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4责任编辑：许 莹 电话：（010）65389197 电子信箱：wybyszk@126.com 2020年2月26日 星期三影 视

关 注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邮政编码：100125 总编室电话/传真：（010）65003319 新闻部电话/传真：（010）65002492 宣传发行部电话：（010）65935482 广告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20170145号 零售每份1.50元 印刷：中国青年报社印刷厂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打破了往日的春节气氛。这

个前所未见的病毒一手制造的灾难、焦灼席卷全国，置身其

中的所有人，无可避免。

我们应当如何来记录这段特殊的历史？影像大概是留存

记忆和启示反思的最理想载体之一。当疫情过后，人们再来

回望存于其中的遗憾和苦痛、克制与自省、信念和希望，能够

被淘洗出并且镌刻进社会记忆的又是什么？

影像的记录关乎真实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具有张力的：

它既是自上而下的宏观书写，镜头对准更广阔的人类福祉，

以及一场大疫所牵动的社会浮沉；也是自下而上的微观生命

记忆，那些奔赴一线的“逆行者”，身处疫情中心的“当事人”，

以及卷入其中数不胜数的普通人……相互观照才能形成所

谓“全景”，影像的介入方能更进一步地抵达“真实”。

而后者的力量惯常被低估。然而任何一段社会历史背

后都关联着一段段独特的个体参与，一如本雅明所言“历史

的建构，是献给无名者的记忆”。今天的媒介环境创造了一

个可被广泛书写和记录的契机，通过各种各样的“微”样式深

入社会的脉络肌理，也延展着人们的认知理解，生成着共感

与共情，使得更多参与历史书写的普通人的故事为大众所知

晓，而这种不断壮大的影像力量，更显露出举足轻重的珍贵

价值。

实际上，在新冠肺炎抗疫期间，对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体

的关注成为诸多影像作品的选择，这些作品不仅再现了不同

个体在疫情期间的思考、情感和抉择，让更多的普通人成为

历史书写的主角，发掘出在当下中国社会中影响这段历史进

程的一个个不为人知的真实故事，更感召着精神信念与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意识。或许，在不那么精致的镜头里，人们方才

意识到“抗疫”作为一个凝结集体意志的共同行动，个体并非

什么都做不了，记录本身便是一种抗疫，没有人会是灾难中

的一座孤岛，光影里的无数“中国面孔”，都是特殊时期最鼓

舞人心的“武汉日记”。

疫情期间，越来越多的专业机构和专业创作者选择以

轻记录的方式深入一线，讲述个体的抗疫故事。代

表性的如湖北电视台制作的系列微纪录片《非常手

记》、上海广播电视台制作的微纪录片《安静，也是

一种守护》等。此外，专业制作力量与民间纪实素

材实现对接整合，多体现在广电媒体或网络媒体面

向全民发起记录号召，并结构化地对大众自拍摄内

容进行甄选和再组织。代表性的如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央视纪录频道推出的融媒体短视频《武汉：我

