照
节气，春节在大寒、立春前后，也就是隆冬之末、
新春伊始。此时天寒地冻，田间已无劳作，秋季
田里收下的五谷相对充盈，用一个节日犒劳一
年的辛劳正当其时。

全国各地庆祝新年有着不同的习俗，南北
方差异明显。北方过年会贴窗花、吃饺子、逛庙
会，南方过年则会贴春联、吃年糕汤圆、舞龙灯、
划彩船。唐玉霞说，芜湖位于安徽东南部，在过
年的民俗上与皖南其他地区相似。历史上，芜
湖就是皖南经济、文化、政治重镇，又处于“吴头
楚尾”的位置，晋永嘉之乱以后，北方汉族士民
被迫南渡，有些中原的郡县侨置于芜湖一带，因
此芜湖的年味既有南方味也有北方味。

过了腊八就是年，芜湖年是从一碗热气腾
腾的腊八粥开始的。此后，各种年俗一一上
场。老芜湖人在过年的时候会请来杀猪匠杀年
猪，养了一年的猪到了冬天膘肥体壮。有了充
足的猪肉，接下来的新年就能过得滋润富足，多
余的肉还能腌制后储存，一直吃到来年夏天。
新年添新衣，老芜湖人要专门请裁缝匠到自己
家里缝制一家人的新衣服，过年前，裁缝匠成了
香饽饽，常常上家的活还没干完，下一家已经等
在门口了。

老芜湖人为过年所做的准备还有给房子洗
涤、除尘，准备各种吃食，如炸圆子、做蛋饺、做
糖果糕点，忙得不亦乐乎。

芜湖过年的那些老理儿

在大人的忙碌和孩子的期盼中，除夕终于
到了，过年了。唐玉霞说，过年的关键词排第一
的一定是吃。年夜饭大鱼大肉自不必说，但有
几样菜在老芜湖人的餐桌上必不可少，那就是
炸圆子、年鱼、蛋饺，还有青菜炖豆腐。尤其是
青菜炖豆腐，看起来很平常，但老芜湖人深信

“青菜豆腐保平安”的老理儿。
老芜湖人过年的老理儿还有很多，比如不

能口无禁忌，要把吉祥话挂在嘴边；过年期间不

能要债；大年初一不要拿剪刀、做针线，远离利
器；不要拿起扫帚扫垃圾，以免扫走财
运；不要吃咸菜稀饭，一年的好日
子哪能从清贫开始……老芜湖
的老理儿不知始于何时，也无
人考证究竟有没有道理，
大家笃定，老理儿就是老
祖宗传下来的真理。

过了除夕，初一要
开财门、拜土地爷，初二
要回门、走亲戚，初三要
走亲戚、送年，总之，接
下来的每一天都喜气洋
洋，每个人的嘴巴上都闪
着油润的光，这样的年一直
要持续到正月十五元宵节。

关于过年，民间有很多民谣，
唐玉霞说它们无不表达着过年的仪式
感和老百姓对于美好生活的祈盼。借助“阅·
芜湖 城市记忆讲坛”，以后还会分享更多关于
老芜湖人生活的点滴。

本期“阅·芜湖 城市记忆讲坛”由芜湖市文
化和旅游局主办，芜湖市图书馆、芜湖书房·弋
江南书苑承办。据芜湖市图书馆相关负责人介
绍，自2018年以来，芜湖市图书馆积极谋划建设

“阅·芜湖”阅读推广品牌，通过设立基层阅读
点，让优质阅读活动走进社区、乡村、学校和企
事业单位，扩大阅读推广活动的影响力。2021
年起，芜湖市在全市范围启动城市书房建设，大
力推进“15分钟阅读圈”建设。芜湖市图书馆以
此为契机，推进“阅·芜湖”阅读推广品牌升级，
借助“芜湖书房”平台，联合芜湖市文联、共青
团、地方志、高校等各类资源，积极导入各类文
化群体，将阅读融入芜湖特色资源和文化元素

之中，开发了“阅·芜湖 城市记忆讲坛”“阅·芜
湖 名家讲堂”“阅·芜湖 鸠兹学堂”“阅·芜湖 悦
动听”等系列阅读推广活动，传承芜湖文化，讲
好芜湖故事。

其中，“阅·芜湖 城市记忆讲坛”以芜湖历
史、两江文化、江城美食、城市建筑等独具芜湖
本土特色的内容作为主题举办公益文化讲座。
邀请本地知名专家学者走进公共图书馆、“芜湖
书房”，讲述芜湖地方的历史与文化故事，迄今
已开讲52场次，参加活动读者逾1万人次，深受
市民读者欢迎。

据了解，春节之前，“阅·芜湖 城市记忆讲
坛”还将举办年俗讲座，为这个春节增添浓浓的
文化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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