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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汪霏霏
   
  数千年来，城市在不断发展，而营造城市、
规划城市的思想也在不断演进，其基本规律是，
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在特定的技术约束和社
会条件下，营造城市的思想会在某一时间节点
出现跃升，引导城市向前发展。城市继续向前发
展到一定程度，由于新技术的进步、产业的发
展、生活形态的变化，上一轮思想又不能完全适
应城市发展的需求，因此又产生新一轮变革的
潜力。城市发展及其营造思想的互动，正体现为
这样一种类似双螺旋的结构。

什么是城市场景

  是什么形成了城市的吸引力？丹尼尔·西尔
将其定义为场景的力量。具体说，场景是一个由
硬件和软件构建的系统，主要有社区、建筑、人
群、文化活动和公共空间五大构成要素，其中，
硬件包括建筑与空间，软件主要是指这些设施
与活动背后所体现的审美趣味、价值观、生活方
式和体验等文化性要素。而特里·克拉克和丹尼
尔·西尔在其《场景》一书中提出：场景使城市从
旧有“增长机器模型”中解放出来，将文化与价
值观视为城市增长新的动力来源。通过场景营
造，不断激发城市发展的内生动力，进一步筑牢
城市未来发展根基。简单地说，场景营城就是让
场景具象成为可感知、可视化、可参与的城市

机会。
  自人类城市诞生以来，场景始终存在于城
市之中，但在城市建设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则
是相当晚近的事情。古代农业城市“筑城以卫
君、造郭以居民”，更加关注城墙、堡垒等空间设
施在展现权力、确保安全方面的作用，不太关心
城市对普通居民意味着什么。工业化时期，都市
与其说为居住者所建，不如说为服务工业生产
所建、为资本增值所建，因此也不重点考虑城市
带给人民的体验和感受。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
发展，城市营造的基本逻辑逐渐从以政治军事
为中心、以产业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在这样
的背景下，强调服务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彰显美
好生活体验的场景营城理念逐渐兴起，成为世
界前沿城市建设发展的普遍共识。
  近年来，许多城市都非常重视从场景营造
与生活相结合的角度推动城市发展。2012 年纽
约从场景营造角度开始对高线公园等场所进行
功能更新，从而推动旧城保护与利用；2014 年伦
敦针对“地方性格和情境”进行了城市专项规
划，并获得经济上和美学上的双重功效；2018 年
上海开始发布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计划；2019 年
北京发布十大应用场景；2019 年浙江提出九大
未来社区场景；2020 年广州公布首批十六个优
质应用场景等。这些做法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
场景营城实践的发展。

场景营城的核心是什么

  城市发展的宏大叙事下，场景营城的核心
目标正是以人为核心推动城市发展方式的转
变，人将成为新产业、新经济的创新主体。而另

一个城市的主体——— 企业，同样从中找到更多
的发展机会和机遇，和这座城市共同成长。有效
推进场景营城的核心是人，要着眼人推动城市
发展方式转变，将场景作为聚人的重要方法和
路径，持续推动营城逻辑由产业营城的产—
城—人转变为场景营城的人—城—产，筑景成
势、营城聚人，不断激发城市发展的内生动力，
进一步筑牢城市未来发展根基。因此，如何打造
场景力，如何将场景力转化为城市的价值增量，
成为越来越多城市需要考量的重点。
  随着Z 世代逐步成为消费主力军、消费升
级意识的觉醒以及移动互联网的大规模入侵，
人们越来越愿意为特定场景的解决方案付费。
就拿城市街区来说，场景力构建的重点不仅是
氛围的营造，更重要的是从主题设置到业态配
比的运营，再到文化内核。而这些多项因素叠加
之后，带给消费者的便是持续的、长久的吸引
力。一个真正有趣的主题街区应该是怎样的？一
座城市的市井博物馆——— 超级文和友出现在长
沙、广州，“十一”期间排号高达五位数。这也从
侧面反映了一个事实，对大多数人来说，稀缺的
不是美食，而是独特场景。特别是在国内城市愈
发千篇一律的情况下，为了寻找体验，甚至是一
张小红书照片，真的可以让大家跨越千里到此
一游。场景营造只有与在地文化有机融合，构建
可感知、可参与的消费体验新空间，才能营造更
具幸福感的城市。