的战“疫”日记》、大象点映联合优酷发起并制作的

全民纪录计划《余生一日》、中国教育电视台制作的

《战“疫”24小时》、优酷推出的《中国面孔》等。

这些影像的推出大多顺应了移动媒体时代更高

的记录效率，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以不同个体所置身

的独特“空间”为线索，为难以抵达“现场”的更多人

提供了大量一手信源线索，从传播的角度而言，这些

看似简单质朴的轻记录影像为大众掌握疫情变化创

造了一个实时、有效的通道，对于疫情“围困”之下的

中国社会图景和民众生活提取出了真实、鲜活的感

知。这些信息可能与疫情实况与抗疫进展有关，或是

医护人员以及方方面面的社会守护者“逆行”而上的

轨迹，也或许是解惑、求助等更多真实细节的描摹，

但无论于哪个层面，这些精细化社会记忆线条的书

写，都为人们带来了心安，或者给予人们对抗风浪的能量。

轻记录影像的丰富渗透，昭显着在特殊社会阶段记录个

体社会记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纵观这些不同风格、不同侧重

的纪实作品，其至关重要的意义并不止于“谁”才是创作的主

角这一基本面议题的商榷，更体现着不同层面的社会影响。

一方面，常常被遮蔽的个体声音，往往体现影响社会进

程的真实力量。轻记录影像能够把这些缺席的声音为更多人

所关注，内嵌其中的社会动员能力不容小觑。例如大象点映

提出记录也是“抗疫”的一种重要方式，发起《余生一日》全民

记录计划，拍摄自己在抗疫期间一天内的“任何时刻”。这样

的号召并非个案，人民网在其推出的特别直播节目《武汉时

间》中也以“疫情中城市”“快乐‘宅’生活”“抗疫暖心事”等主

题向大众发起征集，以期从不同社会侧面来展现疫情期间真

实的人物故事和社会生活。落实到具体的作品上，自武汉关

闭离汉通道后开始拍摄的vlog作品《武汉日记2020》，记录

下了这一段不平凡的江城生活，镜头下，是作为三个孩子的

母亲自告奋勇地去做运送物资的志愿者，并表示“直到没人

再戴口罩我的志愿工作才结束”；是患者作为父亲想见子女

的心切与不自觉后退以避免感染家人的矛盾；是无法避免的

生离死别和熬过绝望迎来的重生……这些看起来寻常的社

会生活叙事里，都是不同个体的独特生命记忆，一如有人对

这组作品的评价：它记录的或许都是日常，但这些记录赋予

了更多日常里的普通人以勇气和信念。

另一方面，轻记录影像也体现着凝聚大众情感、召唤大

众共同体意识的精神价值。疫情发生后，央视纪录频道广泛

收集大量来自民间的真实“武汉时刻”短视频，并通过多种新

媒体平台合作进行集纳播出，其融媒体短视频《武汉：我的战

“疫”日记》彰显积极的社会影响。“见证信念与希望”是这组

短视频作品的生动注脚，透过一个个身处武汉的疫情亲历者

的镜头，人们得以在这些个体化的记忆书写中完成共情，并

且在差异中寻求到所谓“共渡难关”的共同意义：普通的武汉

居民过了一个不普通的除夕夜，家里今年的春联有些不一

样，上面有一言“临危不言弃”；普通的年轻护士挑战着不普

通的工作强度，在一线时需要勇往直前，脱下“战袍”时也有

自己的软弱——一看到年幼的孩子就止不住地想哭；普通的

医生在抗疫期间过了一个不普通的生日，感慨今年的自己吹

不了蜡烛——因为飞沫可能会传播病毒……这样的故事数

不胜数，可这些“普通人”却在共同守候着一个必须要到来的

光明时刻。有同样关切的《中国面孔》，致敬平凡英雄，把镜头

对准在抗疫前线承担着不同工种的“普通人”，或是医护人

员、军人、建设者，又或是口罩生产工人、后勤人员，爱与温暖

贯穿在所有抵抗寒冷的挑战里，这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需要

人们共同比肩同行。

或许有的只是手机镜头的简单记录，又或许只是书写了

一段看起来普通的社会生活，但这些不可或缺的个体社会记

忆，才让人们真切感知到平凡与伟大之间可能只是一个转

身，而记录就是一种共同参与：没有什么比“我们”更能令我

们共情和动容。

没有什么比没有什么比““我们我们””更能令我们共情和动容更能令我们共情和动容
□□何天平何天平

亿万追梦人不负韶华，奔跑奋进，这是当下中国发展的主旋律，也是积

极拥抱世界，开拓创新，让中国与时代同行的主节奏。央视一套播出的电视

