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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推文艺新人活动自1994年开办赛事以
来，在全国已经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成为一项
知名度很高的文艺品牌活动，为全国文艺舞台
输送了大量的文艺新人，其中最具代表的有常
远、苗圃、袁泉、祖海、谭晶、谢娜、秦岚、乔振宇
等明星。

值得一提的是，沈阳姑娘秦岚 1999年考大
学时，她按照母亲的要求报考了会计专业，半年
后，秦岚和同学无意中得到了中国“首艺杯”推
新人大赛的消息并报名参加，她朗诵了一个绕
口令《八百标兵奔北坡》，还表演了四天练成的
广告模特步。从初赛到总决赛，她最终夺得了
大赛模特组全国十佳金奖。之后，秦岚主演了
20集电视连续剧《推新人的故事》。

本次活动面向整个辽宁地区，活动主题以
“挖掘文艺新人、培养文艺新人、推出文艺新人”

为宗旨，吸引广大市民，尤其是爱好文艺的大中
专院校学生参与其中的大型赛事活动，在历时6
个月的时间内，挖掘出新一批文艺新人。

此次辽宁活动将挑选出声乐组、影视表演
组、节目主持组、广告模特组、舞蹈组、器乐组
等，并有一定的年龄限制。

各项目进行各地市区的初赛、复赛！选拨
出来的各项目的前二十名优秀选手将参加辽宁
省总决赛。

荣获各项目组十佳、十优的选手将入编中
国艺库杂志，有机会进行国外演出机会，参加
演唱会及文艺晚会；荣获各项目组十佳、十优
的才艺突出的选手，经本人自愿申请，可推荐
参加影视剧的拍摄、广告、形象代言、杂志专访
等。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刘臣君

曾推出过苗圃、袁泉、秦岚等明星

推文艺新人活动辽宁招人啦
声乐组：通俗、民族、美声、演唱组合(参赛

选手演唱一首歌曲，自备服装、伴奏带，时间不
超过5分钟)；

影视表演组：
儿童、少年组：朗诵；
成人组：声乐、朗诵、形体、小品；
节目主持组：节目主持（朗诵、命题主持、

随意主持、回答提问）；
广告模特组：男子广告模特；女子广告模

特。泳装、旗袍（女）、西服（男）、便装、礼服；
模仿电视广告台词一段，或电影、电视片段（时
间不超过1分钟）。

参赛要求：男身高1.70米以上，女身高1.60

米以上（儿童、少年组不限身高）。
舞蹈组：儿童舞蹈、少年舞蹈、成人舞蹈；

舞蹈组合、舞蹈内容、类型不限，参赛选手自备
服装、伴奏带，时间不超过5分钟；

书法/绘画：儿童、少年书法，成人书法；儿
童、少年绘画，成人绘画。儿童、少年美术，成
人摄影。

参赛要求：参赛选手自备笔、墨、纸（宣
纸）、砚等做现场书画比赛，参赛作品不予退
还；

器乐组：儿童、少年器乐，成人器乐（参赛选
手自备服装，独奏一段乐曲，时间不超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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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比赛报名要求看这里

孝庄太后在生前便自称孝庄、貂蝉在东
汉末年演唱宋诗、爱女被称为“手上的掌上明
珠”……观看古装剧时，细心的观众总能发现
这类历史或常识错误：无论是前些年风行一
时的历史正剧，还是近年来全民狂追的古装
网剧。古装剧是否应容许这类错误，也成为
网友一直以来津津乐道的话题。

古装剧中历史错误屡见不鲜

古装剧犯历史错误见不鲜。比如，正在
热播的《长安十二时辰》，就有网友指出其中
错误。剧中男主角李必一出场便声称“随叶
法善师修道法近十年”。然而据史载，叶法善
卒于公元720年，而剧中李必的历史原型李泌
则生于公元 722 年，两人不可能有师徒关系。
不过，该剧既以“李必”之名代替李泌，且其剧
情多半为虚构，这一人物便“有权利”以半虚
构状态呈现，对于上述问题也不应过于苛责。

但对于前段时间热播的《知否知否，应是
绿肥红瘦》一剧中出现的诸多雷人病句，则令
人不禁啼笑皆非。例如“手上的掌上明珠”

