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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收官的都市剧《爱你》因其独特的

“中医+爱情”设定引发关注。剧中，“望闻问

切”“药膳食疗”等中医养生元素被自然融入

剧情，引起不少年轻观众的兴趣和讨论。有

人一边追剧一边做“中医笔记”；有人表示看

完剧后“喝中药都不觉得苦了”；还有人改变

了对中医的刻板印象，开始关注甚至尝试了

解中医。从《女医明妃传》《后浪》到《爱你》，

这些融入中医与养生元素的剧集，在丰富影

视内容的同时，也以更轻松、贴近生活的方式

进入年轻人视野，逐渐获得更多认同。

“中医小贴士”引发兴趣

女大学生璐璐是在《爱你》播出后开始规

律追剧的。她说，自己原本并不爱看剧，但这

部剧片尾的“中医小贴士”引起了她的兴趣。

《爱你》片头设置了“中药小课堂”，介绍

常见中药的作用与使用方法，如薄荷疏散风

热、艾灸缓解痛经等。有观众边看边记笔记，

也有人将体会分享到社交平台。

璐璐会把每集片尾的中医保健方法整理

出来，再去查阅资料进行核实。每天完成课

业后，她都会抽出一两个小时观看剧集，有时

还会反复看。她还会把剧中提到的中药知识

一条条记下来，“上课抄讲义都没这么认真

过。”她开玩笑地说。

璐璐发现剧中介绍的方法大多有中医文

献依据，自己也尝试用一些方式调理身体。

她说，如果学校有中医相关的课程或社团活

动，她愿意参加。

不仅是女生，一些男生也对这类题材表

示关注。大四学生周真（化名）虽然学业紧

张，但仍会利用吃饭、休息等碎片时间看《爱

你》。他说，这类剧节奏不快、内容轻松，剧中

提到的养生方法也比较实用，比如熬夜后泡

枸杞菊花茶、按压穴位缓解头痛，他都尝试

过，觉得“还挺方便”。

《爱你》的热度还带动了一些中医题材老

剧的“回看”。例如，2023年播出的《后浪》上

线初期反响一般，但近期有观众在社交平台

表示重新看完了整部剧，还有不少人留言说

“之前没注意看，现在觉得内容挺扎实”。也

有观众开始整理剧中提到的中医方法，有人

尝试煮酸枣仁汤、练习艾灸，也有人照着泡脚

或熬制中药茶。这些自发的实践，成为部分

年轻人了解和接触中医的一种方式。

在这些剧集中，中医不再只是背景设定，

而是一种与现实生活有联系、可以理解和尝

试的知识体系。对部分年轻人来说，这是他

们接触中医、了解中医的一个起点。

改变“老中医”刻板印象

除了养生方面的“种草”，中医题材剧中

的情感描写也引起了一些观众的共鸣。璐璐

是在室友推荐下开始看《爱你》的。她说，剧

中表达情感的方式比较克制，不是直接表白，

而是通过一些日常细节，比如男主送香囊预

防感冒、陪伴就诊等，让她觉得更贴近生活。

剧中提到的按压穴位、饮食调理等中医保健

方式，如果出现在现实生活中，也可能是一种

更贴近日常、容易被接受的关心方式。

将中医文化和情感关系结合，是这类剧

集的一种表现方式。一些观众表示，中医剧

呈现的节奏和氛围让人放松，有助于缓解情

绪压力。也有网友评论道：“从剧中的爱情故

事能感受到生活的细节温度，从中医理念中

也能找到一些应对情绪的方式。”在部分年轻

观众看来，中医不再只是上一代人的选择，也

逐渐成为一种能够被理解、愿意去尝试，并可

以融入日常生活的方式。

除了追剧本身的娱乐性，有观众表示，中

医题材剧集让他们对中医的印象有所改变。

女大学生小凡回忆，小时候她对中医的印象

还停留在“老中医”——留着胡子、说话严肃

的传统形象。但在《爱你》中，她看到了年轻、

专业的医生形象，也意识到，现在学习和从事

中医的年轻人不少，既有在中医院校就读的

学生，也有通过师承方式继续学习的人。中

医，早已不是“老一辈”的专属。

剧中把脉问诊、配药熬汤的场景被完整

呈现，一些观众表示，看完之后对这些日常接

触不多的环节有了更直观的了解。有人在弹

幕中留言称：“看到酸枣仁汤能改善睡眠，有

点想去试试看。”