从城市场景到场景城市

  构建以场景为导向的城市策略注重多元化
思维、多部门联动，全方位统筹经济社会生态文

化耦合发展，激发内生动力、孕育文化活力、培
育新经济动能、创造美好生活，推动城市从城市
场景到场景城市的跃迁。第一，聚人营城，激发
城市发展内生动力。近年来，注重人的舒适宜
居、消费审美的城市发展新范式正迅速取代以
生产为主的传统增长模型。运用场景将创新创
业、人文美学、绿色生态、智慧互联等原本各自
发展的动力因素进行统筹，并有机融入经济社
会活动中，从而让城市对人才更具吸引力，让城
市更具活力。第二，文化驱动，孕育新时代城市
活力。新时代城市发展的文化转型意味着文化
场景正逐渐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动能。场景营城
所强调的空间美学是扭转过去城市同质化趋势
的一剂良药。以历史文化和自然遗产为基础，构
建生态文化场景体系和人文文化场景体系，造
就一批富有生活气息的新场景、新业态。第三，
激活创新，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面对新一轮
科技产业革命呼啸而来的时代背景，场景营城
还涉及城市治理和运行。在大数据时代，城市治
理日益智慧化、场景化，营造高效能治理场景是
城市发展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在综合治理场
景上，要以市民感受为导向，完善城市综合治理
体系，高起点规划建设“城市大脑”“社区微脑”，
实现城市运行一网统管，以智慧赋能社区发展
治理，营造共建共治共享场景。
  总之，“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
民”，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遵循，积极推
动场景营城实践，在更高水平上推进高质量发
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是新时代人民对
城市的期许，是新发展阶段对城市的要求，为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奠定坚实基
础。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场景营城如何再造城市竞争力

　　2月21日，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中正式开学。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寒假，校长张桂梅又一次踏上了
家访路。自2008 年华坪女高建校以来，她已家访
超过1600 户。几乎每一名女高学生的家里，都留
下了她的足迹。每个寒暑假的家访，似乎已成为张
桂梅与女高学生的默契约定，也成为她们之间最温
暖的回忆。对张桂梅的举动，网友如是评价。

“只有守正才能创新，

否则都是空话”

  当下，使用汉字不规范的行为屡见不鲜，有人
随意扭曲，任意夸张，将字形写变样。近日，为进
一步规范出版、影视及相关新媒体等大众传播媒介
汉字使用，全国11 家协会、学会联合倡议规范使
用汉字。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唐晓亮对书法创新给
出以上观点。

“事实上哪里都没有归属感。

他乡、故乡，

都有容不下你的地方”

　　2 月 25 日，前后持续了约40 天的春运落下帷
幕。潮汐般的人流重回相对的静止，回到单位上班
的很多网友对于如何建立与漂泊之地的亲切感议论
纷纷。以上为网友山月的观点，获赞颇多。

“不是学术偶像作恶，

而是作恶的人其职业在社会

分工中刚好是一个学者”

　　前不久，在学术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数位外国
学者陷入争议风波中，他们涉嫌抄袭、犯罪等。学
者的人设崩塌，似乎已不是新闻。一个人的职业身
份、成就跟其真实的道德人格从来都是两回事。以
上言论，颇具代表性。

“怪不得至今是高考大省，

毕竟2000多年前

山东就有大学了”

　　经过近五年的考古发掘，稷下学宫遗址基本确
定了。 2022 年 2 月 18 日，山东省2021 年度田野考
古工作汇报会传来消息，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小徐
村西的齐故城小城西门外建筑基址群，被基本认定
为稷下学宫遗址。网友纷纷热议。

“剩下的364天，

不都是爱吃香菜日吗？”

  2 月24 日是世界讨厌香菜日。放眼全国，到处
都是热爱香菜的人。西北人用辣椒酱拌香菜吃，比
较生猛，四川人做菜用香菜提味，沿海地带用香菜
提色遮味，做法各有千秋。但山东的芫荽不一样！
从外形上，山东芫荽长得高，还有一种根正苗红的
鲁菜烹调技法——— 芫爆。面对“爱吃香菜的人怎么
办”这一问题，有山东网友回复上述答案。

“别忘记你是自己生命里的

孤胆英雄！”

　　近日，2022 考研初试成绩陆续公布，热搜被
考研相关话题霸屏。对很多考生而言，这个阶段最
是难熬，紧张、惊喜，也会有不甘和遗憾。有人考
了 420 分的逆天成绩，喜极而泣，一哭就是半小
时；也有人因为考试失利，跳河轻生，民警劝她：
人生很长，考研不是唯一的出路。考研人为梦想咬
牙坚持的经历，以及对上述言论的精神契合，引发
无数网友共鸣。

“龙抬头那天开幕，

托尼老师工作室

一定要安排上电视直播呀”

　　2月22日，张艺谋工作室发布一条视频，只见
刚忙完北京冬奥会闭幕式的张艺谋导演又现身，开
始为北京冬残奥会作准备。据悉，北京冬残奥会将
于 3 月 4 日（农历二月初二）开幕。看到此消息
后，有网友给出上述留言，期待开幕式当天的
精彩。

“顶流主播被罚13亿后，

我居然觉得这个钱

也不是很多。果然飘了！”

