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石家庄 3 月 15 日电（记者范世辉）河
北省邯郸市文保等部门日前在鸡泽县发现清朝
光绪年间石碑一通，碑文内容是时任直隶总督
李鸿章的一道“晓谕”。

该石碑雕刻于光绪十八年六月初三，距今
129 年。仅存碑身，青石材质，高约 1.68 米，全碑
1204 字。

碑文记载，当时，鸡泽、曲周交界河堤破损、
河道狭窄，河水泛滥，由抢占河堤耕种、上下游
拦坝蓄水等导致的土地、灌溉纠纷层出不穷。
在地方官请求下，经李鸿章批准，邯郸、永年、曲
周、鸡泽、平乡、任县 6 县疏通渚河、滏阳河及相
关沟渠，修桥 6 座，共计施工约 138.75 千米，开
支达白银三万三千余两。

河道修通之后，李鸿章颁发“晓谕”，勒石成
碑，明令沿河居民不得占堤耕田、不得私设水
闸，明确沿河各县水闸按照期限启闭，河道两岸
居民按照耕地的远近、高低，利用不同时段、不
同方式进行灌溉等。

鸡泽县政协文史委主任赵延平认为，这通
石碑详细记录了疏浚河道、培土建堤的工程量、
津贴标准和开支总额，对于研究晚清时期经济、
税赋等方面历史有较高研究价值。

河北鸡泽
发现李鸿章“晓谕碑”

主打事业的剧情线，在网络小说的世界
里并不新鲜，只要作者敢写，主人公就能开启

“金手指”，在朝堂之上或者江湖之远混得顺
风顺水。但是，其中具有特别吸引力的“搞事
业”之作，则是能让观众在主人公看似一帆风
顺的剧情里，猝不及防被他（她）人性里珍贵
的一面打动，或是“戳中”自己对于人生成长
和事业晋级的思考。

《赘婿》就是一个把小人物敢闯大世界的
经历写得波澜壮阔的例子，主人公宁毅打怪
升级的过程，并非单纯的“智商降维打击”的
大爽文套路。以生意人为“ 出厂设置”的宁
毅，因拥有不同于多数人的心智、涵养和格
局，“业务范围”也很快超越了苏氏布行的小
环境，甚至延伸到朝堂。

《赘婿》原著篇幅长达几百万字，IP 影视
化是将小说的江宁篇、霖安篇和武都篇作为
第一季故事来改编。在江宁篇，宁毅的事业
主要围绕“家”展开，他从最初安逸度日的赘
婿，逐渐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帮苏檀儿一起创
业，重振苏家商号；又扶持聂云竹和一众赘婿
们自力更生，创立竹记，双管齐下，拿下“衣”

和“食”两大领域，打败皇商乌家，成了江宁的
首富。在十余集的篇幅内，宁毅实现成功人
生的三连跳。

随着宁毅一行人来到霖安，“家”线开始
往“国”线过渡。在危机四伏的霖安，宁毅完
成了自己的升级和成长，他先锋的现代思维，
不再只是运用于商业领域，而是投射在面对
穷凶极恶的贼寇，如何卧底敌营，从中周旋、
瓦解危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宁毅从一

个只为保全家人的普通人，成长为拯救霖安
的英雄。

若说专注事业是男频网文和影视剧的常
规项目，那么在女频 IP 中，“大女主”们又开辟
了怎样的事业版图？

在古装武侠剧里，如《扶摇》《有翡》，女
主 们 的 事 业 目 的 感 非 常 纯 粹 ，独 立 勇 闯 江
湖，“ 天下我有”，热血、自由与志向，丝毫不
输男儿，一路和江湖中英雄少年们共同砥砺

成长。
而女性宫廷剧，例如《甄嬛传》《延禧攻

略》《清平乐》，被囿于深深后宫中的大女主
们，其戏剧精彩之处就在于，把自己与帝王的
婚姻转化为理性战斗的职场。《甄嬛传》里前
期受挫后期目标明确、野心勃勃的“钮祜禄·
甄嬛”，《清平乐》中心性和业务都让观众叹服
的“人力资源总监”曹皇后，都是“深宫职场佼
佼者”。

