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沈荻

今年的端午节小长假，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
中，以乌镇为首的南方诸多古镇赫然霸榜，其中，横
店影视城也成了人们度假休闲的热门旅游地之一。

作为中国规模最庞大的影视城，横店不但拥
有各类风格的影视拍摄基地供游客参观，与剧组
和演员们的偶遇甚至是近距离接触更为游客提供
了一种沉浸式的旅游体验，而横店在端午节期间
举行的一系列活动——古装游园会、龙舟、非遗美
食集市等，则体现了横店一向所奉行的“影视为表，
旅游为里，文化为魂”的经营方针。结合这几年的
国潮风热度，横店的大热自在情理之中。

人文景观之城 梦幻与现实交错之城

横店影视城号称中国的好莱坞，是国家级影
视产业试验区，也是5A级旅游景区，坐落在浙江
省金华市东阳市的横店镇。这座20世纪90年代
尚是一片农田的南方小镇曾经默默无名，而今，它
已承载了超过2/3的国产影视剧制作，是当之无愧
的行业巨无霸。

它由三十几个影视拍摄基地和年代各异的建
筑群构成，主景区包括以秦王朝的咸阳宫为原型
打造的“秦王宫”、还原鸦片战争前后广州和香港街
市风情的“广州街·香港街”、以张择端画作为蓝本
的“清明上河图”、与北京故宫1:1等比例修建的明
清宫苑建筑群以及展示火山喷发、暴雨山洪等特
殊自然场景为主的“梦幻谷”。拥有超过2000个
拍摄场景，总占地面积达到了5万多亩。

进入横店，就如同坐进了时光穿梭机，上午在
明清故宫里旁观皇阿玛与众妃子谈笑聊天，中午
在1840年的香港街附近喝杯鸳鸯奶茶，下午可能
就直接穿越到了解放战争的战火硝烟中。这种零
距离的参与感，赋予了游客独特的旅行体验和旅
游享受。如果你是一名汉服爱好者，在横店会更
加如鱼得水，穿着飘逸的古装，手执香扇，在古香古

色的场景中穿梭，有一种如梦似幻之感。
作为一个曾在横店跟过剧组、旁观过拍摄、又

到处闲逛的“街溜子”，我对于横店有一些更深的体
验。在巍峨辉煌的影视拍摄基地之外，横店，与其
他平平无奇的浙江乡镇似乎并无二致。狭窄的街
道被沙县小吃和各种地方菜馆的门面房簇拥着，
道路有些年头了，树木和花坛也疏于修缮。扫一
辆共享单车，骑行在路上，一抬头，就看到明清宫苑
高大的红墙，而在红墙和街道之间，则是荒漫到遍
野的藤蔓和树木。更远一点儿的郊外，是鳞次栉
比的民房，它们以一种凌乱的姿态，见缝插针地扩
充着自己的内部面积，于是很多时候看上去就像
一堆乱搭的积木。

这里没有华丽的城区，也没有现代化的建筑，
但因为人多，碳排放也多，每年夏天，据说横店的温
度总是浙江最高的，甚至可以达到45摄氏度高温。
在夏天拍戏对每一个演员来说，都是一件困难的
事。因为内外景的空间巨大，剧组无法提供空调，于
是大量的藿香正气水和成桶的冰块儿就成了每个
剧组的标配。

而夜晚的横店，街市上浓浓的烟火气息，也和
大多数的小城市无异。穿梭往来的外卖员，夜市
的烧烤和小龙虾，啤酒瓶盖打开的声音此起彼伏，
灯红酒绿的酒吧外，地摊上的衣服便宜到不能置
信。开出租车的司机大叔特别有人情味，要是路
线足够长，他还会自动化身为导游，告诉你这里是
哪个景点，这几天有哪个大明星过来拍戏……

如果你曾经行走在白天的宫城之中，景点外的
横店很容易给你一种割裂的感觉，像是梦境与现实
的交错。这是一座真正“人为”的城市，在虚幻的华
美外表下，一切都是“假”的。时间在这里失去了功
能，建筑也无法再用历史和人文来估量它的价值。
目光所及之处都是在造梦，角色是扮演出来的，所有
的故事也是虚构的，而唯一的真实，是人。

横店的人分为三类：一类是以谋生为目的的生
活者，他们就像是横店这台巨大造梦机器上的零部
件和螺丝钉，承载着这座小城每一天的基本运转；一
类是造梦人，剧组、导演、演员则是它的核心；还有一
类，则是以游客和数目庞大的群演构成的体验者。