中医题材影视剧“出海”

中医题材的影视剧，正在吸引一部分年

轻观众的关注。这类剧集也被一些海外观众

视为了解中医的窗口。例如，《爱你》在爱奇

艺国际版12个国家和地区登上热播榜首。在

泰国，其谷歌搜索热度一度位居同期大陆剧

第一，在印尼也进入了热播剧集前三。

一位海外网友在社交平台留言称：“如果

有这样的中医，我也愿意去尝试针灸。”

创作灵感往往来自生活经历。影视原著

《爱你，是我做过最好的事》作者笙离曾学习

医学专业。她回忆，自己在身心状态不佳时

因就诊接触中医，几付中药缓解了长期困扰

她的症状，也成为小说创作的起点。她表示，

希望通过故事让更多人了解中医。

中医题材剧《后浪》的编剧六六，在创作过

程中专门学习中医相关课程。她认为，中医讲

究循序渐进，这一点也体现在剧本节奏上。

中医题材剧集为什么能受到年轻人的喜

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

清泉表示，《后浪》展现了青年学子学习中医

的过程，同时通过节气等内容呈现中医的知

识体系和文化内涵。95后中医博主李医生认

为，剧集的传播说明中医文化在年轻人中具

备一定关注度，“如果剧情贴近生活，演员又

有影响力，就可能在观众心里埋下一颗关于

中医的种子。”

在游轮上比拼歌技，一众中外歌手们有

被大风吹得发丝狂舞的，有被冻得瑟瑟发抖

的，可当他们站上“甲板”，歌声中的能量却让

空气不断升温。作为亚洲首档跨国歌手文化

交流节目，近期播出第一期的《亚洲新声》被

网友戏称为“内娱史上最难音综”。

与此同时，另外两档人气音乐综艺也在

热播中。全网热搜第一的《歌手2025》迎来第

二期，“流量小生”马嘉祺揭榜成功、“老牌唱

将”林志炫意外出局、实力音乐剧演员阿云嘎

揭榜失败等排名风波，引发广泛讨论：在流量

和音乐品质面前，究竟谁说了算？在《天赐的

声音6》中，实力歌手张靓颖演唱短视频流量

歌曲《九万字》，被有的网友揶揄“五星大厨做

辣条”，更将音综如何取舍的话题推至聚光

灯下。

创新，还是换汤不换药

《亚洲新声》上线之初，因“红椅子”、新人

选拔模式等元素，被有的网友认为是曾风靡

多年的音综《中国好声音》的“重生版”。这种

标签背后，折射出观众的担忧——“综N代”

引发审美疲劳。

《亚洲新声》真的是《中国好声音》的“换

壳”版吗？竞技选拔、导师点评、素人成长叙

事，节目确实延续了传统音综的底层逻辑。

《亚洲新声》的“新”，更多体现在场景升级与

国际视野。来自亚洲多国的新生代实力歌手

在游轮上竞演，彰显了多元文化背景下不同

的音乐风格。00后中国女歌手可楼穿着白裙

深情唱响《光亮》，主歌部分细腻温暖的声线，

与副歌部分具有爆发力的戏腔形成鲜明层

次。哈萨克斯坦19岁的丹妮莉娅一曲《放射

性的》点燃全场。网友评论：“虽然舞美一般

性，出场的歌手并非完全‘新声’，但从表现力

方面看，的确算耳目一新。”

《天赐的声音 6》走出的一条特色路径，

是将舞台内容拆解成多个版本，如“完整版”

