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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3 月，中

宣部授予甘肃省古浪

县八步沙林场“六老

汉”三代人治沙造林先

进群体“时代楷模”称

号。2019年8月21日，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八

步沙林场并与三代治

沙人一同挥锹治沙，总

书记说：“八步沙林场

‘六老汉’的英雄事迹

早已家喻户晓，新时代

需要更多像‘六老汉’

这样的当代愚公、时代

楷模。要弘扬‘六老汉’

困难面前不低头、敢把

沙漠变绿洲的奋斗精

神，激励人们投身生态

文明建设，持续用力，

久久为功，为建设美丽中国而奋斗。”甘肃电影人迅速行动，

电影《八步沙》应运而生。

《八步沙》似乎格外幸运，一出生便作为建党100周年

献礼影片，进入央视电影频道“辉煌历程伟大复兴——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展播”活动，并于2021年

7月8日晚黄金时段首播。2021年12月，《八步沙》在第34

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评选中，获最佳中小成本故事片和最佳

男配角（刘培清饰高岭贤）两项提名，2022年3月获甘肃省

第十届敦煌文艺奖。目前，影片作为中宣部电影数字节目管

理中心“喜迎二十大 全国公益电影‘时代楷模’主题影片展

映活动”推荐影片，正在全国展映。

沙漠深处的追寻

一个地处西部的小影视公司——甘肃风行影视文化

有限公司制作的一部小成本电影，能够跻身金鸡奖两项

提名，《八步沙》无疑是成功的。

如何使人物和故事更加鲜活、可亲、可近，这成为剧

组主创团队重点思考的问题。当他们接触到八步沙人，亲

身体验了当时恶劣环境下的治沙场景，看到腾格里沙漠

的雄浑狂野和八步沙人的质朴坚韧时，主创团队的叙事

视野被打开，瞬时豁然开朗。像影片中历经艰辛打那口

200米的深井一样，主创团队秉持现实主义精神，一点一

点深度挖掘、真实展现了八步沙人面对强悍蛮横的风沙

和绝对贫困的生活，毫不退却、知难而上的精神品格与家

国情怀。深井开始喷水，是影片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而

影片故事、人物溢出的或温馨热情、或悲伤冷淡、或坚定

无畏、或失落无奈的人文情怀，如深井涌出的清水流入沙

漠中的树窝一样浸入观众的心田。

风沙埋不掉的家国情怀

沙子埋了土地，开始埋房子，风依然在助纣为虐，六老

汉却在绝望中坚守初心，六个手印按在治沙承包合同上就

像签下生死状一样悲壮。没有宣誓，没有豪言壮语，最硬朗

的一句话是：“这个骨头棒子上还有三两油，就要到沙子里

头练一练哪！”几把铁锹、简易的护目镜、拉水的驴车、听天

气预报的小收音机，最原始的测量、最简单的植树，一切就

这样开始了，几乎没有条件，更没有任何胜算。一场大风，辛

辛苦苦栽的树苗刮了个精光，只有咬牙切齿地说上一句：

“买树苗！重新种！”……影片中这一个个细节所展示的，是

六老汉深深的故土难离的家乡情结，是不愿当逃兵不愿当

懦夫的倔强，是不愿等靠要、不愿向国家伸手的骨气……而

这不正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吗？！

影片中的几个老汉和八步沙人为了家园和生存而战，

起初他们未曾料到，他们所践行的正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伟大理念，攻克的是世界生态环保领域里的难题。正

因为影片从普通人的视角和情怀入手，才使片中的人物形

象更加生动可信。

骨子里的父子情深

父辈和子女们的矛盾纠葛、第二代治沙人的困惑彷徨

是贯穿整个影片的主线。父辈们义不容辞地奔向沙漠，子女

们却无一不想跳出农门追寻“铁饭碗”，“考出去，看大海

去！”“广阔天地闯世界去！”老汉们嘴上却说：“还有一个不

成文的规矩呀，咱们俩要立下哩，不管干到什么时候，每家

要有一个后人接班，扛起这把锹来。”可谁心里都没底，没有

一个敢强求子女服从自己。

双方对抗着、较量着。影片用镜头语言，惟妙惟肖地展示

着父子之间的情感对立和维系。年轻人看似占据主动，但骨头

连着筋、植根于血脉之中的亲情，却不时拨动着他们的心弦。

他们无法假装对老汉们睡在地窝铺、啃着干馒头与风沙过招

不理不睬。“我想打口井……咱们又不愿意往这沙窝子里面

钻。可咱们总得替他们想想办法。”井帮着打好了，老汉们从

地窝铺搬进儿子们盖的新房子，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高岭贤不肯屈尊张口，儿子高远心知肚明、不愿主动就

