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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色临窗/里清照/外也清照//泉声入户
/心弃疾/眼亦弃疾”，这是诗人孔德平先生写
的《济南印象》。很通俗，很浅显，很直白，
朗朗上口，却是那么有味道，耐琢磨，不难
懂，但难忘。
  济南有二安，李清照、辛弃疾。诗人把李
换成谐音的里，把辛变成心，里外比对，心眼
比对，加上临窗月色，入户泉声，人名就转换
成了风景。二安的名字便拂去历史的尘埃，清
清爽爽、活活泼泼地闪现于心间眼前。
  印象的诗意，诗意的印象，是置换或曰转
换出来的。这源于个人的生命体验，独特的生
命体验，激活想象，洇润出司空图所说的“可
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的“象外之象、景外

之景”。
  “家家泉水月洗脸，户户垂杨风梳头”也
是孔德平先生写济南的句子。“家家泉水，户
户垂杨”众人皆知，可是加上“风”“月”便
映照出梦幻般的诗意。月光照泉水，不是月亮
在洗脸吗？垂柳摇微风，不是美女在梳头吗？
  孔德平的父亲、著名山水诗人孔孚先生谈
到自己写的《天街印象》时说：“写实易，出
虚难。正当我皱着眉头捻断髭须的时候，清代
画家钱杜跑来了。老先生笑着向我说：‘阁下
怎么忘了？丘壑实，不是可以间以瀑布吗？仍
不足，再间以烟云啊！’经他这么一点，崖壁
豁然贯通。这时情兴和灵视都生气勃勃，很快
浮现出了下面的一章：‘我追一片云/跑进一
家商店里去了/躲在墙上一幅泼墨山水的半腰/
还动呢’”（《孔孚集》）《天街印象》，就
像一幅泼墨山水，云彩“躲在”“还动呢”是
诗眼，是要害。诗直白如话，但“直白是有条
件的，要白得新颖，白得鲜活，白得动人。”

（山东师范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杨守森语）
  读诗，常常让我想到酒，酒乃五谷杂粮发
酵而成，如水，却是火。谁说水火无情，不能
相容？能让水火一体的，也就是酒了。水的形
态，火的脾气。诗不也这样吗？
  孔德平先生早年在泉城生活，儿时的记忆
总难忘掉，正可谓“乱泉数往事，孤月伴归
人”，闲来他写过好多赞美济南的对联，如写
五龙潭：“雨收虹现龙来五，潭静鸥眠鱼过
千”；写趵突泉：“三股水观水墨画，万竿竹
吟竹枝词”“几眼泉望月，万枝竹听箫”；写
大明湖：“几尾木鱼游寺庙，一盘水月枕莲
花”“荷迎归鹭托灯盏，船送晚风过柳亭”
“柳色梳发忙试镜，荷风摇扇闲登船”……
  孔德平先生说，一辈子写诗，常常就是咬
文嚼字。他退休后，自画像曰：“品文常叹老
舌苦，嚼字偶惊稀齿甜。”
  济南万竹园大门上的对联“二十四泉清流
遍绕楼台亭榭，万千个竹绿意长存春夏秋

冬”，是著名学者徐北文先生题写的。当年，
徐北文与孔孚、孙静轩、任远并称济南四大才
子，他们也是志同道合的老友。孔德平先生
说：“那副对联，徐北文伯伯写得非常好，但
要是他老人家还健在，我想跟他切磋，可否改
成‘二十四泉歌绕楼台亭榭，万千个竹笛吹春
夏秋冬’。我就爱琢磨字词。”有意思的是，
8月28日上午，山东女散文家沙龙特邀徐北文
先生哲嗣、书画家徐行健进行“怎样读懂中国
书画”的讲座，我慕名前去聆听。席间，我说
到孔德平先生对那副对联的切磋。徐先生说：
“德平改得好。”换个角度，换个说法，换个
想法，无形中，也就在咬文嚼字中宠辱皆忘，
换了个“活法”。
  一眼望不透的泉城，一语道不尽的济南。
索性伴月望，听泉说。
  远在他乡的游子，还可以梦游呀。梦游济
南，也很好。