剧《奋进的旋律》便是这样一部紧扣时代主题，聚焦中国改革发展，以国际格

局展现“中国梦”践行过程中两代追梦人奋进故事的作品。

电视剧《奋进的旋律》以十八大召开后的7年时间为背景，讲述了三家

国有和民营企业间相互协调、合作共赢、融合发展的故事。该剧紧扣“中国制

造”“中国创造”“中国速度”“中国梦”四个关键词，通过以林杰、孙云茹、李

滨、叶豆豆为代表的一批与时代同行、拼搏奋进的年轻人以及他们父辈的奋

斗群像,展示了工匠精神的传承，彰显了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貌和精

神气象。

我们都是追梦人，在今天勇敢向未来报到。追梦人应心怀梦想，志向高

远，敢于追梦。追梦的历程正是一次排除万难，突破自我，用不懈奋斗去实现

崇高价值的历练过程。剧中，以轴承加工为主的盛林集团，在被国外企业单

方面终止合作、切断核心技术，企业面临生存危机时不卑不亢，以林桥栋为

代表的中国企业家毅然拒绝被人牵着鼻子走，坚定走自主研发之路。这是壮

士断腕般的勇气和决定，更是中国企业独立自主，挺起脊梁，直面国际竞争的提气之举。民企在阵痛

中奋进，中国国企也在积极拥抱世界，开拓创新，增强综合竞争力。当中国参观团访问米勒实验室处

处受限后，以李建国为代表的国企领导，思维开放，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学习世界先进技术，

同时也广纳技术人才，坚定搞自主研发，开拓创新，努力增强中国企业竞争力。与其说他们是新时期

中国经济发展大潮中的弄潮儿，不如说他们是兼具国际视野和民族荣辱感，引领潮流，与时代同步

的中国新型企业家和国企领导的缩影。面对未来，为了国富民强，敢于走出舒适区，砥砺前行，奋进

逐梦，这是《奋进的旋律》奏响的主旋律，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践行“中国梦”的时代主旋律。

每一个追梦的姿态，都将被定格为历史；每一滴奔跑的汗水，都将浇灌出未来。父辈企业家们经

历时代的变革,在抉择中寻找突破,率先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在这点上，《奋进的旋律》

双线并进，聚焦两代人奋斗史，不仅讲述了以林桥栋、孙茂盛为主的民营企业家和李建国为代表的

国企领导的改革发展，也鲜明展现了林杰、孙云茹、李滨、叶豆豆等新一代中国青年的抉择与突破。

相比父辈的从“一”到“二”，青年一代则是从“零”突破到“一”。以林杰为例，为了探索新型能源技术，

举世界之先实现潮流能发电，看准世界技术发展潮流的林杰不仅更改了专业，放弃了要到手的学

位，更拒绝了国外令人羡慕的优厚待遇，毅然决定回国发展，争取创造中国自主可控的原研技术。剧

中，林杰面对合作伙伴“科学没有国界”的挽留，给出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铿锵回答。这是中华儿

女、海外游子的拳拳赤子心，更是中国年轻一代心系国家发展，渴望国家强大的炽热报国心。从技术

“跟跑者”到“引领者”，从“靠别人”到“自己造”，可以说，《奋进的旋律》展现了中国潮流能发展过程

中的科学成就，以及后工业时代，中国制造业的转型与发展，全面揭示了中国从“富起来”到“强起

来”的发展历程。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奋进的旋律》以恢弘的时代发展气势，大开大合，深情讲述了

时代大潮中的中国故事，展现了奋进的中国人和不屈不挠、拼搏进取的中国精神。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国企是压舱石，民企是助推器。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电视剧《奋进的旋律》展望中国大势与世界

潮流，展现了一批有理想、有韧劲的年轻科学家和有文化、有担当的新型企业家，坚持自主研发，越是

艰险越向前的奋进形象。应该说，这是一部以两代人的自主创业奋斗史，共同奏响一曲中国创造和中

国制造的奋进旋律的剧作，更是一部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描绘时代洪流中的人物群像，将个人梦