范，一直无声对抗着父亲。直到父亲说出你考学没希望别勉

强，儿子回嘴说到你种树更没希望并踢翻了水桶，两人的矛

盾才真正被引发，父亲动了手，儿子一气之下扒火车去了兰

州。电影《牧马人》里有一句台词：“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

贫。”后来高远回到家，他双手递上棍子，趴在板凳上让父亲

打，高岭贤没有理睬。儿子说要去供销社工作，他也不搭话，

提着水桶走了。但冲突归冲突、冷战归冷战，父子感情依旧，

生死关头更是一览无余。当高岭贤在沙漠失踪时，高远绝望

得声嘶力竭，高岭贤死里逃生在儿子怀里号啕大哭的情景

令人泪目。当下井救人的高远从井下被拉上来的时候，父子

二人交谈道：“你冷吗？”“我不冷啊。”“为什么抖啊？”“可能

是吓的。”父子俩相互对视、会心一笑，此情此景胜过千言万

语。高岭贤提着一只鸡去照相馆看儿子，他边照相边吞吞吐

吐地对儿子说：“大家都夸你。让我呀，劝你回林场去接班。”

“这些年呀，你喜欢的东西，爹从来没有支持过你。”这是父

子俩少有的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影片就是这样步步深入，

多角度地将父子俩的情感和盘托出，成为那个年代中国农

村父子关系的真实写照。可在一场黑沙暴夺去父亲生命之

前，高远还是没有如父亲所愿回到八步沙。面对埋在沙子里

的父亲，高远狠狠地抽打自己耳光，也把扼腕叹息深深地留

给了观众。这种刻骨铭心的缺憾式的情感和故事表达，也是

编导的独具匠心之处。

普通而高尚的爱情

兰歌和松鹤青梅竹马，可两人的爱情遇到了极大考验。

兰歌说：“我爹没有接班人，我担心他过不去这个坎。”“小时

候我不知道我爹有多辛苦，现在岁数大了再不能这么干了。”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诗经·小雅·蓼莪》）爱情与亲情的