　　近期，广州市税务局稽查局对网络主播平荣（网
名：驴嫂平荣）涉嫌偷逃税问题进行了查处。网络主
播平荣在2019 年至2020 年期间，存在隐匿直播带货
佣金收入偷逃税款，以及未依法申报其他生产经营
收入少缴税款等行为，被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
0 . 6 倍罚款，共计6200 . 3 万元。网友对此议论纷纷，在
表示要依法纳税、遵守法律的同时，上述留言获赞颇
多。         （□记者 卢昱 整理）

“真真正正的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炬成灰泪始干！”

  □ 本报记者 田可新
    本报实习生 孙艺 牛如意

  借北京冬奥会的东风，体育题材影视
作品大量播映，从《夺冠》《棒！少年》
等电影，再到《冰糖炖雪梨》《荣耀乒
乓》等电视剧，收获了很高的热度。
  高热度并不代表高口碑，如何以体育
之名，打造口碑市场双丰收的精品？

何谓体育 谁在体育 如何体育

  “体育+影视”这对组合，极易成就经
典。不少年长者一定对《两个小足球队》
《冰上姐妹》《大李、小李和老李》等作
品印象深刻。特别是中国第一部体育主题
电影《女篮五号》，成为那个时代特点极
为鲜明的精神符号。
  步入改革开放时期，伴随着综合国力
的提升和体育成绩的突破，一批优秀的体
育题材故事片涌现，在涉及项目、表现手
段、主题深度、人物塑造等方面产生了新
变化，像诞生于中国女排屡获佳绩背景之
下的《沙鸥》就是其中的典型。影片讲述
了青年一代历经体育生涯、个人生活情感
挫折仍顽强成长的故事，那种接近生活本
来面目的细致描绘，颇受好评。
  此后拍摄的很多作品，则开始在家国
情怀中注入浓烈的个体情感，主创加重了
对运动员、教练员赛场之外的训练、生活
境遇的叙事笔墨，写实的手法也让这类作
品更具亲近性，如《世纪之战》《挑战》
等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值得一提的
是，陈国兴执导、陶虹主演的《黑眼
睛》，霍建起导演，宁静、邵兵等主演的
《赢家》还将目光投向了残疾运动员群
体，他们超越自我的追梦故事，格外打动
人心。
  “无限延展的主题、形式所取得的成
功，彰显了体育题材故事片创作发挥的无
限可能。冠军的光芒辐射到更多的普通个
体，让这一类作品的创作开始回应何谓体
育、谁在体育、如何体育等一系列体育精
神核心命题。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也是我
们从体育大国走向体育强国，以竞技体育
推动全民健身运动在影视文化中的有效呈
现。”北京娱评人钟楠对记者说。
  这样的追问和呈现，令这类题材的影
视作品创作在新世纪展现了更为多元的面
貌。到如今，我们能看到《许海峰的枪》
《夺冠》讲述冠军的成长与坚守，有纪实
意 味、情感高度饱和的作品；《壮志雄

心》《隐形的翅膀》《超
越》《击战》等强调

冲突和情节，属意打造超越自我、打破极
限的热血青春片、励志片；还有用青春时
尚的校园剧、偶像剧元素充实着表达的
《旋风少女》《我们的少年时代》《甜蜜
暴击》；《全职高手》《亲爱的，热爱
的》《棋魂》等基于文学或动漫 IP 的二次
创作；《少林足球》《篮球火》《奥运在
我家》等引人爆笑的喜剧作品……
  “百花齐放，也从另一个角度表明，
体育影片、电视剧，正向商业化、娱乐化
迈进。”钟楠告诉记者，像《极速天使》
当时邀请了汤唯、刘若英、张柏芝、林志
颖等出演；《跑出一片天》则找来田亮、
胡静、杨幂、戚薇等为票房保驾护航。
“不论以怎样的形式呈现，必须承认，他
们都在努力契合着奋进、向上、永不言败
的体育精神。围绕这个内核的表达，是永
恒不变的。”钟楠认为。

