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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挖掘纪实元素的内涵及其运用价值，探

讨虚构与纪实、戏剧性与真实性的有机融合，是

当下包括电视节目、网络节目在内的视听节目谋

求突破与创新的一个视角。山东卫视的“新时代

生活日记”节目《此时此刻》，通过随机采访、72

小时跟踪拍摄，记录当下中国普通人“正在发生

和进行”的生活状态，传递朴素的梦想和愿望，用

真实、质朴的镜头语言，关注社会民生、聚焦民生

话题，为观众还原出各行各业最基层的普通人群

和普通事件的本来面貌与真实生活，于柴米油盐

的涓涓细流和转瞬即逝的瞬间发现感动、捕捉真

情、凸显善良和美好，用动人的故事传递治愈人

心的力量，反映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

为实现美好愿望的努力付出，从而引发群体共

鸣，传递社会正能量，是一档接地气、有温度，具

有鲜明人间烟火气息与朴素生活质感的纪实类

节目。

聚焦小人物的真挚情感，捕捉转瞬即逝的

温暖瞬间，深入剖析国民性格。《此时此刻》每期

选取一个社会最基层、最日常生活的横断面，在

一个特定地点连续拍摄72小时，用镜头真实记

录下普通人的生活细节，记录下每个珍贵的瞬

间，从一个个来去匆匆的过路人的行为举止来

观察社会，反映时代发展给人们的价值观念、生

活理念、行为方式、梦想追求等带来的巨大变

化，凸显普通百姓在日常的平凡生活里对待生

活、工作的大态度、大理念，记录下每个人为实

现自己心中切实的中国梦而脚踏实地努力奋斗

的过程。如节目中记录的四位年轻人在四川大

凉山深处封闭、落后、贫穷的山村里短则数月、

长则数年的支教生涯；海南鹦哥岭从事原始生

态保护和研究的一群“与世隔绝”的年轻人；泰

山的挑山工、消防队员、下悬崖捡拾垃圾的清洁

工、信号塔的检测工、山顶摄影师的日常生活

等；三山岛出海打渔的捕鱼人、渔码头上的分拣

大妈、卖冰老人、批发海鲜的个体小贩、渔船上

的维修工、搬运工以及在码头上无偿给大家唱

歌的金矿井下工人……片中这些普通人几十年

如一日，踏实务实，用自己脚踏实地的劳动和辛

勤付出，实现着创造美好生活的理想。片中，每

个人都经历过痛苦、艰难、生活的无奈与辛酸，

但他们却很少慷慨陈词、说漂亮话，也很少大谈

理想、梦想，尽管日子艰苦，但却无人心理失衡

而抱怨社会、埋怨命运、牢骚戾气、怨天尤人，而

是心中都坚信好日子是奋斗出来的。正如片中

三山岛码头上的捡渔工司凤霞所说“老百姓没

有多大的想法，就是干活吃饭”。干了20多年挑

山工的泰山挑夫梁思辰，每天挑着货物爬4000

多级台阶上山，爬到十八盘的时候更是手脚并

用。这份工作着实辛苦、劳累，支撑他坚持干下

来靠的是持续的毅力、耐力和坚强的决心，他需

要通过自己的劳作养家糊口、赡养父母、挣钱供

孙女上大学……这些朴实的语言、简单的想法、

真诚的付出，凸显出中国老百姓质朴厚道、善良

勤劳、努力奋斗、乐观向上，用诚实劳动改变命

运，在辛苦忙碌中体味幸福的国民性格，在如何

看待生活中的苦与累、付出与获得的辩证关系

上的一种淳朴、豁达、乐观的心态。

该档节目的纪实性、现场感与每个人故事

讲述的趣味性、跌宕性有机融合、互补生辉。如

泰山山顶天街下悬崖边捡拾垃圾的清洁工，其

工作的危险性触目惊心。人们“不经意”地随手

一扔，则意味着清洁工们要付出生命危险的代

价去捡拾。这种“触目惊心”带来的震撼与反思，

无不在潜移默化地规范与警醒着每个人的行为

举止，促进着社会文明道德建设。还有泰山挑山

工，该片用最真实的镜头记录下他们的生活。他

们肩负重荷，艰难前行，每天收入一两百元。这

个已延续了上千年的职业，虽然至今依然存在，

但年轻人已很少问津了。尽管人数在减少，但挑

山工的精神早已与泰山相融相生，成为泰山文

化和齐鲁文化的有力注脚。

节目不仅展现了基层人群生活、工作上无

奈辛酸的痛点、泪点，现实社会问题的难点、焦

点，更凸显了人民对美好生活和实现梦想而脚