纠结，天秤最终倒向了亲情。“你要真想和我好，就接过我爹

的班。”“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

兰歌把几句话决绝地撂给松鹤，最终，松鹤败下阵来。《八步

沙》用简洁明了的手法，生动再现了爱情的本质意义。

高远和徐怀英的爱情若隐若现、平淡如水，两人从头到

尾没有说过几句话，最直白的一次感情表达，是放羊的徐怀

英看见高远扒上火车缓缓离去，使劲喊着“高远哥——高远

哥——”徐怀英总是小鸟依人般出现在高远身边，在工地上

默默地把饺子端给他，在高岭贤去世后默默地陪在高远身

边。镜头不多，但却清楚地表明徐怀英对高远的爱慕和她内

心的善良执着，而他们之间也有着灵魂的默契和深厚的感

情。影片真实反映了那个时代农村年轻人的爱情观和婚姻

观，没有轰轰烈烈的浪漫，却有静水流深的真情。

真善美的民族之魂

《八步沙》里，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简单淳朴率真。六老汉之

间感情醇厚，兰歌考上张掖师范学校，看到兰家民为难的表

情，老哥们开口了：“你愁啥嘛，不就是学费。我们老哥儿几个

凑凑不就够了”；憨厚的供销社李主任给高远安排了工作，并

在得知他家的困难后总是网开一面尽力支持；那个表面一本

正经的行长破例贷款支持八步沙打深井，一直支持八步沙的

林业干部兰振川牵线林业局赞助两万元……支撑八步沙人逆

风前行的正是这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真善美的博大情怀。

高远、兰歌等年轻人最终放弃了农村人难得的教师、邮

电局、供销社职工等体面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决心回到八

步沙接续父辈的治沙事业，在大树下挖出他们早年埋下的

愿望时，梦已回到了家乡。感动他们的固然有亲情、爱情和

故乡情，但归根结底，更是缘于中华民族敢于面对任何困难

和挫折，不怕任何付出和牺牲，不肯低头、艰苦奋斗、砥砺前

行的精神与情怀。这种精神与情怀，一直在六老汉身上闪

烁。高远他们早已看清，只是不愿在老汉们面前承认。在说

服银行行长贷款时，高远饱含深情地说：“八步沙，一共有

7.8万亩，全是沙子，都说我们那儿已经不适合人类生存了。

但我爹他们，硬是在这沙子上种活了28567棵茁壮的树。”

敬佩和自豪之情溢于言表，感动了行长也感动了自己。

鲁迅先生说过：“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

起来，中国人才有真进步。”影片《八步沙》正是用小人物书

写大情怀，所发掘、发扬的正是八步沙人骨子里的民族魂。

导演旭泽说，我们“以敬畏之心看待这些人物”“这样一群

人，虽然在辽阔的沙漠上非常渺小，但倔强的他们与沙漠形

成了一种浑然天成的美、一种魅力、一种风格！记录农民的

真情实感，这是更高的维度，我们发现并通过镜头与角色产

生情感上的联系，这是我们秉承的创作理念”。

风沙弥漫处闪烁的人文情怀
□石铭政

关 注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师队

伍建设的重要讲话精神，推动乡村地区基础教育

发展，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乡村中小学美育工

作，助力乡村教育振兴和文化振兴，北京师范大

学与中国电影资料馆联合发起并主办了“电影下

乡——新时代大学生美育支教行”活动，该活动

由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北京师范大学

“强师工程”办公室、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金会、

北京师范大学乐育书院、北京师范大学乡长学

院、中国电影资料馆电影文化研究部联合承办，

中国电影家协会青年和新文艺群体工作委员会

协办。

7月10日上午，“电影下乡——新时代大学

生美育支教行”活动出发仪式在北京师范大学举

行。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周作宇、中国电影资料

馆馆长孙向辉等领导嘉宾出席启动仪式，与支教

团师范生代表共同见证本次活动扬帆起航。

“电影下乡”活动充分依托北师大深厚的人

文底蕴与戏剧与影视学“双一流”A+学科的专业

优势，以北师大“强师工程”师范生为主体组成大

学生美育支教团，通过“电影大篷车”的形式走进

中西部乡村基层，着力打造“行走的电影美育思

政课”，致力于提升乡村青少年的艺术感知力和

人文素养，鼓励新时代有志青年投身乡村教育的

理想信念，拓展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空间，服务

党和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布局。

“青春有为，强师有我”。北京师范大学副校

长周作宇在致辞中表示，北京师范大学是我国教

育事业发展的“先锋队”与“排头兵”，多年以来立

足于自身在师范生培养方面的底蕴和优势，持续

为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培养和输送先进师范人才。

近年来，通过“志远计划”“强师计划”等项目的具

体实施，北京师范大学坚持巩固和拓展教育脱贫

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推动中西部地区教

师队伍建设由“输血”向“造血”转变，积极承担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

周作宇表示，本次“电影下乡”活动恰值北京师范

大学建校120周年的特殊历史时刻，是对北京师

范大学百廿华诞的隆重献礼。

“以美化人、以美培元”。中国电影资料馆馆

长、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孙向辉谈到，新

中国成立后，人民电影的观念深入人心。电影成

为帮助广大中国人民认知社会主义制度、接受

现代文明启蒙的最重要工具。百年中国电影史

生动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

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的重大时刻、英雄人物、

感人事迹。通过“电影下乡”活动，新时代中国高

等学府的学子们将再一次把最新的电影技术和

艺术成果播撒向千顷澄碧的大地。中国电影资

料馆作为北京师范大学的好邻居、好朋

友，将广泛而深入地与北京师范大学合

作，为中国教育事业奉献力量。

“向美而行、以美育人”。“电影下乡”

