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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粉丝热切期盼了一年多的《庆余年》，
终于上周在网络视频平台播出。该剧不仅有
张若昀、李沁、肖战、宋轶、李纯等年轻偶像明
星带粉，而且兼具陈道明、李小冉、吴刚、于荣
光、辛芷蕾等实力派明星保驾护航，而网文大
神猫腻的 IP 原作改编，也为这部剧增加了不
少看点。

《庆余年》小说原著 2007 年首发于起点中
文，是阅文集团白金作家猫腻的早期作品，也是
其成名作。剧版在开头对原版小说进行了十分
巧妙的改编，将原有的穿越题材，改写成了文学
专业学生的小说创作，用“故事中的故事”的说
法，将具有现代观念的年轻人置于古代背景，去
书写一段不同寻常的人生传奇。

这样的开头方式此前在大多数同类题材中
实属首次，因此也博得了不少原著党的好感。
解决了人物的背景来源问题，整个故事的展开
就从身世神秘的少年范闲的视角切入。从自幼
学武自带神力，到历经了学习武功、下毒等种种
经历，带有现代观念的范闲与古代江湖遭遇，自
带了不少笑料。

和大多数以庙堂之争作为最终焦点的古装
剧不同，《庆余年》这种偏喜剧幽默风格的开场，
瓦解了古装权谋剧高高在上的神秘感，和同期
在播的古装剧相比，这种落差反而带来了新鲜

的观剧体验。主人公范闲从出生起就自带现代
的思维和知识储备，他在学习解剖时向师傅介
绍手术手套，入范府时被少爷范思辙为难时的

巧舌辩论，也都引发了不少笑点。不少观众在
弹幕中表示，“《庆余年》的画风实在清奇，我是
不是看错剧了？”

古装剧集一贯沉闷厚重的套路被打破，同
时，“男频剧”的深度依然保留。伴随着范闲被
召回京都后遭遇的刺杀一案，监察院杀手縢梓
荆的复仇故事又如何继续，以及范闲被皇上指
亲背后的皇室财权之争，都慢慢将故事导入了
相对复杂的庙堂政治。

这种创作手法其实与多年前的《寻秦记》有
所雷同，即用一个跳脱世界之外的现代人进入
古代世界，用出其不意的方法去解决传统江湖
和庙堂之争。故事的背景虽然是虚构的，但故
事自身是逻辑自洽的，这种历史与现实的映照
关系，反而增添了不少意味。

从演员表演来看，《庆余年》能够请动多年
不愿出山的陈道明来饰演剧中的关键人物庆
帝，未来的剧情里吴刚扮演的陈萍萍也戏份吃
重，李小冉饰演的长公主一出场就是一个心机
颇深的反面角色，范闲的回归事关皇室内库的
财权之争，在看似幽默的剧情下已经开始有暗
流涌动。

“戏中戏中戏”的感觉让人对后续的故事如
何展开产生了极大好奇心，而这也是《庆余年》
在古装历史类剧集中进行的叙事创新。大网正
慢慢织开，这个故事会否带给观众新的惊喜，可
能还需要耐心等待。

据《北京日报》

改编自网文大神猫腻成名作 众多实力派演员保驾护航

挺好笑！《庆余年》“另类”开场

近日，“公众号侮辱鲁迅”登上微博热搜
榜。某自媒体公众号发文歪曲鲁迅的经历，称
其通过“文字变现实现了利益最大化”，该号作
者直指鲁迅贪财的目的，竟然是为了出售自己
的理财课程。该篇文章的曝光引发网友热议，
为了谋取个人利益消费名人，自媒体的底线何
在？

在这篇名为《贪财的鲁迅》的文章中，作者
把鲁迅开三闲书屋、野草书屋的经历，偷梁换柱
说成他下海做书商赚钱。整篇文章中随处可见
断章取义的解读，鲁迅用批判性思维称“钱是要
紧的”，就被作者歪曲为鲁迅贪财；鲁迅写文章
针砭时弊，集结出书，却被称为“实现利益最大
化”；鲁迅被评价为“民族的脊梁”，是“骨头最硬

的人”，自媒体却说，不知道鲁迅离开独立的经
济来源“骨头还能硬多久”。更可气的是，作者
如此歪曲历史的目的，竟是为了在该帖子的文
尾贩卖理财课程，真可谓图穷匕见。

自媒体兴盛以来，利用公众号的传播力度
进行商品营销成为广告商新的阵地，自媒体作
者靠历史名人或流量明星“带货”的行为也一直
存在。有些作者善于总结历史掌故的关联，对
时事、对文学作品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写出有理
有据的文章，在结尾处来一个“神转折”，巧妙带
货，本也无可厚非。

但是，自媒体的野蛮生长让一些作者没了
底线，恶意拿名人开涮、庸俗化名人、消费名人
的越来越多。比如调侃梁启超的肾切除手术，

添油加醋地讲述林徽因、徐志摩之间的关系，还
有人把科学家的私生活拿出来大讲特讲，都是
为了最后卖药、卖面膜乃至卖课程。这些自媒
体作者号称要从新颖的角度解读历史，历史却
变成了他们攫取利益的垫脚石。鲁迅不贪财，
贪财的是这些为一己私利标新立异的自媒体作
者，鲁迅当年控诉吃人血馒头，恐怕说的就是这
样的人吧。

现实社会中，恶意诽谤他人是违法行为，需
要付出相应代价，互联网并非法外之地，自媒体
也应该为自己的恶言恶行付出代价。剪去芜杂
的枝叶，树木主干才能健壮生长。为了营造优
良的自媒体生长环境，作者自省、平台自律、行
业监管都必不可少，更重要的是，依法治理要作

为最重要保障，不能把历史与名人变成营销号
手中随意操控的“生意经”。 据《北京日报》

历史名人不是营销号的“生意经”

《庆余年》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