踏实地奋斗的燃点、笑点。《此时此刻》在展现国

人美好品德、质朴善良的同时，也揭示出很多社

会现实问题，如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

衡、不协调；城乡之间教育资源、教育水平的巨

大落差；不同地区文明发展以及现代化进程的

失衡错位等。对于这些问题，片中表现的一些人

物，如支教老师、鹦哥岭原始生态保护者、研究

者们等，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但他们没有抱怨

与消极情绪，相反，每个人都在务实地为改变这

种现状而努力。几位支教老师在有限的支教时

间里，都是尽职尽责，大到教书育人，小到衣食

住行，无不在努力培养、呵护好每一个学生，为

改变大凉山的落后面貌而尽自己的努力，对未

来生活充满信心。由此，该片“治愈”色彩得以凸

显，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节目在时空结构方面俨然一体又相对独

立。节目片头就很有寓意——以航拍画面来揭

示民生万象：高楼林立的十字路口、人们为了生

活行色匆匆；街角里弄、胡同一隅，无数个平凡

又动人的瞬间都在72小时的跟拍里得到真实

呈现；而沉浸在朝阳下的街市愿景和飞翔的和

平鸽，无不暗喻着节目“体味人间万相，感受生

活温暖”的主旨。该片以72小时跟拍的真实呈

现为纵轴，以无数个平凡又动人的瞬间为横轴，

经纬交织，俨然一体，但片中所表现的人物和事

件又是相对独立的叙事单元，易于切分与组合，

这一特点与媒介融合时代短视频传播的碎片

化、移动化等特点相契合。节目用报时器表现

72小时的时间概念，整体简约但又留有空白，

给观众以无限遐想。

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

国政协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强调指出，

文化文艺工作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承担

起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使

命，勇于回答时代课题，从当代中国的伟大创造

中发现创作的主题、捕捉创新的灵感，深刻反映

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描绘我们这个时代

的精神图谱，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

明德。山东卫视“新时代生活日记”《此时此刻》

扎根生活、记录时代，在追求作品的精神高度、

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为新

时代的奋斗者们奉献了一曲赞歌。

《《此时此刻此时此刻》》的真实力量的真实力量
□□陈陈 芳芳

中国武侠电影是以传统武术为形、以侠义之道

为魂，写意性地表达民族精神与价值观的电影类型，

至今共有5次创作热潮。第一次在上海，由神怪武侠

片《火烧红莲寺》（1928）引发。第二次是在上世纪60

年代的港台，由胡金铨代表的“文人武侠”到张彻强

调男性情义的“暴力武侠”，使武侠从“刀剑”向“拳

脚”过渡。第三次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内地，《少

林 寺》（1982）、《神 秘 的 大 佛》（1983）、《武

当》（1983）、《武林志》（1983）、《神鞭》（1986）等作

品名噪一时。第四次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

“新编”武侠片如《新龙门客栈》（1992）、《东邪西

毒》（1994）等为代表，两岸及港澳电影人联袂，华语

武侠电影进一步整合。

新世纪以来武侠片创作可谓第五次热潮，有影

响的作品有：《卧虎藏龙》（2000）、《小李飞刀之飞刀