项目发起人、总策划、总导演、北京师范

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肖向荣与会进

行项目汇报。肖向荣首先回顾了“电影下

乡——新时代大学生美育支教行”活动

为期一年的精心筹备历程。肖向荣介绍，

“电影下乡”活动线路主要覆盖中西部教

育环境相对滞后的地区以及脱贫攻坚摘

帽乡县；活动形式将通过“电影大篷车”

携带一系列中国优秀经典电影进入乡村

“边走边播”；活动人员将邀请全国各高校优秀大

学生、师范生和青年志愿者代表等共同组成“电

影美育支教团”；活动内容将囊括露天电影放映、

主题宣讲、电影情节戏剧再现、公开课等环节。活

动当天，肖向荣宣布，贵州省遵义市成为“电影下

乡——新时代大学生美育支教行”的首站，主题为

“中国电影中的时代精神”。红色基因在遵义代代

传承，红色精神在遵义代代赓续,这一首发站意义

非凡。未来本项目将不断拓展美育支教行路线，致

力于将电影艺术之光照亮全国乡村的每个角落。

出发仪式上，五名支教团代表以青春的名义

宣誓，“青春有为，强师有我”，以电影为媒，做好基

础教育点灯人，让乡村美育持续生长；以电影为

媒，种下乡村发展常青树，奏响乡村振兴新乐章。

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带着电影下乡，汲取山河

养分，触摸乡土中国，让乡村孩子拥有美的翅膀。

周作宇、孙向辉等领导嘉宾向支教团“电影

下乡——新时代大学生美育支教行”项目授旗。

支教团在与会领导嘉宾的目送中，登上“电影大

篷车”，正式开启乡村之旅，带领电影艺术走进田

野乡间，肩负起乡村美育教育的光荣使命。

（慧 言）

7月7日，纪录片《人生第二次》正式收

官。历时两年蹲守，超一万小时记录，纪录

片《人生第二次》用多维视角观察普通人在

穿越决定性瞬间时的选择，描绘了一部“中

国人的人生图鉴”。大处见章法、小处见雕

琢，在该片每集60分钟的镜像里，是厚重

而饱满的景观：近景的个人，远景的人生，

全景的人间。在7月8日由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央视网主办的纪录片《人生第二次》专

家研讨会上，央视网领导、主创团队、业内

专家、合作方代表等共聚一堂，对《人生第

二次》的艺术品质、创新探索、融媒传播与

文化传承进行研讨。

关注人物命运坚守人文情怀，努力建
设“人生论美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

网党委书记、董事长，央视频公司总经理过

彤表示，塑造人物形象，挖掘人物故事，关

注人物命运，是央视网制作团队始终坚守

的人文情怀。据悉，近年来，央视网推出了

一批以“人生三部曲”为代表的人文纪录

片，收获了广大受众的肯定。央视网、央广

网、国际在线总编辑骆红秉称：“‘人生三部

曲’IP规划三个系列，从不同切入点共同

描绘一本立体的人生图鉴，这是央视网人

文系纪录片版图中的一块，更大的疆域正

在被搭建。”央视网副总编辑唐晓艳表示：

“《人生第二次》不拘一格的故事讲述模式，

一如既往的人文价值追求，让央视网继往

开来、守正创新。”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仲

呈祥认为，纪录片必须承担培根铸魂、立德

树人的任务，拓展知识视野，提高精神境

界。“《人生第二次》启示我们要建设‘人生

论美学’，成为时代的主人、历史的主体。

同时应跳出文艺创作二元对立的藩篱，打

破单向思维的创作方式，坚持真正的现实

主义精神。”