“无伴奏版”“后台花絮”等，并以秒级切片的

方式在短视频平台分发。比如《跳楼机》一首

歌就衍生出了16条短视频，其中每一条的播

放量都突破百万。这种拆解重组的传播策

略，精准契合了短视频用户“短平快”的消费

习惯，也通过平台算法触达了潜在观众，但难

免有向流量妥协之嫌，尤其是对于节目大量

选用短视频热歌，被网友质疑“浪费专业歌

手”。当改编神曲被视为创新捷径，音综的文

化使命何在？真正的破局，或需如乐评人所

言——减少算法依赖，在工业化流水线上凿

出“人”的缝隙。毕竟，观众渴望的不是永恒

的“新瓶”，而是瓶中能否荡漾真正打动人心

的“新酒”。

话题和音乐，谁说了算

在《歌手2025》第二期中，以“行走的CD”

著称的老将林志炫，一曲《秋意浓》唱得缠绵

悱恻，却因“缺乏新意”黯然离场。不少网友

为林志炫鸣不平。新生代人气歌手马嘉祺则

以《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挑战白举纲，揭

榜成功。乐评人耳帝认为，“马嘉祺的声音还

是偏稚嫩，唱歌贵在干净、自然、真诚，但要成

为能令大众心悦诚服的唱将，还是有很长的

道路要走”。因而，“技术天花板不敌流量揭

榜”引发热议，将音综“流量与音乐品质之争”

话题再次推向台前。

流行音乐研究专业博士、杭州师范大学

副教授赵朴认为，音综试图要引起观众的讨

论，往往会借助歌手的“去留”做文章。“林志

炫在《歌手2025》首期节目中寻求突破，个性

化地改编戴荃的《悟空》，却没有得到现场观

众和评审团的青睐；第二期他为了求稳，选择

了相对老派的歌曲《秋意浓》，又显得保守，综

合两场分数，林志炫遗憾告别舞台。而无论

是马嘉祺揭榜成功还是阿云嘎揭榜失败，重

点是能为节目带来流量和话题，确实与歌手

自身唱功如何关系不大。”