横店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

作为一座功能性的旅游地，横店的最大特色当
然是演员和剧组，鼎盛时期横店年接待剧组的数量
高达近400个，每个月同时有几十个剧组开机，在各
个场景之间连轴转。这里是影视人的大本营，成就
着他们的职业前途，也承载了他们的一部分人生。

我曾跟一个演员聊天，他的家安在北京，但每
年有一大半的时间待在横店。在横店的出租房
里，他购置的日常用品比在北京还要齐全，甚至他
还买了一台最心爱的咖啡机放在横店，这可是连
北京的家都没有的待遇。他说，在横店的每天早

上，尤其是拍早戏的时候，在半睡半醒之间喝两杯
咖啡是这一整天的续命良方。

横店的每一天，几乎都是24小时连轴转的。
影视基地的白天和夜晚，在高悬于半空中的大灯
照耀下几乎没有了分界线。

我曾在剧组里跟过一个大夜，看着演员们从
早上进化妆间，一直熬到凌晨三点才收工。因为
是古装，主角的化妆时间长达两个小时。抵达拍
摄现场后，演员们做的最多的事情是等待。如果
是拍外景，就要等天气、等光影；如果是内景，则要
慢慢地等待着自己的那一场戏份儿的到来。化妆
师们背着重达十几斤的化妆箱随时候命，在拍摄
间隙里为演员们补妆；摄影技师们在每一场戏的
间隙里飞速地拆卸摄影机的大臂，然后迅速挪到
另一个机位再重新安装。每个人都各司其职，井
然有序。

年轻的女主角吃着一份简单的炒包菜当午
餐，一边吃一边看剧本，最终也只是吃了几口就匆
匆扔下，而她的戏份儿几乎从早晨一直延续到凌
晨，让我忍不住对演员这一行业所需要的体能和
精力感到由衷地钦佩。

我好奇地跟一位明星的助理聊了几句，得知她
最初来横店时也是做演员。由于外形的限制，她只
能做群演。后来在横店待久了，一点点地转换工种，
先去做了演员助理，又因为工作能力好，慢慢地变成
了剧组的统筹。

类似的经历在横店并不少见，很多漂在横店
的人都是斜杠青年，做过的工作简直比演员的角
色还要跳跃。他们来到横店的原因各不相同，刚
毕业来碰运气的大学生、表演专业怀抱着明星梦
的年轻人，还有明星的粉丝。他们之中有些人短
暂地停留后离开，有些人则留了下来，渐渐地变成
了剧务、场工、演员助理……每一份工作的背后都
是一段故事，也都是一段人生。

群演是横店的基石

如果说，大大小小的剧组和演员之于横店是
灵魂一般的存在，那么数目多达20万人的横店群
演则是最终托起这座中国影视巨塔的基石。

每天都有人津津乐道于王宝强在横店当群演
的经历，无数人被鼓舞着来横店寻梦，其中不乏想
趁机靠近明星的粉丝，也有大学生趁着暑期或大
四的实习期来横店游玩，顺便当个群演玩一玩。

如果你想来横店试一试自己有没有当演员的
天赋和运气，只须去演员工会报个名，办个暂住证，
就能拿到一张演员证，开启群演的大门。至于能
够拿到什么角色，一来要看运气，二来还要看实
力。长相姣好的人可以去考前景，比如容易拿到
站在正主儿身边的宫女和太监之类的角色，在银
幕上露一露脸，要是运气好还能有几句台词。

再往下深耕，还有特约演员。同样根据拍戏
的经验、作品和形象，分为小特、大特，当然工资也
水涨船高。最底层的群演工资，8小时大约百元出
头，如果需要扮演尸体或拍熬夜、淋雨等特殊场景
的戏，则会收到剧组的红包。虽然工资不高，但大
多数来到横店当群演的人，更在乎的是一份与日
常生活截然不同的人生体验，甚至是一个成为演
员的梦想和希望。

夏天穿冬衣，冬天穿夏衣是常事，一位“00后”
的群演小朋友告诉我，他最怕穿古代的盔甲，一套
盔甲重达20斤，穿上了还得跟着马跑，甚至还得扛
着枪跑、扛着旗跑。相比之下，女生似乎好很多，但
女孩子同样吐槽，说剧组分配的公用古装鞋从来
不洗，上脚会得脚气，拿到手里的戏服，也得先用酒
精喷雾消毒才敢上身。

但吐槽归吐槽，只要一上戏，大家都个顶个的
认真，即使演最轻松的太监和宫女，也得从演员们
进场候命到最后一位演员离场。当被问到为什么
要来横店当群演时，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了一句，因
为自由。

或许，每个时代对于稳定的渴望都注定是主
流，但也有那么一些人，他们的心性如同飞鸟，无论
如何艰难都努力坚持着一种不被定义的生活。他
们的人生或许是渺小的，却也闪着光，也是他们，一
点点地撑起了横店今日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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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元