“独个儿一个人”“听过一些耳闻”，恐怕就应
归咎于编创人员的粗心大意与粗制滥造了。

除了古装剧，一些旨在重现历史的纪录
片也会犯类似错误。从事文字工作的叶女士
告诉记者，她在观看纪录片《激变玄武门》时
发现，唐高祖李渊竟坐在一张明代款式的木
椅上，于是她便在微博上吐槽此事。该纪录
片导演刘元则在其微博下回复称，片中木椅
确实为明代式样，“主要原因是找不到唐代椅
子的复刻版”。

对于刘元导演的回复，叶女士十分意外
且感动，但对于片中出现的错误及其原因，她
仍然表示不能理解。“可以接受一部以小鲜肉
为主要卖点的唐代电视剧里出现写着宋词的
屏风，但一部口碑极佳的纪录片里出现这种
低级错误，实在令人颇感痛心”。

这些错误古装剧中经常出现

在古装剧中，一部分历史错误纯系偶然，
而另有一些则十分常见，甚至可称为古装剧
的“通病”。

比如称谓。在黄晓明版《神雕侠侣》中，
郭靖谈及当朝皇帝时曾说“理宗皇帝乃是个
无道昏君”；在历史大片《康熙王朝》中，孝庄
太后则多次自称“我孝庄”。其实理宗为庙
号、孝庄为谥号，皆为人死后才获得的名号。

再如货币。在许多古装剧中，似乎不分
朝代，人们都以银子作为通行货币。其实在
元、明以前，中国通行的货币是铜钱，白银作
为贵金属非常罕见。直到元明时期，白银才

逐渐成为通行货币。
最后还有诗词误用。一些古装剧为了凸

显文化韵味，会令剧中人物演唱或朗诵诗词，但
因未留意剧中人物生平与诗词写作时代，因而
产生时间错乱。比如《新三国》中，貂蝉就曾演
唱过一首南宋诗人华岳的诗作《奇见》。

影视剧还原历史难度更大

至于出现这类错误的原因，知名导演宋
迪告诉记者，影视剧还原历史本就比其他艺
术形式难度更大、要求更高。比如同样是一
把椅子，小说可以将其形象交给读者去“脑
补”，而影视作品则必须尽量保证其符合时代
特征。此外，影视作品的画面是流动性的，相
当于成千上万张生活画卷，再严谨的古装剧
也很难保证不出纰漏。

纪录片《激变玄武门》的导演刘元也在回
复叶女士的微博中解释，因该片拍摄经费有
限，许多道具与场景都只能将就，因此只好将
出现明代木椅的画面调暗，且只给唐高祖李
渊近景镜头。

广州大学影像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孔令顺
教授认为，近二十年来中国影视产业狂飙突
进，影视产业规模逐渐庞大，吸引了越来越多
的热钱投资，整个行业难免泥沙俱下，影视作
品良莠不齐。

此外，近年来明清题材古装剧被大举开
发，但对于秦汉甚至先秦这类历史更为久远
的题材，从业人员更难把握，错误也往往比拍
摄明清题材时更多。但也不排除部分移花接
木或张冠李戴系有意为之，以制造槽点与话
题，达成娱乐目的或营销目的。

对于古装剧中种种错误，是持宽容态度
还是批判态度，网友们意见不一，专家学者所
见也有不同。

中山大学视觉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冯原认
为，古装影视剧应该分为两种：一种是历史正
剧，以尊重历史为前提；一种是以娱乐为目的
的古装剧，其实质是一种消费导向的工业产
品。正如所有产品都有高端与低档之分，我
们也应该允许“娱乐历史剧”与“严肃历史剧”
同时存在。观众可以选择用脚投票。

广州大学影像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孔令顺
教授则认为，古装剧中频现错误，会对部分观
众尤其是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另一方面，
部分粗制滥造的古装剧通过多渠道传播，还
会带来国际传播障碍，令国外观众对中国传
统历史文化产生误解或形成刻板印象。良好
的市场生态确实需要丰富的产品，但必须有
底线，可以无益但不能有害。正如餐厅可以
提供没有营养的食品，但绝不应该提供有毒
有害的食品。 据《羊城晚报》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李爽
报道 近日，2019“大白鲸”原创幻想儿童文学
年度盛典系列活动在大连举行。

我省儿童文学作家源娥创作的《时间超

市》及满涛的《人鱼之约》分获一、二等奖。
《时间超市》是一个有着深刻现实寓意的

幻想故事，讽喻了当代社会上存在的不择手段
追求财富的现象，以及年轻人啃老的不良风气。

“大白鲸”原创幻想儿童文学优秀作品揭晓 辽宁两作家获奖

古装剧历史错误应否容忍？

《长安十二时辰》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