流量不是音综的万能解药。从众多网友

的评论中不难发现，不俗的音乐品质与艺术

表达，可以成为“破圈”利器。比如在《歌手

2025》中，单依纯《珠玉》凭借“空灵仙嗓”引发

弹幕刷屏“耳听仙乐”。而林志炫、阿云嘎在

节目中被淘汰，仍被乐评人和乐迷高度评价，

正说明音乐本身的情感穿透力、技术完成度

与艺术价值，始终是音综立足的基石与灵

魂。高质量的现场表演虽不总能直接转化为

即时流量或左右赛果，却能沉淀为节目的专

业调性、艺术高度与长远生命力。成功的音

综，应具备将流量引导向优质音乐内容的能

力。赵朴认为，音综也需要有勇气在流量喧

嚣中坚守对音乐专业性和艺术探索的尊重，

避免为了短期热度而过度消费歌手或牺牲音

乐品质。唯有在流量搭建的庞大舞台上，让

真正的音乐之光持续闪耀，音综才能在满足

商业需求的同时，完成其作为音乐节目的文

化使命——成为好音乐的发现者、传播者与

价值塑造者。

据今晚报讯（记者 王轶斐）文化节目《少年书院行》将

于6月9日登陆湖南卫视、芒果TV双平台。节目深入一众

中国历史名书院，青春少年与知名专家学者将在行走与探

问中，开启一场场融合实景、故事与思辨的文化盛宴。

《少年书院行》在全国各地的历史名书院内探秘文化

地图，通过行走发现、讲述问答、思想对谈等趣味方式，发

掘独一无二的“文化藏宝图”，让书院“活”起来。节目组将

邀请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肖永明，复旦大

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郦波等知名专家学者，组成“专家天团”，成为少年们

“青春之眼”背后最有力的支撑。

当镜头扫过岳麓书院的赫曦台、白鹿洞书院的明伦

堂、应天书院的崇圣殿、嵩阳书院的汉封将军柏……一幅

幅理解中华书院文化乃至中华文明精神内核的沉浸式画

卷将徐徐展开。

据今晚报讯（记者 王轶斐）2025年文学好书榜第1期

近日揭晓，谢冕、冯骥才、迟子建、刘庆邦、祝勇等名家新作

登榜。冯骥才今年推出的《过年书》被称为“春节申遗推荐

者的春节文化读本”。

文学好书榜是由中国出版协会文学艺术出版工作委

员会主办的文学榜单。本期榜单入围图书共78种，经过初

评、复评、终评三轮评选，最终15种图书入选2025年文学好

书榜第1期（1—2月榜）。包括：迟子建《好时光悄悄溜走》、

罗伟章《戏台》、次仁罗布《乌思藏风云》、祝勇《国宝》、李洱

《超低空飞行：同代人的写作》、谢冕《为今天干杯》、王彬彬

《废墟与狗》、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东方微笑——走进

麦积山》、李纬文《层叠的北京：看得见的古都八百年》、冯

骥才《过年书》、刘庆邦《挂在墙上的弦子》、邹汉明《穆旦

传：新生的野力》、赵德发《大海风》、残雪《迷宫》、黎紫书

《余生》。

据新华社电 综合新华社驻

外记者报道：伊拉克、塞尔维亚、

阿联酋和美国等多国日前分别举

行“汉语桥”等中文比赛。比赛期

间，各国青少年积极展示中文学

习成果，并通过各类才艺展现对

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

第 24 届“汉语桥”世界大学

生中文比赛伊拉克库尔德地区

（库区）赛区决赛近日在位于库区

首府埃尔比勒的萨拉赫丁大学举

办，共有 8 名选手参加。比赛设

有才艺展示、主题演讲、知识问答

等环节。在才艺展示环节，选手

们给观众们带来了川剧变脸、太

极拳、书法、国画以及中文歌曲等

节目，赢得阵阵掌声。

萨拉赫丁大学中文系学生穆

明（中文名）获得第一名，将代表

伊拉克赴华参加“汉语桥”比赛全

球总决赛。“中国文化深厚、优雅

且充满历史底蕴。中文让我重新

认识了语言的魅力。”他说，相信

学习中文能为他带来更多机会。

中国驻埃尔比勒总领事刘军

在致辞中说，“汉语桥”赛事在伊

拉克库区已连续举办 4 届，赛事

规模不断扩大，知名度持续提

升。他表示，语言是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中方愿以“汉语

桥”为起点，推动中伊文明互鉴，深化民心相通。

第24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第18届“汉语

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以及第5届“汉语桥”世界小学生

中文秀塞尔维亚赛区总决赛1日在塞第二大城市诺维萨德

举行。

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馆教育参赞袁纪纲在致辞中说，

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馆将一如既往支持塞尔维亚中文教育

事业发展，鼓励塞尔维亚青年学好中文，到中国去深造，在

中资企业就业，成为中塞友好的推动者，中塞命运共同体的

建设者。

诺维萨德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伊万娜鼓励参赛选手

尽情展示中文知识，希望他们通过努力搭建起通往美好未

来的“汉语桥”。

2025年“汉语桥”世界大中小学生中文比赛阿联酋赛

区决赛1日在扎耶德大学成功举办。

中国驻阿联酋大使张益明致辞表示，阿联酋中文教育

快速发展，学中文、到中国留学如今已蔚然成风。他希望同

学们脚踏实地，不断努力，学好中文，将“小目标”绘制成“大

蓝图”，为建设更高水平的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贡献更多

青春智慧和力量。

来自美国伊利诺伊州、密歇根州和明尼苏达州的数十

名美国中学生日前在芝加哥佩顿中学参加了主题为“追梦

中文、不负韶华”的美国中西部地区中学生中文演讲比赛。

来自密歇根州的7年级学生维奥莉特·马尔谢索以纯正流

利的相声贯口《报菜名》，赢得本次比赛一等奖。

杰西卡·摩根的女儿纳塔莉·阿什布鲁克学习中文两

年，在才艺展示中表演了打中国结。摩根告诉记者，女儿由

衷地喜欢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希望女儿明年能参加夏令

营，到中国体验中国文化，品尝正宗的中餐。

“语言是通向世界的钥匙，打开的不只是交流之门，更

是彼此信任与尊重的起点。”中国驻芝加哥副总领事张宜琪

致辞说，“希望大家以语言为载体，继续关注中国，了解中

国，在差异中寻求共识，在交流中建立友谊，成为中美民间

友好的使者。”