  纸性恋被更多人接受之后，智性恋又成为一部
分人的择偶新取向———
  释义：最早出现在国外社交媒体中，英文是
sapiosexual，来源于拉丁文中的sapiens（辨别，理解）。
即相比外表，更容易被智商和精神特质吸引（专指性
吸引力）。换句话说，如果你会因为一个人高智商而
爱上他/她，那你就可能是个智性恋。
  近义词：脑性男/女，指那些靠着智商和情商体
现个人魅力，让整个人散发性感的人，比起脸，脑性
男/女具备的是内涵和丰富的知识储备。
  在影视剧中，智性恋天才式主角并不少见。如
《神探夏洛克》中的夏洛克，可以在脑海中构建记忆
宫殿，寻找案件的蛛丝马迹；又如《生活大爆炸》中智
商高达187 的“谢耳朵”，因其不同寻常的记忆力、学
习能力被不少网友称为智性恋天花板。
  美国临床性学家和心理治疗师说，智性恋有这
么几个典型特征：“来电”的核心点在于潜在对象的
智识、品味和精神世界；智力对话可以唤起性幻想；
大量的精神沟通是关系更进一步的前提；精神契合
高于一切。
  智性恋在社交网络上很流行，但其实并没有被
心理学界承认，该说法一直存在争议。而事实上，很
多人口中的智性恋并不是纯粹追求高智商，更像是
颜控的一个相对概念：不只是看脸那么肤浅，而是透
过外表去欣赏对方的智慧。

小镇刺头
  继小镇青年后，小镇刺头又闯入大家的视
野———
  释义：刺头是指遇事刁难、不好对付的人。小镇
刺头则指因为与老一辈人处事方式截然不同，遵从
自己的内心办事，不愿意将就人情世故，而成为长辈
眼中的刺头的人。源于一位博主在社交平台上吐槽
自己回家时因看不惯种种侵权行为，频繁替父母出
头却被认为是不懂人情世故、频繁挑事，并自嘲小镇
刺头。
  有网友分享自己的经历，在饭店前拿号排队，遇
到有人插队，冲上去理论却被父亲一把拽了回来，不
由分说，给她贴上喜欢挑事的标签。
  小镇刺头，反映的是在城市生活的年轻人回乡
之后遭遇的代际矛盾，是两代人不同的处事方式。有
人解释小镇刺头背后的问题：在人口流动较少的年
代，熟人社会大家因为彼此知根知底，因为熟悉而信
任，熟人社会建立在彼此信任上，而陌生人社会建立
在法律上。对父母那代人来说，人口流动是缓慢的。
然而，今天的人口流动非常频繁，孩子毕业后有很大
概率留在其他城市发展。在更陌生的新环境中，年轻
人奉行和遵守的更多是法律与规定。而他们的父母
往往还停留在节奏缓慢的熟人社会中。平时，两代人
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双轨并行，互不干扰，到了假
期，突然共处一室，自然就容易出现矛盾。
  此外，传统文化中强调关系，托人办事找关系，
这些都是熟人社会的表象。然而，现在的年轻人崇尚
虚拟社区文化，用社交软件打点一切，对周边的人际
关系没有上代人那么依赖。减少了人和人的接触，年
轻人就更习惯用规则去保护自己的权益。

