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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榕城，繁花似锦。24日晚的福州海峡奥体中心灯火通明，欢歌
悠扬，洋溢着青春与活力。第十一届中国大学生电视节（以下简称“大视
节”）以“奋进青春 强国有我”为主题，坚持以“大学生欣赏、大学生创作、
大学生参与”为特色，吸引了来自100余所高校的3000余名大学生参与
到各项活动中来。在为期三天的系列活动中，电视精品创作论坛、“启
航”大学生创作扶持、大学生原创作品展映活动、“点赞青春”大学生主题
演讲、高校思政创新发展论坛、“精品大师课”、职业教育传播能力建设主
题论坛等共同为大学生们献上精神文化食粮与视觉盛宴。据悉，“大视
节”将连续三年落地福建省福州市。目前，各项准备工作都在积极推进
之中。

晚会节目异彩纷呈凸显新时代青春风采

作为“大视节”的崭新单元，“放飞梦想”青春歌会以开幕盛典方式开启
了一场中国大学生、电视行业以及艺术学界的年度文化盛事。“放飞梦想”
青春歌会开幕式由“我的青春梦”“我的奋斗路”“我的家乡情”和“我的毕业
歌”四个篇章构成，通过深入挖掘新一代青年的奋斗故事，在坚守梦想、家
国情怀、无私奉献的生动表达中，全方位、多视角展现新一代青年心怀理
想、奋斗追梦、积极向上的时代风采。歌曲《梦想——大学生电视节主题
歌》《小白杨》《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等释放青春激情；《牧羊少年》《妈
妈的吻》《同桌的你》等唱响青春之歌；别有韵味的闽宁对歌《大田后生仔》
《花花尕妹》《新爱拼才会赢》生动展现福建闽南文化。作为中宣部文艺局
和教育部思政司在全国校园歌曲创作推广活动中推荐的新时代原创校园
歌曲，《圆梦新一代》《奔跑》《新生》等道出了今日之青年的理想信念和赤子
之心。音诗画节目《桂·梅》更是将诚挚的问候与祝福，献给七一勋章获得
者、云南华坪女高教师张桂梅。

开幕歌会还创新设置了“与时代同行”的对话环节。主持人白岩松讲
述了青年奋斗历程上的“白杨精神”；太原理工大学党委书记郑强分享了
《关于奋斗》的点点滴滴；感动中国2022年度人物、菌草技术发明人林占
熺，热爱生活的网络博主张同学与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张国军介绍了
各自的成长故事，生动诠释了“是金子在哪里都能发光”的励志精神。

架起大学生与电视人之间有效沟通的桥梁

在“文艺之光铸青春之魂”电视精品创作论坛上，电视人结合各自创作
经验、研究成果，共同探究优秀电视作品的创作规律和难点突破，探讨新时
代媒体传播如何展现青春精神、记录中国脉动、讲述中国故事，为大学生与
电视人之间架起一座有效沟通的桥梁。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青年演员、在《觉醒年代》《山海情》《北平无战事》等

作品中有精彩演出的曹磊谈到，自己力求拆掉创作中的“墙”，比起征服每
一个人物的形象世界，更为重要的是征服其精神世界。纪录片《闵宁纪事》
总导演洪炜以该片创作为例，谈到主题主线纪录片的年轻化表达应从以下
四方面入手：第一，以小见大，聚焦小人物、传递正能量、展现大主题；第二，
践行“四力”，记录真实动人的一线故事；第三，实事求是，让主人公直面矛
盾，解决问题；第四，转变思路，让作品适应不同媒体平台。北京师范大学
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杨承虎作《中国大学生网络视听收视行为分析》研
究报告，研究基于2945名受访者的调研数据，其中男性908位，女性2037
位，男女比例约为3∶7；受访者为全国各地区的高校学生，年龄分布在18-
30岁之间。调研数据显示，大学生平均每日上网时长为6小时，手机已成
为大学生获取网络视听内容的重要设备之一；近五成大学生日均使用短视
频时长在2小时以上，与大学生综合视频的日均使用时长几乎持平。圆桌
论坛上，多位业界嘉宾谈到，塑造好一百年前青春的觉醒者、贴近现代年轻
人的笑点与痛点、不断更新技术为高沉浸感需求的互联网用户提供服务、
小切口大情怀等创作方式，都是使年轻观众同作品产生共情共鸣的有力依
凭。