据北京晚报讯（记者 李夏至）备受关注

的马伯庸原著改编剧《长安的荔枝》将于6月

7日登陆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CCTV-8）

黄金强档，并在腾讯视频全网独家播出。

剧集讲述了一场围绕小小荔枝展开的

生存大戏，带领观众穿越千年，感受唐代的

风云际会与小人物的坚韧智慧。上林署小

吏李善德（雷佳音 饰）突遭同僚构陷，被迫

接下“荔枝使”的绝命差事，在六月初一之

前，他须将“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

的鲜荔枝从五千里外的岭南运抵长安。为

护幼女周全，他孤身南下。与此同时，奉左

相密令追查右相罪证的郑平安（岳云鹏 饰）

卧底潜入岭南。肩负生死之托的郎舅二人

意外重逢，结识胡商行首阿弥塔（那尔那茜

饰）、空浪坊主云清（安沺 饰）、胡商苏谅（吕

凉 饰）及峒女阿僮（周美君 饰）等人，也屡

遭岭南刺史何有光（冯嘉怡 饰）、掌书记赵

辛民（公磊 饰）的重重阻挠。

该剧由曹盾执导，马伯庸担任原著及故

事顾问，雷佳音、岳云鹏领衔主演，以新颖独

特的“古代职场”视角，融合历史细节、轻喜

元素与人性深度，撕开长安的浮华表象。该

剧还将在腾讯视频海外版WeTV全球同步

播出，并译制为英语、泰语、越南语等多个语

言版本，后续还将陆续在北美及东南亚地区

播出，韩国将于明年初播出。

文化节目《少年书院行》
深入探寻中国名书院

冯骥才《过年书》
登上文学好书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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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子渊 实习生 李奕帆

“ 中 医 + 爱 情 ”设 定 养 生 元 素 融 入 剧 情

中医剧缘何让年轻人上头

文汇报记者 姜方

《歌手 2025》《天赐的声音 6》《亚洲新声》同期播出引发热议

音 综“ 三 国 杀 ”：算 法 围 猎 实 力 ？

《长安的荔枝》打开另类古代职场视角
据今晚报讯（记者 王轶

斐）由陈可辛执导，章子怡等

领衔主演的电影《酱园弄·悬

案》，日 前 宣 布 定 档 6 月 21

日。在海报和预告片中，23位

实力演员悉数亮相，他们将重

返80年前，共同揭开这桩奇案

的神秘面纱。此前，《酱园弄》

已经宣布将以两部电影的形

式上映。

“酱园弄杀夫案”是一桩

发生在1945年的真实奇案，詹

周氏将大块头丈夫杀死并分

尸。案件一经曝光便成为当

时街头巷尾争相关注的焦点，

而这桩真实案件也在 80 年后

的今天被陈可辛导演重新掀

开面纱。电影上部《酱园弄·

悬案》将揭开案件背后的重重

疑点：一个瘦弱女子怎能凭一

己之力完成杀人碎尸？这背

后 是 有 人 相 助 还 是 另 有 隐

情？詹周氏的命运将迎来怎

样的变化？

据悉，《酱园弄·悬案》剧

组在上海实景拍摄，大到弄

堂、街景，小到詹周氏家中的

陈设，皆以“修旧如旧”的手法

倾力还原。此番角色造型首

次曝光，伤疤遮面眼神锋利的

章子怡和一众演员皆以颠覆

性的形象出现引发热议。

据悉，该片的 23 名演员，按出场顺序分别

为：章子怡、王传君、易烊千玺、梅婷、赵丽颖、雷

佳音、刘润萱、章宇、Anna Kirke、杨幂、康春雷、

张羽霖、彭昱畅、尹昉、沈佳妮、陈国庆、张建亚、

周野芒、大鹏、李现、徐祥、孙强、范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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