在这一类“深宫职场”剧情中，皇上似乎
不再只是大女主们的老公，而更接近于她们
的老板、上司；大女主出手解决后宫里烦人的
大大小小琐事，也就成了公司运营过程中的
一道道坎儿——每摆平一项业务，每收拾干
净一桩人事纠纷，女主的职场价值就加一分。

与 宫 廷 题 材 对 应 的，还 有“ 庶 女 宅 门 题
材”，《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锦心似玉》是
代表作品。该类型里女主们搞事业的起点都
相对较“低”，压力山大——古代严格的礼教
制度下，嫁入侯府的庶女少不得遭白眼。她
们历经千难万险，最终赢得家宅上下的信任
和尊重，治得了家，亦看得清朝堂，有本事和
丈夫一起协助明君巩固政权。

和宫廷剧相比，“宅门”环境略宽松些，女
主还可以有机会开启一点“副业”，比如《锦心
似玉》里的罗十一娘，拥有玲珑慧心和精湛的
刺绣技艺，还“兼职”开绣坊仙绫阁，教授其他
自力更生的姑娘们刺绣技艺。

古装剧里女子们有滋有味生活、有板有
眼搞事业的模样，圈粉程度往往远胜于男女
主撒狗粮和强灌“工业糖精”的感情戏码。在
隽永的古风天地里，姑娘们不再只是小鸟依
人的娇媚点缀，除了谈恋爱，她们还要谈“热
爱”，勤劳踏实又冰雪聪明的她们，漂漂亮亮
书写自己的事业版图。

从前，我们看古装剧，看的是古风“氛围
感”，看的是不同于现代剧的时光穿梭趣味。
而今，我们开始对古装剧里的职场江湖津津
乐道。这又何尝不是我们现实需求的一种投
射？看古装剧主人公们搞事业，恍如翻阅一
本能关照自我和当下的“答案书”，同时也延
伸出一番幻想：我若置身于那个朝代，是不是
也 能 借 助 现 代 思 维 ，解 锁 世 人 瞩 目 的 成 就
呢？ （据《中国青年报》）

“起风了，那乌家就破产吧。”“这
雨也来得太快了。”刚完结的热播网剧

《赘婿》里，男主角宁毅借风雨说事的
台词，是他人生的两个关键节点：起风
了，宁毅打败皇商乌家成为江宁首富；
下雨了，宁毅成功助武朝朝廷收复霖
安。观众说，搞事业的宁毅，“A 爆了”。

最近，还有一部由女频网络小说
《庶 女 攻 略》改 编 的 影 视 剧《锦 心 似
玉》，也 是 主 人 公 搞 事 业 的 优 秀 代 表
——“罗家有个十一娘，手可绣锦绣，
心可容家国”，一个原本处处受歧视的

“庶女”，靠自己的能力和情商一步步
赢得他人的尊重。

如今，在古装剧的江湖里，主角们
专心、霸气搞事业的故事越来越受观
众青睐。当我们看古装剧的时候，不
仅是为了穿梭回特定的朝代“观光旅
游”，也不止是看男女主人公或甜宠或
互虐的“情场”，其实更想看一看家宅
和宫墙里的另类“职场”。

所以，成功的古装剧“职场”江湖
里，他们和她们如何搞事业？

（请本版作者与本报联系，以便略奉薄酬）

古装剧里的另类“职场”
沈杰群

《又见奈良》：寻亲的路就像母爱永不消逝！
王 珉

跨越国家与历史文化的边缘

70 多年后，第一代遗孤大多已经故去，故
事也隐没在历史长河中。然而，2021 年，突然
有两部院线电影，重新将视角聚焦在日本遗
孤身上。一部是春节档的《唐人街探案 3》，将
日本遗孤作为暗藏的主线，在片末剖析这段
历史。另一部《又见奈良》，则是讲述 2005 年
中国陈奶奶的养女回到日本，陈奶奶因想念
养女只身前往日本，寻找养女的故事。