全面展示彰显时代主流价值的精品力作与原创作品

本届“大视节”组织全国高等院校在读大学生自主创作拍摄短片作品，
聚焦新时代、中国梦、校园生活等主题，鼓励大学生关注社会、贴近现实，用
影像镜头表达当代青年的认知和思考、责任与担当。在大学生原创作品展
映活动单元，纪录短片《云端行者》《纳西吾木》《海燕》，剧情短片《黑山羊》
《绿箩》《一双跑鞋》等作品亮相。这些作品题材广泛、立意独特，既讲述了
民族传统的传承与保护、亲人之间的理解与陪伴等写满真情的动人故事，
也探讨了青年的困顿与迷茫、对梦想的追求与坚持等富有现实意义的深刻
话题。短片放映后，原创作品的主创们与在场大学生进行了互动交流，复
盘作品摄制过程，讲述创作心得以及幕后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闭幕式盛典现场的重头戏，本届“大视节”共推荐
电视剧、纪录片、综艺节目、公益广告，动画片等共55部“大学生赏析推荐
作品”，以及39部“大学生原创影像作品”，《冬奥有我，奋进青春》《坚守初
心 坚定信仰 永远在路上的乌兰牧骑》等10部“大学生主题演讲作品”，
《草莓海》《传道授业》等13部“‘启航’大学生创作扶持作品”。中国视协分
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秘书长范宗钗接受采访时表示，“大视节”与青年双
向奔赴，大学生在这里欣赏到众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电视艺术精品
佳作，有助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大
学生通过“大视节”向社会展示自己创作的影像作品，用镜头展现校园生
活、多彩社会，他们的影视创作梦想便有了落地生根的土壤。

3月19日，由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中
国儿童中心、电影卫星频道节目制作中心联合
主办的中国国际儿童电影展暨儿童电影百年盛
典在北京电影学院举行。

作为2022中国国际儿童电影展的重要活
动，中国国际儿童电影展暨儿童电影百年盛典
以“光影相伴·百年童心”为主题，分为“光影寄
语”“光影百年”“光影童心”“光影启航”四大篇
章，呈现了一场艺术与学术、历史与未来交相辉
映的光影盛会。

盛典现场，一级演员、表演艺术家、第33届
大众电影百花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陶玉玲为演
员颜丹晨颁发“2022中国国际儿童电影展形象
大使”聘书，中国文联原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赵实为第3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奖获
得者、导演王好为颁发了“2022中国国际儿童
电影展艺术顾问”聘书。四位嘉宾结合自己的从
业经历进行了艺术分享。《中国儿童电影研究丛
书》同期发布。

2022中国国际儿童电影展面向全球各大
青少年电影导演、制片人、发行商以及国际电影

展广泛征集儿童电影，遴选出来自中国、伊朗、
荷兰、比利时、韩国、墨西哥、挪威、冰岛等二十
多个国家两年内创作的多部影片，经由儿童青
少年组成的评委团分组投票，按照小学组、中学
组，故事片类、动画片类共颁发7个“我喜爱的
影片”专项纪念证书。

活动现场展播了第二届“美丽视界 美德少
年”全国少年儿童短视频征集活动中的最佳作
品，由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名誉会长侯克明、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二级巡视员王新立为获奖师
生颁发证书，以鼓励少年儿童用镜头发现美、表
达美、创造美。此外，本届影展典映影片《再见土
拨鼠》主创团队现场分享了影片的创作初衷与
拍摄过程中的趣事。

据悉，2022中国国际儿童电影展历时近5
个月，拥有佳片评选、影片展映、“三小”（小影
迷、小配音、小主持）活动、学术论坛、盛典等丰
富内容，受到了教育界、影视界同仁的积极响应
与广大少年儿童与家长的热烈欢迎，也为进一
步整合资源、推动儿童影视教育事业发展夯实
基础。 （影 讯）

中国国际儿童电影展暨儿童电影百年盛典举行中国国际儿童电影展暨儿童电影百年盛典举行

看青年导演王晶作品《不止不休》之前，笔
者对电影的期待主要聚焦于它对纸媒“黄金年
代”的呈现；而观影后我们发现，影片真正的内
核，是以主人公韩东追索新闻理想为线索，讲
述了“一个人为一亿人发声”的反歧视故事。