捡手机文学
  新的互联网文学变种——— 捡手机文学，最近流
行开来。
  释义：一种同人文学，创作以捡到一个手机开
始，呈现方式为微信聊天记录。借用知名人物的名字
和身份，模拟他们的说话语气，虚构聊天记录和朋友
圈。最初，有明星粉丝以捡到一个手机代入真人明星
的名字和部分现实情况进行创作，用微信聊天界面
来呈现，逐步发展到部分创作者借鉴这种呈现方式，
通过对话推动情节发展。随着捡手机文学升温，国内
还出现不少专门刊载此类对话小说的网站。
  大部分情况下，捡手机文学属于小圈子里面的
自娱自乐，比方说CP党脑补一些甜蜜日常，或者影
迷对剧中角色进行二度创作。捡手机文学一大特点
是真实感强，有强烈的代入感，通过聊天内容推动故
事，既生动有趣，又保留文学的想象空间。
  但如果用真人姓名和身份来模拟对话界面，存
在较高的法律风险。目前网上大量捡手机文学都是
以真人明星为主角，以新闻事件为背景，虚构细节和
对话，有些甚至因创作者喜好将这些真人明星负面
化塑造。在法律界人士看来，确实很可能涉嫌侵犯名
誉权。而且，捡手机文学赖以呈现的可以将对话生成
微信聊天界面的网站和软件，本身已经侵权。

共情疲劳
  就像长期超负荷运动会造成肌肉损伤一样，过
度使用共情能力，也可能会给身体和情绪带来负面
影响。
  释义：因为长期暴露在共情压力下，在身体和情
感上感到疲惫和功能障碍，导致他人的共情能力下
降。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992 年历史学家卡拉·乔尼
森的一篇文章中。他在观察急诊室医务人员时，发现
他们正在被一种特殊的倦怠感困扰：一位名叫杰姬
的护士倾尽全力去救自己最喜欢的病人，但她失败
了。在这之后，她感到强烈的无助和愤怒。
  共情是人际交往必不可少的润滑剂，但它同时
也是自己有限的心理资源，一下子看到太多负面信
息，扑面而来的负能量会给我们太多压力，我们共情
不过来，就会感到厌倦。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所认为的冷漠，就像渴了
要喝水，累了要休息一样，是非常合理的一种心理需
求。当在共情他人这件事上出现了倦怠感，担心自己
太过冷漠的时候，其实恰恰是情绪在提醒你：你的共
情功能今日已用完，该休息了。

           （□记者 李梦馨 整理）

智性恋

诗意的济南
□ 逄春阶

  □ 本报记者 田可新
    本报实习生 王岩

  近年来，剧本杀在年轻群体之间火爆
异常，极强的沉浸性和互动性迅速俘获90
后、00后，已成为Z世代新的娱乐选择。
根据智研咨询提供的数据，预计2022年剧
本杀行业市场规模将达238.9亿元。但市场
火爆的另一面，是行业内丛生的乱象。很
多人担忧，剧本杀在文旅新风口上，还能
挺多久。也有人开始寻找剧本杀与景区结
合、在文化场馆出圈的新路，此路通否？

火爆背后的阴影

  2019年是业内公认的“中国剧本杀元
年”，全国的剧本杀门店数量从2018年的
2400余家攀升至12000家。在激烈的竞争
中，剧本杀的游戏形式不断融合化、多元
化，从最开始的桌面游戏慢慢发展到密室
逃脱、实景搜证、沉浸体验，游戏时长也
从最初三四个小时发展为七八个小时，变
装、主题装修、NPC （非玩家角色）互
动元素的增加使剧本杀的体验感和刺激感
不断增强。
  火爆的同时，应该看到，作为一种新
兴行业，剧本杀还没有建立成熟的行业外
部规范，也没有形成行业自律的内部约
束，仍然处在野蛮发展的阶段。盗版剽
窃、恶意低价等不正当竞争现象比比皆
是。剧本质量泥沙俱下，优质剧本供不应
求，部分剧本情节冗长无聊、逻辑线漏洞
百出，更有甚者大打擦边球，将“黄暴
本”作为卖点，污染社会文化生态。
  优质剧本生产力不足是剧本杀行业的
软肋，除了缺乏版权保护导致原创剧本权
益难以维护之外，剧本陷入套路化也是生
产乏力的重要原因。剧本要承担设置故事
情节、架构诡计谜题、推进逻辑线索的任
务，随着本子增多和创作周期缩短，情节
创新的成本和难度都在提升，两毒三刀、
变换身份、整容换脸等情节换汤不换药地
在各个本子中反复出现，资深玩家的体验
感极大下降。有的剧本，刻意搭建混乱关
系来制造悬疑，将出轨、绝症、非亲生等
都安置到一个家庭，完全脱离真实生活，
一味洒狗血也使故事变得单调浅薄。
  而剧本杀实景店小乱散现象依然存
在。剧本杀缺乏行业规范，没有成型的准
入门槛，剧本的审查存在许多漏洞和空
白，缺乏对内容题材的原创保护。一间小
门头加几本粗制滥造甚至是盗版抄袭的剧
本就能开一家门店，以剽窃、搞噱头、大