外传》（2000）、《英雄》（2002）、《十面埋伏》（2004）、

《七剑》（2005）、《新忠烈图》（2007）、《风云决》（动画

2008）、《剑雨》（2010）、《锦衣卫》（2010）、《龙门飞

甲》（2011）、《武侠》（2011）、《刀见笑》（2011）、《四

大 名 捕》系 列（2011，2013，2014）、《一 代 宗

师》（2012）、《倭 寇 的 踪 迹》（2012）、《血 滴

子》（2012）、《绣春刀》（2014）、《白发魔女传之明月

天国》（2014）、《黄飞鸿之英雄有梦》（2014）、《刺客

聂 隐 娘》（2015）、《师 父》（2015）、《三 少 爷 的

剑》（2016）、《卧虎藏龙：青冥宝剑》（2016）、《绣春刀

II：修罗战场》（2017）、《影》（2018）等。

自上世纪80年代起，第四代、第五代导演崛起，

肯定人性，关注个体生存状态和欲望，宋彦在《新时

期中国电影的现代性、后现代性研究》一书中认为，

他们“自觉地运用先进的‘现代性’利器，对历史、对

现实、对生命、对人性进行理性的追问和深思”。“现

代性”缘起于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而启蒙运动

建立了一套以人的本性为核心的新的价值系统。聚

焦到武侠电影类型领域，便是英雄作为人的回归，从

前被忽视、被牺牲的小我得以被正视、被关注。这种

转变从《双旗镇刀客》（1990）、《东邪西毒》（1995）、

《卧虎藏龙》（2000）等已现端倪，及至新世纪以来，

已蔚为大观。在文化大融合的时代背景下，为了开拓

国际市场，一些类型电影也采用了“文化杂糅”的策

略。新世纪以来的一些武侠片在创作观和价值观上

变化很大，为了让不同民族的人理解和接受，在一定

程度上模糊，甚至颠覆了民族性和历史感构筑的武

侠精神，带有“反武侠”或者“后武侠”的倾向。

从江湖到庙堂——从出世到入世

“侠”字是使武侠片独立于世界动作片之林的精魂。《韩非

子·五蠹》中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史记·游侠列

传》有言曰：“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

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

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这种远离庙堂，以武犯

禁，毁家纾难，忠贯日月，为国为民又具有牺牲精神的侠义精

神，继承了道家和墨家的文化基因，是中国传统价值观和民族

文化背景的产物。与庙堂相对的江湖，是侠客们仗剑天涯、打

抱不平、替天行道的地方，侠客们纷纷逃离乱自上作的庙堂，

纵横江湖，快意恩仇。

新世纪以来的一些武侠电影，却开始了从江湖到庙

堂、从出世到入世的回归。《小李飞刀之飞刀外传》中沉迷酒

色、不务正业的浪子李寻欢被父亲一拳打醒，开始为家族产

业——镖局贡献自己的力量，由此引发了家庭惨剧，最终一场

大难之后他与少女小小过上了柴米油盐的生活。侠客重拾人

间烟火，开始关心生计与家族事业，这部电影是一个转变的开

始。到了《绣春刀》，丁修与靳一川虽然心存江湖道义，但身处

尔虞我诈的庙堂，深受党同伐异之苦，为了生存不得不处处小

心，左右逢源，但却很难以全身而退。绣春刀是明朝锦衣卫的

标志，一部武侠片却以宫廷官僚的标志性武器来命名，这恰恰

说明侠客与庙堂再不是泾渭分明，英雄入世了。

从无我到自我——从牺牲到成长

“重然诺，轻生死”，舍己为人、舍生取义的牺牲精

神，让一代代侠客们将个人存在的意义全然交付给天

下，生荣死贵，令人敬仰。但侠客也是人，奈何被为天

下大义而活遮盖了凡俗面的侠客形象比比皆是。新世

纪，一些武侠片开始强调个体生命的意义，这种英雄

的凡俗化转变，与当下的个人意识兴起密切相关——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我们有机会考虑个