从关注社会现实议题这个意义上讲，《不
止不休》确实与文牧野《我不是药神》（2018）
有些相似，但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不是药
神》聚焦在卖仿制药事件，核心矛盾在于“专利
权”与“生命权”的博弈，是点状的；而《不止不
休》的叙事重点则在于韩东的职业道德如何在
一系列社会新闻事件中被建构出来，是面状
的。因此，调查记者的身份成为一份颇有意味
的设置，他见证并书写着21世纪之初整个中
国社会的发展与变化，也带给观众更加多维的
回望与思考。

与时代共振的纪实佳作。从影像风格来
看，《不止不休》是一部颇为纪实的故事片。影
片在场景还原上下足功夫，细节处理精准有
效。无论是北漂青年局促的居住环境，还是纸
媒黄金时代报社如火如荼的工作现场，抑或是
暂住证、水站、血牛、矿难等颇具时代感的名
词……都将我们身临其境般地带回2003年这
个时间节点。而穿插其中的对乙肝病毒携带者
们伪纪录片式的采访段落，更为影片增加了临
场感和真实性。

作为北京电影学院走出的又一位电影才
俊，王晶的电影化叙事能力过硬有效。片中主人
公韩东的女朋友小竹同样属于“北漂一族”，她
住在地下室杂乱的仓库里，屋顶漏水，只能搭起

一张巨大的塑料布，隔段时间就得清理下浑浊
的积水，无须过多对白言语，这些影像已经将北
漂青年打工生活的不易展露于观众眼前。

创作这部作品的过程中，导演王晶获得了
来自贾樟柯创作团队的全力支持。我们了解
到，王晶2010年便加入贾樟柯的创作团队，曾
担任《山河故人》《江湖儿女》的执行导演，《不
止不休》是他的首部长片作品。为此，贾樟柯不
仅担任了影片监制，并且在其中精彩客串了一
位山西煤矿的治保主任。这种保驾护航，对青
年导演的创作起步可谓弥足珍贵。

不光如此，片中两处出彩的超现实镜头，
也 不 禁 让 人 联 想 到 贾 樟 柯 在《三 峡 好
人》（2006）、《江湖儿女》（2018）中类似的处
理。其一是韩东进入报社实习培训时，随着杨
利伟成功进入太空的新闻旁白，象征着职业理
想的圆珠笔从堆满了报纸的案头逐渐飘在空
中，飘向远方，个人新闻理想与宏大的国族梦
想由此形成互文；其二是影片结尾韩东代表一
亿人发声的报道最终见刊，而那份报纸也像圆
珠笔一样，从熙熙攘攘的春运大潮飘向空中，
与春运主题共同占据了头版，这不仅昭示着韩
东新闻职业生涯的继续，也彰显着个人命运与
时代命运的共振与联结。

理想主义者的刻画与讴歌。片中韩东踏入
报社的第一场戏，会议室里正在激烈争论着何
谓“新闻伦理”。争论、矛盾、冲突在本片中无处
不在，也勾画出韩东这一人物的鲜明形象。比
如，他不办理北京的暂住证，因为他觉得这“不
合理”，期待有更合理的解决办法。作为一名没

学历、没户籍、没工作的“三无”北漂青年，韩东
本身就属于被歧视的弱势群体，这也是他成为
调查记者后能够共情被歧视者的基础。

影片为韩东的最终转变埋下了许多伏笔。
2003年，当时社会对于乙肝还没有非常科学
的认知，乙肝患者及携带者遭受着求学、工作
等多方面的社会歧视。在深入调查乙肝代检的
过程中，韩东亲眼见证这些乙肝患者/携带者
的困境。虽然他自己没有病症，但是他有朴素
的正义感和同情心，因此他才会质疑报道乙肝
代检事件是否合乎“新闻道德”，以及什么是真
正的“新闻道德”。

正因为韩东非常明白记者所拥有着的、某
种掌握话语的权力，他才会质疑这篇能够助他
事业转正的稿件是否应该发表。而这种质疑，
我们愿称之为“真理之问”——没有事实错误
的新闻报道一定是道德的吗？乙肝代检者们是
不是本可以不用代检的呢？写在法律里的就不
会错吗？就韩东而言，重要的不是单纯地在身
份上成为一名记者，而是他能够为被歧视的人
群发声。当他拒绝乙肝代检稿件发表时，他的
新闻理想实现了与个人道德的统一。韩东的选
择看似背弃了自己的新闻理想，反过来却恰是
他坚守新闻理想的佐证。