降价来争取客流量，不仅使得许多新手玩
家难以体验游戏乐趣，还会恶化竞争环
境，导致争量不保质的消极化行业内卷，
大量的侵权盗版现象更在扼杀整个行业的
生命力，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果，影响
整个行业的发展生态。
  上述问题导致的体验感不足，是剧本
杀面临的根本挑战。如何破局，需要各方
面努力。而景区、博物馆、图书馆等公共
文旅空间，因其体验感的先天优势，尝试
与剧本杀结合，探索一条可行之路。

景区优势：

将剧本杀浸入真实场景

  剧本杀是一种游戏，更是现实世界的
文化折射。艺术来源于生活，《粟米苍
生》等取材于现实的剧本杀大都内容精
彩，格局宏大。“改编自真实事件”带来
的绝不只是一个噱头，更是一份来源于生
活和历史的沉淀。
  沂蒙山银座天蒙景区便给剧本杀创作
增添了一抹红色，其推出的《沂蒙星火·
小调情长》剧本杀项目便是在深入挖掘沂
蒙山当地红色故事基础上创作而成。取材
自真实感人的革命故事，《沂蒙星火·小
调情长》通过电影造景手法复刻和还原了
1941年左右沂蒙山区的场景和环境，熬羊
汤、摊煎饼、满缸运动等这些老区生活场
景都是现成且充满纪念意义的故事素材。
游客以抗大学员身份进入故事，与自己的
同伴一起劳动、战斗、解密，其中破译解
密、寻找特务等剧情设计也都来自真实的
历史故事。比起虚构和想象，真实的故事
往往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不同于电影电视剧的旁观者视角，
《沂蒙星火·小调情长》提供了第一视角
进行故事沉浸式体验，从上帝视角到角色
视角，更能设身处地体悟角色的感受和处
境，玩家在通过层层推进破解谜题，获得
事件全貌的同时，也与角色共振，与时代
共情。“以往在旅游景点，游客都是以参
观聆听为主，处在相对被动的位置，通过
引入剧本杀这样一种沉浸式体验形式，把
看板上的文字进行生活化的还原，游客不
仅可以站在展览馆前面听讲，而且能够参
与、推动故事发展，更能感受其中的文化
和精神。”剧本杀项目负责人傅圆圆
介绍。
  景区的红色剧本杀项目是剧本杀拓展
实景空间的一个缩影。剧本杀作为内容体
验式行业，提升用户体验感是终极命题。
门店的空间搭建毕竟有限，和更多实体空
间跨界合作能碰撞出更多火花。剧本杀形
式的融合度和包容性是非常大的，以剧本
线索为指引，可以将景区许多场景和服务