更真实更生活，打造具有创新力引领
力的优质 IP。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阎晶

明认为片子在这个角度上有着重要突破，

“没有主持人，也没有画外音，但那些当事

人的表达让人看到复杂人生的状态，感受到片子的震撼力，给

人鼓舞的力量。艺术家的创作应该敢于面对这些现实，弘扬

正能量，温暖人、鼓舞人、启迪人。《人生第二次》特别契合这

一点。”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鸿分析道，“更近，更长，更

实，三个特点决定了纪录片的质感。《人生第二次》回归到人

的层面进行现实主义关注，描写时代当中人的悲欢离合，表

现人性的力量”，更真实、更生活化的呈现方式提升了纪录

片《人生第二次》的质感。据B站纪录片制作中心高级顾问

朱贤亮介绍，相比《人生第一次》，《人生第二次》的播放量同

比增长了40%，这两部优秀的作品先后播出，形成了深刻的

IP影响力。

小切口多视角高站位，秉持现实主义精神解答人生母
题、讲好中国故事。《人生第二次》扎根于平凡的生活，更照

进普通人的现实。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主任何向阳谈

到，《人生第二次》带我们解人生母题、讲人文故事、传人心

精神，该片虽然带有主观观察视角，但也使用到自然主义的

记录呈现方式，融合小说和报告文学等优质元素，强化了作

品的现实主义内核。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副总

裁陈雨人评价《人生第二次》做到了哀而不伤、悲而不弃，充

满生命的力量，“主创团队曾深耕新闻报道领域，对社会热

点的把握比较敏锐，这也使得《人生第二次》拥有了‘新闻内

核、纪实表达’的底色，以故事为入口透视社会议题背后的

时代背景”。“媒体的责任在于把我们忽视掉的、司空见惯的

东西重新放在面前凝视，引起思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

院视听传播系主任高贵武认为《人生第二次》正是这样的作

品。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院长、教授张宗伟谈到，

“纪录片要讲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讲中国故事，反映当下真

实、立体和全面的生活，《人生第二次》做到了。希望‘人生三

部曲’不是终点，而是起点，让我们从片子中得到更多人生收

获和启迪。”

（小 宇）

电影下乡——新时代大学生美育支教行从北京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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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乐之都》让高雅音乐剧走入寻常百姓家

7月7日，东方卫视打造的音乐剧全产业链文化推

广节目《爱乐之都》专家研讨会在沪举行。研讨会上，上

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副书记、台长、总裁宋炯明，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

限公司副总裁、东方卫视中心总监王磊卿，《爱乐之都》

台前幕后主创，以及行业内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围绕

《爱乐之都》的创作进行研讨，以期推动音乐剧产业的

更好发展。

东方卫视副总监、《爱乐之都》总制作人施嘉宁透

露，节目从2021年开始筹备，到录制完成经历了差不

多300天的时间，参与其中的并非一个小小的节目组，

而是有大半个中国音乐剧行业共同助力。“团队始终带

着短期、中期、长期三大目标进行创作，短期目标是让

观众在最短时间里认识这些音乐剧演员，带动线下音

乐剧的市场和票房；中期目标是让更多人才加入到这

个行业，形成一种集体效应；长期目标则是推动产业发

展，让上海这座城市成为‘东方的百老汇’。”上海音乐

学院院长、歌唱家廖昌永通过视频的方式，表达了对

《爱乐之都》平台的赞赏。在他看来，节目介绍了音乐剧

全产业链的流程，这有助于让更多观众走进剧场，“要

珍惜这样一个平台，珍惜这样一个机遇，用我们的实际

行动来为音乐剧在中国、在世界的发展做出贡献”。

与会专家认为，音乐剧在中国虽然已经有了一定

的市场号召力，但仍在艰难跋涉，在此背景下，节目孵

化、促进、推动、完善了音乐剧产业链，在价值引领上做到了温暖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以及文艺唯

美主义三者的结合，具有很强的示范意义。《爱乐之都》在专业感和综艺感两方面做出了较好平衡，做

到了“综艺不抢戏，专业不自卑”。节目既有廖昌永这样的“学术担当”，有小柯这样懂音乐的专业代表，

有从普通观众视角出发的张雨绮，有作为“行业活地图”的阿云嘎，还有反应能力极快的大张伟、黄舒

骏，他们都很好地把握了音乐剧的节奏感和专业性。有专家具体谈到，从《隐秘的角落》《伪装者》到《在

远方》，《爱乐之都》对本土原创音乐剧的呈现充满惊喜，而这也是让音乐剧这一“舶来品”在中国扎根

的重要一步，是赢得观众审美共情的基础。 （许 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