《又见奈良》是超越性的，它跨越了国家
与历史文化的边缘，战争是残酷的，孩子是无
辜的。陈奶奶对日本遗孤、养女丽华，不是亲
人胜似亲人的关爱，让人动容。陈奶奶作为
中国的女性，代表着伟大的母爱，她们有一种
不自觉的国际主义精神，尽管她们当时不懂
得自己的做法背后的意义，但是她们就这样
领养了日本遗孤。电影对人类永恒的情感进
行梳理，触发了观众的共情开关。影片由贾
樟柯、河濑直美两位中日名导联手担任监制，
可以说是通过两人的视角回望历史，也希望
能点亮两国共同的未来。贾樟柯坦言，第一

次看到剧本就被故事中超越国界和历史文化
的大爱所打动，两人希望影片能为中日两国
未来的交流和友谊助力。

跨 越 国 度 和 语 言 障 碍 的 剧 情 ，无 处 不
在。印象最深的一场戏是，陈奶奶和退休老
警察坐在凳子上，用两张观众看不到的照片
交 流 。 这 是 一 个 长 镜 头 ，全 程 没 有 一 句 台
词，却通过动作眼神巧妙沟通。另外，陈奶
奶和肉店老板之间、学动物叫声的对话，也
是 没 有 台 词 ，“ 咩 咩 ”“ 哞 ”等 等 ，乐 坏 了 观
众。原本沉重的题材，却被导演拍得温柔灵
气。这些让人捧腹或会心一笑的细节，糅合
了中国人和日本人生活化的表演，让老人寻
亲的故事变得趣味横生，也跨越了国与国之
间文化的差异。

战后遗孤们对于文化、身份认同的问题，
使得社会边缘感无处不在。在中国，他们作
为遗孤可能会有非议，而回到日本，他们在生
活工作中也面临一些歧视。比如陈奶奶的养
女丽华，在日本女老板的餐厅工作，有一次却
被误会偷东西，后来就走了。导演将歧视的
现实融到片中，虽然展现冲突这种境遇，但遗

孤们却乐观地面对生活。对于苦难，无论回
到日本的遗孤，还是去往日本寻亲的陈奶奶，
他们在面对面交流时都能给彼此报以微笑，
这就是跨越国度的包容之爱。

每位母亲都是坚强的女英雄

陈奶奶作为母亲很坚强，养女丽华断了
来信后，满头白发的陈奶奶，虽然对日语一窍
不通，但她却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寻亲之路。
看似是小家庭的“骨肉分离”，实则却是当年
滞留东北的日本遗孤们共同的经历。中日邦
交正常化，很多遗孤都重回日本，但这也成了
当年收留遗孤的母亲们集体的守望。有多少
陈奶奶今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到日本再看自
己的孩子一眼。

现实中奶奶寻亲的侧影，打造出独属于
《又见奈良》真实、生动、丰富的细节，塑造出
一位坚强的女英雄形象。当退休老警察询问
陈奶奶与丽华何时分别。尽管过去十年之
久，奶奶还是脱口而出：“94 年 3 月 11 日上午
走的”，仿佛还在昨天，这位女英雄的思念延
续了十年之久。好不容易陈奶奶和帮手寻来

一位丽华的老友——聋哑男人，他说确实认
识丽华，但许久未见。这些话明明对寻亲没
有多大帮助，但当陈奶奶听到“她的血缘鉴定
失败了，被人赶走了……”时，镜头一转陈奶
奶的眼泪早已夺眶而出。与丽华有关的蛛丝
马迹，陈奶奶就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这份
念女心切，正是坚强女英雄的体现。