对这个形象的成功塑造，既来自饰演者白
客的悉心演绎，也得益于张颂文饰演的报社前
辈黄江的助力，两位优秀演员奉献了《不止不
休》中最为精彩的对手戏。从“深入虎穴”探访
矿难，到为撤稿产生矛盾二人之间无声的目光
对峙，这些充满跌宕和张力的戏剧情景，是《不
止不休》能够打动观众、获取市场成功的根本
保证。

不止于怀旧，更着眼未来。在肯定《不止不
休》的同时，我们也不避讳影片的一些薄弱之
处。比如，从影片主海报展现的四个人物来看，
小竹的位置仅次于韩东。从各方面来讲，她本
应该十分重要，但实际观影中，我们却只能在
只言片语中拼凑出她的人生前情。韩东北漂是
为了“到不朽的事业中寻求庇护”，而小竹这个
女性角色的功能却是较为弱化的；同时，片中
对女性在职场遭遇的性别歧视也只是浮光掠
影一笔带过，如能合理加强，想必影片会更为
出色。

很耐人寻味的地方在于，《不止不休》表面
看起来是在“追忆”20年前的纸媒黄金时代，
但创作者其实也对互联网媒体的快速崛起给
予了相当肯定。我们发现，“三无青年”韩东正
是借由互联网的助推才能够实现新闻理
想。从网络论坛bbs发表帖子受到黄江等前辈
的注意，到以一人之力，借助网络平台收集患
者调查素材，写出改变一亿患者命运的重要稿
件，这让影片没有落入一味念旧的桎梏，而拥
有更加宽容的、面向未来的明亮空间。

也正是基于此，《不止不休》在此时的上映
才显得更加可贵。无论是纸媒，还是互联网媒
体，影片所呈现的，其实正是其英文片名所言
的：The Best is Yet to Come（“最好的还
在后头”）。这份激励，不仅是献给媒体工作者
的，也是献给如今每一位大时代中奋进拼搏的
追梦人的礼物。我们要肯定青年导演王晶剖析
现实的勇气，而片中始终洋溢着的乐观积极的
态度，更值得称道。

新作点评 创作谈

献给为理想而战的追梦人
□杨 鸽 沙 丹

3月26日、27日，2023年国家艺术基金传
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新编现代京剧《林祥谦》
将在北京长安大戏院首演。百年“二七”，薪火相
传。为纪念京汉铁路工人革命运动100周年、林
祥谦烈士牺牲100周年，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
福建省总工会出品，福建京剧院创排新编现代
京剧《林祥谦》。一百年前，京汉铁路工人为争取
成立总工会的自由和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力，反
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举行了震惊中外的二七
革命运动，长达两千多里的京汉铁路瘫痪，掀起
了中国工人运动的高潮，林祥谦、施洋等52位
先烈在这次罢工中英勇牺牲。林祥谦烈士是中
国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
者，是全国第一位壮烈牺牲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被评为全国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
的英雄模范人物。

新编现代京剧《林祥谦》被评为2021年度
“福建省舞台艺术精品创作重点剧目”，荣获第
八届福建艺术节福建省第二十八届全省戏剧会
演“优秀剧目奖”。《林祥谦》不仅试图以京剧艺
术的形式讲述历史人物故事，同时努力鲜活、生
动地再现一代人的精神气质。该剧由福建省知
名剧作家林瑞武与福建京剧院青年编剧饶晓担
任编剧，韩宁执导，上海戏剧学院齐欢教授设计
唱腔音乐。国家一级演员张萌饰演林祥谦，梅花
奖得主孙劲梅饰演陈桂贞，国家一级演员李哲
饰演施洋。

（艺 闻）

京剧京剧《《林祥谦林祥谦》》巡演北京首演巡演北京首演

一部从天津视角讲述近代中国
探索民族之路的人文历史纪录片
《津门往事》，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
后引起关注和热议。作为该片的执
行总导演，我想就该片的创作理念
和我们团队十年来的心路历程与观
众和读者做一个分享。《津门往事》
以10集、500分钟的超大体量，用
文化人类学、文化历史学、哲学、社
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维度，将上百
名历史人物、几十个现实人物，铺陈
在1840年至1949年跨越百年的历
史时空中，展现了近代以来中国人
民救亡图存、谋求现代化、追求民族
复兴的历史画卷。