有机串联起来，将剧本杀浸入生活场景，
对景区来说，降低了获客成本，对游客来
说，不用再费心规划路线，又能获得沉浸
式体验，游玩乐趣也会上升。

场景和剧情的有效对接是关键

  不止景区，博物馆、图书馆等许多公
共文化空间都可以尝试结合剧本杀。济南
市图书馆推出了全国首个“图书馆×剧本
杀”主题互动体验活动“书消失的那
天”，将剧本杀游戏形式和图书馆主题元
素相结合，引导读者参与游戏的同时探索
阅读，借此唤起大家对纸质阅读的兴趣。
而此前，长沙推出的《法门梦影》博物馆
剧本杀也广受欢迎。
  当然，剧本仍然是跨界合作能否成功
的核心，实现场景和剧情的有效对接是非
常考验剧作家创造能力的。“这次的剧本
是工作人员共同创造的，大概用了一个
月，因为要与图书馆的环境和受众结合起
来，而且要做好同时接待大批参与者的准
备。”济南市图书馆工作人员冯志辉介
绍，作为公共文化服务场馆，其提供的剧
本杀项目更注重内涵的延伸和人文精神的
传递。“图书馆是一个阵地服务中心，服
务手段在不断翻新，翻新的方向就是提升
大家的阅读兴趣。目前，我们已推出第二
期‘宋韵流芳’主题，围绕李清照的人生
经历，带领关注体验汉服、投壶、茶文化
等，反响不错。我们还会再推出这种剧本
体验内容，但要明年才能成型，短时间内
解决不了创作周期长的问题。因为玩剧本
杀通常是一个或者几个工作人员对几位参
与者，形成一对一或一对多的活动模式，
而我们的活动基本上是一对几十甚至是一
对上百，体验感上是有欠缺的，所以我们
也在琢磨怎么提升。此外还要在剧本杀的
基础上推进我们激发阅读的目的，创作的
难度无疑更大。”
  这其实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剧场+剧
本杀”“文旅+剧本杀”形式亟待回应的

问题。到底是该匆忙上
马跟风潮，还是该稳

扎稳打确保品质，
其实两者都有

风险。选择
后 者 意

味着商家必须要在创作流程标准化、剧情
设计、游戏设置、布景等多个方面精耕细
作，甚至还要签约资深作者、职业编辑、
专业常驻演员，开发更多玩法，短期内的
成本会大幅上升，短期投资回报不会太理
想。但无疑，这种选择可能会实现长线的
回报。而对于寄希望于用剧本杀实现引
流、吸引年轻人到场的景区，能否在剧本
杀这样一个近乎附属环节上投入足够的成
本，达到玩家期待，仍然是个变数。而如
何将剧本杀与整个景区的其他游乐项目合
理连接，做到统一主题、延展内涵，也在
极大考验着景区开发者的创意和操作水
平。倘若景区、场馆仅拿剧本杀吸睛，只
在宣传上卖力，剧本项目粗制滥造，更新
乏力，反而会成为拉胯的一项，拖累整个
景区形象，适得其反。
  此外，剧本杀在跨界合作过程中会受
到其他成熟行业规范的约束。山东大学经
济学院教授、山东大学文化和旅游研究中
心主任王晨光评价，剧本杀的游戏形式不
是问题，没有行业规范的业态是问题，而
文旅企业本身负有传播正向能量、树立行
业规范的社会责任，如果能基于自己的能
力和导向，在运营过程中将业态的基本标
准、基本准则确定下来，既给自己树标
准，也为行业找标杆，对景区探索新的发
展模式和剧本杀走上规范化道路都是非常
有意义的。
  说到底，剧本杀终究还是年轻人的游
戏，形式和内容上的创新都需要持续推
进，跟年轻人的步调保持一致。国内已有
创新案例，杭州狐妖小红娘景区便还原了
经典国漫《狐妖小红娘》诸多名场面，墙
面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和设备再现涂山城
全貌；火烧王权府段落，虚拟现实技术呈
现烈火燃烧的震撼……开业至今演出门票
一票难求。从这个角度看，联动大IP，打
造独具特色品牌，应成为剧本杀走向规范
和品质化的必然方向。

剧本杀，携手文旅出圈？

  景区、博物馆、图书馆等公共文旅空间，因其体验感的先天优势，尝试与剧本杀结

合，探索一条可行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