人的成长与发展。“现代性”在新世纪武侠片中主要体

现为叙事内容上重视个人主体性与自我意识，一些英

雄有了凡俗性，不再不食人间烟火，而是成为了一个

完整的人，拥有一切人的权利和自由，不再是舍身和

牺牲的代名词。

导演周显扬说：“拍《黄飞鸿之英雄有梦》，就是希

望拍一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故事，是一个热血主

题，其中包括年轻人对理想对梦想的追求。我希望用

我全新的方法把黄飞鸿带给这一代的观众，而且这是

一个全新的黄飞鸿。”在抵御外辱、要求民族自强的年

代，传统武侠片带给观众心理上的补偿与安慰。随着

中国国力日渐雄厚，民族复兴大业渐成，观众的心理

需求也随之改变——人们需要一个有血有肉有梦想

的活生生的侠客，也就是周显扬口中的这位“全新的

黄飞鸿”。

《师父》讲述了咏春拳的传人陈识北上天津希望

能扬名立万的故事。陈识为了达到目的步步筹划，娶

妻作为掩护，收了徒弟并利用他去踢馆扬名，最终却在天津武

馆联合军方的排挤下落魄逃出天津。原本只想重振家业的他，

在打败所有高手为徒弟报仇后，为何还是落荒而逃了呢？有人

说这是“导演想借陈识的无奈命运来说明武侠精神已经被一

种无可挽回的历史浪潮所裹挟而去了”。由大家转向小家，由

公转向私，由舍身为国转向拼命为己，寡信轻诺，苟全性命于

乱世。这是对“英雄下凡”的另一种诠释。新世纪的武侠电影

中，大写的英雄走下神坛，英雄不再不死，他们和小人物一

样，能活下来是侥幸，是偶然。侠的个人权利、自由和欲望成

了叙事重心。

从无我到有我，也是从无心到有心。《刺客聂隐娘》中隐

娘被道姑掳走并培养成杀手，在一次刺杀行动中，隐娘“见大

僚小儿可爱，未忍下手”。道姑发现她“剑术已成，而道心未

坚”，故遣她回魏博刺杀表兄田季安。隐娘却在了解了田季安

悔婚内情与当前形势之后决定不杀，这让她终与执著于“剑

道无情”的师父渐行渐远，呈现的是一种情感与精神上的对

峙与选择。

从漂泊到安定——从天地为家到关注小家

《淮南子·原道训》曰：“大丈夫恬然无思，澹然无虑；以天

为盖，以地为舆，四时为马，阴阳为御；乘云陵霄，与造化者

俱。”这里所说的“大丈夫”与侠客放下小家羁绊，桑弧蓬矢志

在四方，以天地为家的追求颇为契合。长林丰草，啸傲风月，

传统侠客受家庭的责任和义务的羁绊少，也没有柴米油盐的

琐碎相烦。但新世纪一些武侠电影，却把侠客带回了家。

世纪之初的《卧虎藏龙》讲述一代大侠李慕白想要交出青

冥宝剑，退隐江湖，安度余生，但此举引来更多江湖恩怨，但这

算是一个侠客回归的开始。张艺谋从 2002 年的《英雄》到

2004年的《十面埋伏》，可以明显看出从家国情怀到个人情爱

的情感主线变化。2010年吴宇森的《剑雨》讲述剑客细雨在陆

竹死后决心退出江湖，她请神医李鬼手以蛊虫噬肉磨骨易容，

改名为曾静，在小镇上以卖绣品为生。与细雨有杀父灭门之仇

的张人凤大难不死，被李鬼手救起易容，化名江阿生，来到镇

上为人送货谋生，伺机报仇。两人因缘际会结为夫妻，在江湖

风云再起时携手共渡难关，最终完成了从动荡江湖到烟火人

间的回归。

同样关注家庭的还有陈可辛的《武侠》，刘金喜与阿玉在

深山小村过着惬意的小日子，他“意外地”杀死了闯入小镇行

凶的强盗。侦探徐百九调查命案，发现刘金喜的真实身份是七

十二地煞的二当家唐龙。刘金喜已婚育有子，有了幸福的家

庭，他拼死守护着这个小家的安定，与逼他回归组织七十二地

煞教主殊死搏斗，在徐百九的帮助下，他杀死教主，保住了一

家平安团圆，继续曳尾涂中，在小村里过小日子。

传统侠义文化出自墨家，王桐龄的《儒墨之异同》曰：“墨

子以行道为目的，以抑强扶弱为手段，开后世游侠一途。”虽出

自“兼爱、非攻”的墨家，侠义精神也兼容了儒家“治国安邦、民

贵君轻”的平民思想与道家的出世情结，一旦出现“冠屦倒施，

大贤处下，不肖处上”的暴政则必奋起反抗，此时的侠便是“身

在江湖，心瞻魏阙”的超级英雄，武功超强，一般人不可匹敌。

“天理昭彰，报应不爽”，武侠救黎民于水火后，便显露道家看