临近午饭时分，我从冰箱里拿出茭白、香干和
一把绿莹莹的菠菜，打算烧两盘时鲜蔬菜。关上
冰箱门的那一刻，忽然想起了外婆家的楐橱，那只
棕褐色的旧木橱。仿佛看见外婆从菜园里拔了
豆、摘了瓜，走进厨房，打开楐橱门，端出一碗霉干
菜放在灶台上，掸掸锅灶，准备烧晏饭。

外婆的厨房里，最显眼的就是灶台。黄砖垒
成的灶台，外面砌上白石灰，朴实大方。灶台上有
一大一小两只乌黑的铁锅，称为陶镬，两锅之间有
一个紫铜水壶，可以用来烧开水，称为汤锅。灶台
的左边站着一只水缸，盛满清凌凌的井水。我常
常把抓到的小鱼、小虾悄悄地放到水缸里，外婆发
现了也不批评，只是轻轻捞出来养在玻璃瓶里。
灶台的右边贴墙壁放着楐橱，和水缸面面相对。

外婆家的楐橱年岁有些长了，颜色显得深重
些，与灶台放在一起颇为和谐。这楐橱不大不小，
上层有三扇门，内里分成两格，刚好放得下一张八
仙桌的碗头（九大碗，再加一碗汤）。

外婆说，从前地主家的楐橱才叫气派呢，描金
的橱门上雕着花纹，什么梅兰竹菊啊、金玉满堂
啊。橱门有六扇，可以放下两张八仙桌的碗头。

年幼的我一边点头，一边想着地主家的楐橱

里放着哪些菜呢？红烧肉、鲞扣鸡一定是有的
吧。平常日子里，外婆家的楐橱放的也就是两三
碗菜汤菜脚，或半碗菜干，或半碗腌菜，或是小半
碗南瓜蒲瓜，简单得很。

逢年过节或是家里来了客人，楐橱里面才会多
一些菜碗，煎豆腐啊、肉烧油豆腐啊、香干小炒啊等
等。楐橱上格的角落里藏着一瓦罐猪油，玉脂般洁
白光滑，这是外婆用来做菜的“法宝”。比如，咸菜豆
腐汤起锅前，挖一小汤匙猪油进去，那汤就明亮起
来，精神起来，淡而不薄，馋意袭人；手撕茄子、饭焐
萝卜，还有蒸了又蒸的黄豆酱，都需要猪油来提神。

当然，还有我百吃不厌的猪油酱油拌饭。热
乎乎的米饭上加一勺猪油，等猪油慢慢化了再倒
一点儿酱油，用筷子搅拌均匀，让每粒米饭都沾上
猪油和酱油，此间滋味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楐橱中间是两个抽屉，一推一拉，铜锁扣就叮
叮作响。抽屉是家里的百宝箱，但凡觉得有用的
东西都往里面塞：针头线脑、常用草药、工分账册、
纳了一半的鞋底以及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抽屉
的角落里，有一个小小的铁盒子，那是外公外婆放
零钱的地方。夏日黄昏，外公收工回来，从盒子里
掏出两枚硬币，叫我去小店里买一包兰花豆。等
外婆斟上老酒，外公就一边吃豆，一边喝酒。

每年中秋节，儿女小辈们买了月饼回来，外婆

分给左邻右舍、亲戚朋友，剩下的一筒藏进楐橱抽
屉里。月饼一筒十只，白糖椒盐馅，外面贴着“中
秋月饼”的红纸，溢出的油脂将外面的包装纸染出
一块圆圆的斑点。外婆见到我，就拿出月饼递给
我，见我吃得津津有味，她的脸上笑眯眯。

楐橱顶上又是一番景象，报得上名的报不出
名的东西上面都有。有时，外婆要找一样东西，东
找西找找不到。“外婆，楐橱顶上有没有呢？”我在
一旁提醒。

“是啊，是啊，快帮外婆看看！”端来一张凳子，
让我站上去，十有八九能找到。拿到东西，外婆开
心地夸我：“我的外孙就是聪明哟！”

端午要裹粽子，粽叶一捆捆扎好，放在楐橱顶
上。端午前一天，外婆在厨房把碗筷整理得叮当响，
准备好的菜蔬放进楐橱里，然后，从楐橱顶上拿下粽
叶，裹好粽子放在淘米箩里。等吃过晚饭，外公用白
柴在灶前焐粽子。铁火钳捅一捅，火苗蹿得更旺，灶
膛里的柴火“呼呼”地发笑。“灶火笑，有客到！”外婆
看着我说，“明天，你舅舅要回来了！”