想融入中国梦，彰显个人奋斗和国家需要价值追求的新时代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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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和市委市政府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要求，为减

少人员聚集、阻断疫情传播，确保疫情期间政务服务工作安全、有序、高效，

按照减少流动、在线优先原则，北京市电影局于2月17日起至本市疫情结

束期间采取多项举措，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工作。

疫情防控期间，北京政务服务中心正常受理电影行政审批业务，申报

方在线上电影电子政务平台填报信息后，可至政务大厅现场提交纸质材

料，也可推迟或通过快递方式提交；关于电影剧本（梗概）备案核准、国产电

影片审查、变更批复（影片片名变更申请、出品单位变更申请、英文片名申

请、影片延期申请、影片撤项申请、聘请或变更境外主创等）、设立电影发行

单位许可、中外合作影院建设、地方对等交流互办单一国家电影展映活动

审批等事项，如不便赴政务大厅提交纸质等相关材料，可快递至北京市通

州 区 运 河 东 大 街 56 号 北 京 市 电 影 局 ，联 系 电 话 ：55569361、

15110091663（注：请务必顺丰快递寄送）。初次申报的事项需在疫情结

束后赴政务大厅补登记和领取申报回执。

疫情期间，送审电影成片（光盘等电子介质）需提交一套数字高清

带（HDCAM）、DVD光盘5张及相应纸质材料；《电影剧本（梗概）备案回

执单》《中外合资影院电影放映经营许可证》延期申请业务，在3月底到期

不能及时申请延期的，可延期到6月底前申请；“跨省电影院线初审”“本市

电影院线设立”的申报可采取网上办理方式，申报方需将申报材料扫描件

发至电子邮箱dianying@bjppb.gov.cn。 （许 莹）

由由《《囧妈囧妈》》引发的对引发的对““爱的宗教爱的宗教””的思考的思考
□□徐兆寿徐兆寿

大年初一看完徐峥的《囧妈》已是深夜，耳

边一直回响着《红莓花儿开》《喀秋莎》《山楂

树》……渐渐地，我觉得从西伯里亚、伏尔加河

到大兴安岭、天山南北、太行山下，所有的山脉、

河流、森林都跟着在合唱。

伊万妈妈年轻的时候在莫斯科做过护士，

后来在新疆与伊万爸爸相爱。他们相爱是因为

一场电影，因为伊万的爸爸是一个电影放映员。

她去迟了，但他为她单独放了一场。他们两个人

看完这部电影，坠入爱河，然后就有了伊万。青

春、电影、爱情、革命歌曲、理想……那一代人过

得都是激情燃烧的岁月。然而伊万并没有继承

这些红色基因，他有属于他的青春和理想。

他和张璐到底是怎么相爱的，电影里没有

交代。总之过去他们相爱过，并共同创业，但他

们最终不爱了。与妈妈那代人走的苏联路线不

同，伊万这代人走的是西方路径，当然也可称之

为国际路径。这似乎也清晰地寓指了中国过去

两代人几十年的发展路径。妈妈去了莫斯科，妻

子张璐则去了纽约。于是，两代人的命运、爱情、

生活便有了分叉。

妈妈那代人是从革命战争年代走过来的，

自然属于否定传统的一代人。从那时起，他们相

信了一个新词：爱情。爱情这个词在古代东西方

都不存在，因为爱情是一夫一妻制和基督教精

神共创的词汇，它诞生于近代。恩格斯在《家庭、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阐述了它诞生的机制，