淡功名利禄，功成弗居的一面，“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这

种发扬蹈厉而又超然俗世羁绊的做派，是中国传统武侠的本

源和初心，也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是武侠在时移世异中长

盛不衰的根基。但新世纪以来一些武侠电影似乎变调，呈现出

冰炭不同炉的“后武侠”和“反武侠”性。主题上不再是昂扬向

上，正义为先，由宏大叙事变得凸显日常，强调小我和个人，由

浪漫乐观变得抑郁凄凉，悲天悯人。相应的在画面色调上也偏

向冷色调，阴沉压抑。

如果说古代文人笔下的武侠小说，崇尚的是集体主义和

家国思想，那么工业社会以后个人主义则开始萌生，倡导个性

解放，这时的武侠片便与时俱进地成为了借古代武侠样貌，表

现当代人生活追求和精神追求的载体。进入新世纪，和平与发

展的大环境，似乎消解了经典的“古中国侠客”傲霜欺雪的形

象，使他们具备了完全意义上的“现代性”：从云端跌落凡尘，

从渊渟岳峙褪色为庸常众生，一些大侠们从悠远的“江湖”回

归到现实中来，由漂泊天涯而返归家庭，回到了和光同尘的日

常生活，由为国为民集体主义和家国主义转变向了苟全性命

于乱世的个人主义。这种改弦易辙是福是祸，暂时还难以论

定，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致敬传统之作亦不在少数：《新忠烈

图》（2007）翻拍自胡金铨的《忠烈图》，讲述了江湖盐贩曹顶加

入朝廷军队共同抗击倭寇的故事，依旧充满家国大义和侠客

情怀；《疯魔鲁智深》（2018）中善良的鲁智深最朴实的愿望是

天下安定，否则他便是成魔也要扫除奸佞，舍小我为大我的牺

牲奉献精神还是人物最典型的特色。静水流深的武侠电影传

统还将渊源延续，武侠精神中的家国情怀亦不会干涸，观众呼

唤武侠片新的精神高度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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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1日，由中国广播电影电视

报刊协会指导、《电视指南》杂志主办

的电视剧《筑梦情缘》研讨会在京召

开。该剧以全新视角聚焦建筑行业，讲

述了20世纪20年代以沈其南和傅函

君为代表的建筑匠人们克服重重困难

与质疑，坚守匠心，在建筑营造与设计

领域取得成就并推动中国建筑业革新

与发展的故事。

与会专家认为，该剧是一部以现

实主义精神打造的年代剧，《筑梦情

缘》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审美观的强调，

以及在坚守本民族特色的基础上进行

创新的选择，对当今文化互鉴与文化

融合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该剧是一

部以中国精神打造的励志剧，剧中主

人公在逆境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在

实践中检验发展真理，走自主创新之

路，从而赢得了同行的尊重与认可；该

剧还是一部以工匠精神打造的行业

剧，一方面体现在剧中对上世纪二三

十年代上海建筑风貌的精准复原，另

一方面则体现在剧中人物精湛的技艺

与高度的责任感。也有专家谈到，剧

中不仅表现了沈其南与傅函君之间

跨越阶层、恩怨的个人之爱，而且上

升到了对传统建筑、对民族文化、于

危难之际勇担匹夫之责的大爱，这也

注定该剧具有超乎寻常青春偶像剧的

更高品格与成色。有专家建议，该剧

在服装、对白等方面还可以再凸显一

些历史痕迹，使全剧更富历史质感。

（许 莹）

电视剧《筑梦情缘》从建筑理念看文化坚守

《《一代宗师一代宗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