“舅舅是客人吗？”这个问题，
我没有想明白。但我知道，明天楐

橱里的菜一定满满当当，连同
外公外婆对儿孙辈的爱与牵

挂，都一齐堆上八仙
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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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有的故事也是虚构的，而唯一的真实，是人。

“这两年随着文旅深度融合，我
们‘花儿’歌手有越来越多的机会登
上大舞台，让更多本地人和外地游
客在领略地方特色旅游资源和美食
的同时，也能了解并欣赏到这种西
北特色民歌。”“花儿”传承人撒丽
娜说。

在黄河上游的广袤地区，“花儿”
作为一种回、汉、东乡等多民族共有
的原生态民歌，在经过岁月沉淀和传
承之后历久弥新。2006 年，“花儿”
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2009年，“花儿”被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作名录。

撒丽娜出生在有着“‘花儿’故
乡”美誉的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海
原县。2013年，这位年仅27岁的回
族姑娘被评为自治区级“花儿”传承
人，是当时最年轻的自治区级非遗传
承人。从宁夏中卫传统村落里的“梨
花节”到甘肃天水的文旅展演季，从
青海贵德的黄河文化旅游季再到宁
夏银川黄河横城的民歌“花儿”歌会
……“花儿”传承人撒丽娜的行程很
繁忙。

宁夏吴忠市同心县计划根据当
地的红色故事，打磨一台“花儿”舞台
剧在 4A 级景区展演，借助文化艺术
的力量带动当地的旅游消费。

（熙华）

讲好有温度有特色的
红色故事

“花儿”唱热文旅融合

横店横店：：人文景观之城人文景观之城 沉浸式旅游体验沉浸式旅游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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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日前公布
了2024年全国红色旅游五好讲解员
培养项目讲解员名单，共有101名讲
解员入选。此前，文化和旅游部培养
了3批共306名全国红色旅游五好讲
解员，对提升红色旅游讲解员服务水
平、激发干事创业热情起到了积极作
用。

据介绍，全国红色旅游五好讲解
员的“五好”，包括政治思想好、知识
储备好、讲解服务好、示范带头好、社
会影响好。这也成为全国红色旅游
讲解员努力的目标和方向。

做合格的五好讲解员，要倾注真
心真情。“永别了，同志们！永别了，
亲爱的慧英！永别的话语响彻夜空，
上海已经迎来黎明，新中国在朝阳中
喷薄而出……”当中国共产党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讲解员张欣怡
讲述李白烈士的英勇事迹时，现场不
少观众眼眶湿润。

“红色旅游讲解员不同于其他
讲解员，我们的初心与使命就是要让
信仰之光照亮前行之路，不能单纯复
述历史，而要真真切切去感知那段历
史、感悟革命先辈身上永不褪色的精
神力量。”中国共产党长沙历史馆讲
解员刘筱茜说。

据了解，近年来红色旅游讲解员
纷纷走出纪念馆，走进学校、社区、企
业，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红色基因
代代相传。

（田宇）

文旅集萃集萃

中的中的味道味道智享记忆

端午前一天，外婆在厨房把碗筷整理得叮当响，准备好的菜蔬放进楐橱里，然后从楐橱顶上拿下粽叶，裹好粽子放在淘米箩里。等吃过晚饭，外

公用白柴在灶前焐粽子。铁火钳捅一捅，火苗蹿得更旺，灶膛里的柴火“呼呼”地发笑。“灶火笑，有客到！”外婆看着我说，“明天，你舅舅要回来了！”

山东快书《武松打虎》、山东梆子
小戏《鲁锦情》、街舞《年画街舞我来
跳》……近日，2024 年山东省“文化
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

“齐鲁文化基因解码利用工程”（非
遗）试点工作阶段成果展在山东省文
化馆举行。

据介绍，展览包括“锦绣天章 物
华齐鲁”中国鲁锦文化艺术展和“中
国鲁锦尚生活”文创设计展，展览将
持续到 8 月 11 日。“锦绣天章 物华
齐鲁”中国鲁锦文化艺术展主要展示
鲁锦的历史渊源、工艺文化、研发历
程。展览现场设置互动体验活动，让
观众通过亲身参与了解鲁锦相关的
知识与技艺。

“中国鲁锦尚生活”文创设计展
通过场景设置的方式，以鲁锦展现鲁
西南婚嫁民俗，展出各高校、企业研
发的、以鲁锦为主要元素的文创设计
作品。“我们将立足传统工艺，结合现
代生活，打造生活美学与文化体验相
结合的非遗体验。”山东省文化馆负
责人说。

(谷文)

山东：立足传统工艺
展现非遗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