片末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陈奶奶和两
位帮手在路上继续走着，镜头就对准三人，没
有交谈，陈奶奶用袖子频繁擦眼泪。邓丽君
演唱的《再见我的爱人》恰如其分地响起，契
合影片的主题。其实，爱的涵义很宽泛，这里
的爱是人间大爱。邓丽君的曲子，让人生出
安全感，因为遗孤在中国长大回到日本后，面
对陌生的环境或许会不习惯，但是带有中国
文化元素的事物，会让他们有安全感。时光
流逝，残酷被软化，失去被寻找，只有母亲坚
强的爱，固执的重复，甜与苦，就在那固执的
重复里不断闪现。可能斯人已逝，但母亲没
有一分一秒不在思念养女，陈奶奶与丽华之
间这份亲情，跨越血缘、国籍甚至岁月的长
度，不会消逝。

剧情简介:影片讲述了 1945 年抗日战争胜

利后，大量日本遗孤被中国东北家庭收养。

后来，包括陈奶奶的养女丽华在内的许多遗

孤归国。2005 年，许久没有收到养女回信的

陈奶奶忍不住思念，远赴日本奈良，在两位朋

友的帮助下踏上漫漫寻人之旅。在日本他们

邂逅了许多归国遗孤，陈奶奶只是他们生活

的过客，却也通过过客的视角，来重温养女在

日本的坎坷生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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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坛汇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健
康意识的增强，体育消费越来越成为大众生
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体育领域的消费者
权益保护不容忽视。现在，我们就来盘点一
下，过去的一年里体育消费的那些“坑”。

健身房、培训班跑路

健身房禁止会员进店、会员打砸门店、工
作人员与会员肢体冲突……2020 年底，福州
市拓福体育多家门店发生群众维权事件。冲
突的起因，是福建浩沙健身的“接盘者”拓福
体育宣布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不再为原浩沙
会员提供免费健身服务。

近年来，健身房“跑路”频发，随着中国向
体育强国迈进，本是朝阳产业的健身房，却在
办卡、扩张、倒闭、维权的“剧本”中恶性循环，
严重影响体育消费的发展。

除了健身房，培训机构的“跑路”也屡有
发生。

杭州市民老范给孩子报了某橄榄球课的
培训班，2020 年春节前，老范照常给孩子续上
了全年学费。满心欢喜等着疫情后开课的他
却慢慢发现不对劲：课程一再延迟开课，到后

来干脆连培训机构都联系不上了。他意识到
培训机构可能“跑路”了，便马上和其他孩子
家长商量对策。经过一番讨论，家长们一致
决定，“机构没了，我们自己顶上”。他们联系
之前培训班里的教练，希望他们能来继续教
学。没有专业的橄榄球训练场地，大家就找
足球场来替代。

这家由家长扛下来的球队此后居然还运
营得不错，还引起了 NFL（美国职业橄榄球大
联盟）的注意，但更多的“跑路”事件，造成的
后果是消费者的权益受到损害，严重伤害了
整个培训行业的形象。

面对这些问题，行业协会和主管部门也
在行动。

2020 年 8 月，中国健美协会发布了《关于
促进和规范社会体育俱乐部发展的意见》的
落实细则，从健身俱乐部评级、人才、赛事、运
营、培训等多方面进行了细化和规范，将通过
施行国标来规范健身俱乐部等健身场所服务
质量，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2020 年 11 月初，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
委员会联合上海市体育局等共同制定《上海
市体育健身行业会员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征

求意见稿）》，设置了健身卡的“七天冷静期退
费”条款。

极限运动馆安全失范

2020 年 10 月，家住南昌高新区的唐玲去
某极限运动体验馆消费，在跳入“泡泡池”时，
唐玲因姿势不当“倒栽”池中，之后 2 个多月里
她深受脖子扭伤之痛。受伤后，唐玲尝试维
权。涉事场馆表示，唐玲在运动前签署了一
份安全协议，其中一条是“顾客由于自身行为
导致受伤，场馆一律不负责任”，因此唐玲受
伤应该自己负责。