十年前，人文历史纪录片《五大
道》的热播，引起天津城市的文化效
应。《津门往事》是《五大道》的姊妹
篇，是十年后的再说近代天津。

《津门往事》旨在以小切口、多视
角、大主题的方式带领观众，感受天
津城市的人文历史和中国人的精神
内核，用多维度的认知模型，解读近
代天津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用人
物情感、时代命运、社会图景、文化思
潮搭建起一个四维空间，为观众呈现
了天津城市独特的文化魅力。

其实，“小切口、多视角、大主题”
背后，考量的是创作者的综合驾驭能
力，这种能力不仅来自专业技巧，还
是知识结构、生活阅历、审美艺趣、思
想价值的复杂集合体。该片在创作理
念方面，尊重传播规律，将多学科认
知与多艺术技法内化于心，其外，是

“无招胜有招”式的艺术呈现，而厚重
历史举重若轻式的表达，也来自人生
百转千回后的松弛感。

该片用中国诗性的笔意、师法
文韵的张弛、精微的细节，烘托出复
调叙事中的人物质感；用跨越古今
的对话，呈现历史对现实的观照；用
无数个体命运，演奏了一曲大历史的交响；用多
时空、多角色、多维度互为印证的叙事结构，让
遥远的历史在可触可感的鲜活生命中与观众共
情共鸣。

《津门往事》的配音师说，朗读解说词时，常
有一种压在胸中的沉重感。是的，鸦片战争到新
中国成立的百年，是西方文化破门而入、中国传
统文化式微的至暗时刻，这也是近代天津旧伤
未了又添新痕的悲情岁月。

然而我们坚信，那些该逝去的总会过去，那
些该回归的终将到来。创作中，我们一再深挖潜
藏在悲情下那些细腻的、超越人性的神性之光，
这道光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哪怕微光
阑珊，被照耀的灵魂将恒长不朽。

纪录片本身，是一个透过文化了解人心、表
达思想、传递精神的途径。纪录片人在创作的漫
长心灵磨洗中，知人、知己、知心、知敬畏、知生
死、知天地；在千锤百炼后的悟道中，找到人性
的精神高光，而高光所指，是“众里寻他千百度”
的觉悟，是卡尔·马克思称人类最为重要的特
质——“创造性冲动”的成就感。

人文历史纪录片的创作，不是简单地表述

历史结论，更不是工业流水线复制的产品，
而是在人类历史中，找到传承与创造的根
本规律，即文化发展的根本规律。我们要做
生命中的创造者，体味创造带来的精神价
值与意义，而不是让禁锢的灵魂折断了创
造的翅膀。

文化发展何其复杂，它不以朝代更迭
而划分，不同文化之间在互动中交换与融
合，新文化在旧文化的渗透中传承与创新，
在或拒或迎的相互拮抗中塑造着“自己”，
也播种着未来。

人文历史纪录片要饱含对现实、对未
来的观照，但还要警惕那些粗陋、浅薄的

“古为今用”，纪录片人要“躬身入局”，还原
历史的复杂语境，在历史的多面向中，找到
共通的情感和普遍的经验，方是古为今鉴
的正道。

十年前，没料到纪录片创作如此之难，
十年后，也没料到纪录片创作的魅力如此
之大，它犹如一座通往精神彼岸的桥梁，凭
借着一束光，将彷徨无助的灵魂，引向智慧
与悲悯之地。

时代是人的边界，人也不断突破着时
代的边界。纪录片创作，是纪录片人将时代
中有限的个体边界不断向无限拓展，与此
同时又让个体生命得以丰厚的过程。

从《五大道》《有个学校叫南开》《过年
的画》，再到《津门往事》，10年，3650个日
夜，我们不间断地创作了30集、1500分钟
天津历史题材的人文纪录片，用影像书写
着一座城市的历史价值与人文魅力。

“城市的伟大，在于不同人在这里产生
了对话”，天津正是古今、中西、雅俗文化碰
撞、交融的城市，通过作品的延伸，我们越
来越深爱天津这座有故事的城市。

饱含人文精神的历史纪录片，具有穿
透时空、洞察未来、直指人心的力量。纪录
是时间的延续，故事是记忆的传承，挖掘天
津的深厚历史，传播城市的文化样态，传承
绵延的中华魂脉，颂咏人类的神性光辉，这
是纪录十年，我们身为纪录片人的人文观。

（作者系《津门往事》统稿、执行总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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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青年学子与影视创作的双向奔赴
——第十一届中国大学生电视节侧记 □本报记者 许 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