体育热必然带动创作热、观看热

  对于体育类故事的讲述，观众似乎格
外买账。电影方面，2020 年9月上映、陈可
辛执导的《夺冠》一举拿下了超过8亿元的
票房； 2 0 2 1 年上映、郑恺主演的《超
越》，票房也成功破亿元；电影《独自·
上场》（前称：《李娜》）尚未定档，早
已备受瞩目。电视剧方面，以跆拳道为主
题的《旋风少女》收视口碑双丰收，所以
有了重播与续篇；体现冰上竞技风姿的
《冰糖炖雪梨》2020 年首轮播出时，收视
率就曾破2，连续多日霸榜TOP1……
  “体育热，必然带动创作热、观看
热。”常年研究娱乐业发展的自由媒体人
蒋潇潇对记者说，越来越多的观众有观看
体育题材影视作品的习惯，源自大众对体
育的热爱。近年来，像《夺冠》《棒！少
年》《超越》等作品，将体育赛场上的荣
誉时刻立体化为有血有肉的成长与梦想的
故事，极大地增强了民族自信心。一些优
质作品对大环境、大背景的呼应，也的确
起到了推广体育运动、传播奥运精神、引
导大众娱乐审美的作用。
  而从影视产业视角出发，体育题材影
视剧的主要受众人群正是当下的年轻一
代——— 90 后特别是00 后。动感、年轻化、
有对抗、爱甜宠是最吸引他们的元素，而
这些元素恰是体育题材影视剧全都具备
的。所以，像《我们的少年时代》《亲爱
的，热爱的》《冰糖炖雪梨》等能够在发
行前就锁定一批演员的死忠粉，也给予新
生代演员团队最渴望最迅速得到正能量人
设的途径。这一番操作下来，实现了共赢
的合理化和最大化。
  “在‘更高更快更强’的创作态度的
驱动下，这类作品的创新力也在不断增
强，不少作品更侧重人文关怀，赢得了更
广大观众的心。”钟楠说。

热血，不能狗血

  好评颇多，但架不住作品扎堆，缺乏
专业性、内容同质、主题空洞等一些问题
也就冒了出来。
  专业性是体育迷对体育题材影视剧最
低的要求。但对主创团队而言，专业性却
是最大的难题。一般来说，体育题材影视
剧开拍前都会对演员进行集中培训。比如
《网球少年》请来网球名将李娜做教练，
《全职高手》邀请DNF 黄金赛冠军魏巍担
任电竞指导，《冰糖炖雪梨》请到男子短
道速滑冠军武大靖等专业运动员助阵。然
而，想要让演员完成像专业运动员一样的
标准动作，仅凭短期集训式的运动指导恐
怕难以实现。“替身太明显了”“这动作
比业余的还要业余”……体育题材影视剧
扩大了专业体育运动的受众，但脱离现实
的表演又造成了大众对体育竞技的误解，
难怪体育迷不满意。
  审美疲劳也是一个问题。足球题材的
《旋风十一人》、棒球题材的《我们的少
年时代》、乒乓球题材的《追球》、跳水
题材的《扑通扑通的青春》……剧集看似
五花八门，但故事难逃三化——— 剧情模板
化、人物形象扁平化、镜头表现公式化。
“演员表现剑拔弩张的气氛，镜头一定是
眼神交锋；在最后对决中，通常会出现慢
镜头和回忆杀。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
剧情套路，观众的热情也就漫漫消磨
殆尽了。”钟楠说。
  不少体育剧本质上是在谈情说
爱，非但没有专业性可言，感情戏
也十分老套，狗血的桥段比比皆
是。《舍我其谁》中，男主竟然
用围棋摆出二维码，顺利加
上了女主的微信，观众直
呼“侮辱智商”；《陪
你逐风飞翔》的男女
主 身 为 滑 冰 运 动
员，谈恋爱的时间
比训练的时间都
长。部分体育
题材影视剧
用 傻 白 甜
的故事，
模糊了最
重 要 的
体 育 精
神，既不
尊 重 体
育，也不尊
重观众，口
碑 崩 塌 在
所难免。
  体育题

材影视剧该何去何从？首先要找到自己的
根。一部合格的体育题材影视剧，少不了
专业的表演、高超的技术、独特的题材、
丰满的细节。一部值得推敲的精品体育题
材影视剧，更需要一个足够打动人的故
事。事实上，我国从来不缺好的体育故
事，不同时代体育健儿的精神如何传承
的，又有哪些变化，这是个创作的富矿，
值得不断挖掘。以《夺冠》为例，即便其
背后的故事可能早已被各大新闻媒体报
道，但主创团队对事实中还存在想象力的
空白区进行了合理的艺术性加工，塑造出
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并怀揣极大的热情
去细细描摹，这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
观众对同质内容的审美疲劳。
  不过，在如今快餐化的影视消费环境
下，想平衡好专业性和娱乐性之间的关系
并不轻松。此前《荣耀乒乓》就曾引发人
物原型争议。两位男主从身份到经历都高
度借鉴了乒乓球世界冠军马龙和张继科，
但剧中却出现“我想要的不是什么世界冠
军，也不是大满贯”的台词，与两位运动
员为国争光的真实形象大相径庭。
  “在中国，体育，尤其是竞技体育，
从来不是娱乐的自留地。”山东大学新闻
传播学院教授唐锡光说。让体育题材影视
剧回归体育竞技本身，讲好中国体育人自
己的故事，比盲目挖掘新赛道更为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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