维权未果，唐玲开始投诉。她先联系了
市场监管部门，得到的答复是：“该运动场馆
属娱乐项目，设备不在特种设备名录内，因此
不在监管范围内。”随后，唐玲又联系了文旅
部门，却得到回复：“此项目属于体育类，不在
职责范围内。”而体育局表示：“只能对运动项
目提供指导。”

事实上，“维权无门”成为困扰很多体育消
费者的问题。维权事件发生后，市场监管部门
往往认为应由体育部门监管，而体育部门则没
有执法权，导致消费者的维权陷入死循环。

有业内专家建议，可建立由市场监管部
门和体育部门联合的机构，破解专业的体育
消费场所监管难、执法难的问题。

“云健身”产品乱象

跟着“屏幕”学健身操，抱着宠物做深蹲，
躺在床上练瑜伽……2020 年以来，一场疫情
催生了“云健身”市场的繁荣

然而，一些买了课程的网友却发现，“挂
羊头卖狗肉”的“水”课大量存在。这些课程
不仅可能损害健康，买课后想退款也很难。

“精准腹部减脂”“7 天大腿瘦一圈”等以
博眼球、吸引流量为目的的健身视频充斥各
网络平台，许多主播也没有授课资质。

事实上，不同性别、年龄、工作性质的人
群其身体机能与素质差异较大，负荷与动作
难度难以适用于同一标准，部分有关节疼痛
或动作功能障碍人群在“云健身”中往往也缺
乏风险规避意识。

专家表示，面对新的课题，相关部门也应
当迅速行动起来，采取新的思路和办法加强
监管，更好地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新华社广州 3 月 15 日电）

说说体育消费的那些“坑”
王浩明

新华社北京 3 月 14 日电（记者郑直 梁金
雄）亚洲台球联合会日前于官网宣布，台球将于
2030 年重返亚运会，成为该年举行的多哈亚运
会的比赛项目。

“我们很高兴确认台球运动将成为 2030 年
亚运会的一部分。”亚洲台球联合会在官网发
布的声明中写道。台球曾是 1998 年至 2010 年
间四届亚运会（曼谷、釜山、多哈、广州）的比赛
项目。

在 2002 年釜山亚运会上，当时年仅 15 岁的
丁俊晖在台球斯诺克个人赛决赛中以 3:1 战胜
泰国选手素波森拉，为中国夺得亚运史上的第
一枚台球金牌。

新华社东京 3 月 15 日电（记者王子江）东京
奥组委 15 日宣布，奥运会火炬接力将在 3 月 25
日如期举行，但开幕式不对普通观众开放，表演
活动也将简化进行。

据透露，火炬接力开幕式将在 2011 年遭受
地震、海啸和核泄漏三重打击的福岛举行。开
幕式将从上午 9 点开始在福岛的日本国家足球
训练中心举行，这里曾经在 10 年前的灾难中被
改造成救助中心。

开幕式正式开始之前，福岛当地的居民和
小学生将举行文艺表演，之后，日本女足成员将
用去年 3 月在希腊点燃的圣火点燃第一棒火
炬，为期 121 天、遍及日本 47 个都道府县的火炬
接力正式开始。第一棒火炬传递的路线是从日
本国家足球训练中心到训练中心火车站，这一
段将不对公众开放，不过将通过奥组委的官网
进行直播。

东京奥组委没有透露第一棒火炬手的名
字，去年 3 月奥运会被推迟前，第一棒火炬手是
日本女足名将川澄奈穗美，不过当时在美国效
力的她为了避免感染，不给球队和粉丝添麻烦，
放弃了参加火炬接力的机会。如果没有意外，
她的位置应该可以被保留。

奥组委还宣布，希望沿途的观众能够遵守
防疫规定，不要欢呼和加油，也不要到居住地之
外观看火炬接力。奥组委还希望全世界更多的
观众能够通过网络直播观看火炬传递。

台球2030年
重返亚运会

东京奥组委确认
火炬接力将如期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