指出在私有制下是不可能有爱情的，因为女人

是属于男人的私有物品，只有在两性平等的公

有制背景下，女人和男人才可能平等地相爱，爱

情才可能产生。从某种意义上讲，爱情是革命的

同一词。我们可能会马上想到舒婷的《致橡树》。

当然，西方人大概对此有异议，因为从近代以

来，西方的思想不是只有马克思主义，还有社会

学、人类学、精神分析学以及各种促进人类进步

和发展的思想，是它们共创了爱情这个宗教。弗

洛伊德、霭里士的性爱学说，金赛的性学报告以

及美国妇女的走出厨房运动，当然还有波伏娃

的女权运动和自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的轰轰

烈烈的“性革命”运动，西方人用了

整整200年才创造了这个伟大的

存在。这是西方人认为的路径。

如果说妈妈那代人相信的是

革命路径下创造的爱情词汇，那

么，伊万和张璐则弥补了上代人的

“学术不足”，成功地把爱情学说在

新时期从西方引进了过来。我们也

许还记得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

的》、苏童的《离婚指南》、池莉的

《不谈爱情》、谌容的《懒得离婚》以

及张贤亮的《绿化树》等许多小说，

爱情和婚姻成了敌人。1980年代，

是中国与西方世界共情的时代，这

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新世纪。《简爱》《茶花女》《麦

田里的守望者》《挪威的森林》等小说及《魂断蓝

桥》《卡萨布兰卡》《毕业生》《泰坦尼克号》等无

数的电影滋养了几代人。这些小说和电影有一

个共同的信仰，即爱情崇拜。爱情开始凌驾于亲

情、友情之上。从那个时候起，中国的小说家和

电影人的一个精神面向就是如何超越这些西方

文学和电影，但首先是学习。所以，当我们看到

伊万和张璐离婚时，都不会去埋怨张璐，相反，

我们可能会谴责伊万。因为其背后，有整个世界

近200年的学术史和实践活动作为支撑。

但如此这样就是正确的吗？

母亲说，夫妻双方不能都强，有一方要让着

一方，生活才能继续下去。这似乎是中国古人的

思想，与《致橡树》中所描写的现代精神不同。忍

让曾是传统的美德，但在新文化面前，它是跪着

的文化。忍让这个词汇死于100年前。在100年

之前，忍让不仅是女性的美德，同时也属于君子

之德。它大概起于周公。周公使男女有别，分工

不同——男人为公，女人持家。但子君不愿意这

样，她借鲁迅先生的笔出场了。虽然她死于幻

想，但也是爱情的觉者。从她开始，爱情这个词

便在中国青年的血管中生根发芽了。

电影《囧妈》里，妈妈虽然强调说，夫妻之间

要相互忍让一下，但是，她首先就不是忍让的

人。伊万学着张璐的话批评妈妈说，你幻想了一

个儿子，然后一直想改造他，成为你想象中的儿

子，对丈夫也一样。在伊万看来，这正是他父亲

活得不开心的地方，所以喝酒，最后致死。这是

否是问题的症候之一呢？

但是否可以反过来讲，让男人忍让女人？电

影最后是伊万忍让了张璐。男人终于开始忍让

女人。但是，张璐是否因此原谅了伊万而使婚姻

和解了呢？非也。婚姻因此而破裂。婚姻中的男

人和女人都是那样地强大，都想着自己政治和

事业上的成功，都想着掌握某种权力，没有人真

正愿意为家庭而付出。也许，张璐曾经努力过，

比如电影一开始的台灯事件，张璐终于说出她

并不喜欢那个台灯的真相，但这样的不忍让、这

样的真实、这样残酷的个性张扬是正确的吗？在

妈妈看来，爱才是真正的真相。

影片的问题也很明显，徐峥在片中总想讨好

观众和时代，他太焦虑，而这焦虑并非思考人类

存在的重大难题，而是所有电影创作者面临的一

般性外在难题；他的动作太夸张，无法让自己静

下来，深沉到巨大的悲伤之中，他的悲剧很浅。

最后必须要重点指出的是，在那样一场200

年学术思想孵化出的爱情中，伊万和张璐并没

有生育。他们无后了，这或许是无言的结局和讽

刺的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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