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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集电视连续剧《雪莲花盛开的

地方》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后得到广

泛好评。一方面该剧细致入微地再现

了援藏干部的扎实工作和奉献精神，

另一方面也让观众在感叹雪域高原旖

旎壮美的同时，更为深入地了解到藏

族同胞在新时代经历的新发展。景美、

情深、事繁、路难，该剧在视听层面着

力打造出角度宽广、多姿多彩的叙事空

间，在思想层面再度谱写了“老西藏精

神”，续接了进藏工作者的事业传承。

雪域之美，在景、在人，在于团结
一心的共同奋斗。长久以来，雪域之

美常常拨动着创作者的心弦。经年不

化的巍峨雪山与山脚下苍茂翠绿的

林海、草原，以及足以倒映天空的澄

澈湖面，一起构成了值得入画、歌咏

的纯净美景。该剧故事发生地朗嘎县

强嘎村，就是集齐了上述所有美景元

素的雪域村庄。该剧在拍摄过程中多

次采用高空航拍的视角，对嘎拉雪山

和村子里的住户人家作出生动的全

景呈现。在圣洁灵性的自然美景环境

中，将驻村干部欧阳南为完成强嘎村

脱贫攻坚任务而做出的帮扶工作一

项项铺陈开来。

故事从20世纪90年代讲起，年

轻的援藏干部欧阳南和医学专业的

李霞、农学专业的梅雁生等大学毕业

生，带着报效祖国的青春理想来到了

朗嘎县。雪域高原一方面向他们展现

出异乎寻常的美丽景观，另一方面又

以恶劣多变的局部灾害性天气给出

了当头重击，由此在叙事上将他们的

未来事业、青春奉献，与雪山脚下的

强嘎村民们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该剧不是浮光掠影地简单表现

受帮扶的少量家庭，而是尽可能完整

地展现出一个村落旧貌换新颜的全

部过程。随着剧集叙事的深入展开，

数量众多的强嘎村民陆续出场。女主

人公卓玛和她的兄长格列朗杰一家；

卓玛的爱慕者拉次，以及和他相依为

命的央布阿妈；拉次的情敌是大巴桑，

同样爱慕着卓玛，却因为性格容易冲动，而被父亲多吉和妹妹

拉姆一再劝告退出追求者行列。和多吉大叔同在村委会任职的

黄中原有一个大龄无业的独子黄达娃，也是欧阳南刚到拉萨时

最早遇到的强嘎村人。其他村民如曲珍、达珍、旺久、扎仁大哥

等，年龄各异，技能上各有擅长，但在外貌衣着和内在品德上，

都有典型的藏家儿女风范，性格质朴踏实，心地纯净善良。

一场雪崩山难使央布阿妈失去了儿子拉次，也使强嘎村

的集体致富道路陷入停滞。然而，被拉次舍身救下的欧阳南却

牢牢把根扎在了强嘎村，开启了团结全村人勤劳致富的奋斗

道路。由于该剧以多位援藏干部的真实经历为素材，所以在后

续情节的具体开展中表现出了多样又可信的困难起伏和道路

曲折。借用剧中人物之一，马如云县长的工作感言来说：基层

帮扶工作看起来简单，其实很艰巨，也很琐碎，只靠情谊是不

够的。该剧剧情发展恰恰说明了如何把深厚的情谊和青春的

豪情有效转化为点滴工作实践，又如何在正确的观念坚持下，

细致而稳固地为实现理想进行日复一日的积累。

强嘎村经历的脱贫过程无疑是一场场连续的攻坚战，在

剧中先后表现为修路、办糌粑厂、合作社，开酿酒坊、家具厂、

养殖场等。剧集直面脱贫工作的艰巨性，实事求是地表现了村

民们在转变思想、转变生产方式时遇到的各种困难。例如面对

市区内同行竞争的价格战，欧阳南与强嘎村民另辟蹊径，转而

采用送货上门、实地销售的新思路来摆脱困境。在该剧第13

集中，一名来自边远牧区的藏民带着欧阳南和卓玛来到雪线

以上的村子里。因为高寒地带不能种植青稞，购买糌粑粉又因

山路遥远，很不方便，所以当强嘎村糌粑厂开着车子送货上门

的时候，村子里的留守老人们特意聚在一起，为送来糌粑的欧

阳南和卓玛献上了洁白的哈达。这一幕说明了合则两利的道

理，简洁而形象地展现出团结一心的重要性，展现出互帮互

助、相互扶持的精神之美。

绿水青山，长远发展，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中实现精神
传承。剧中还特别关注了一些带有矛盾性的项目内容，如开办

伐木场、家具厂等，却在实践检验后发现并不符合生态观念、

不适合长远发展，而最终关停或转型。围绕这些项目设计的争

论印证出的现实问题在于：扶贫开发是长期任务，不是为了表

面现象的虚假繁荣，更不是只求短期盈利的资源破坏型生产。

剧中还有一个修路的项目，贯穿始终。故事开始时是老黄叔

带着筑路队，在简陋有限的技术条件下艰难修路，不仅很难见到

成效，而且只要灾害天气来临，瞬间就将前期工程化为乌有。后

来在糌粑厂有了一定盈利后，欧阳南也有意重启修路项目，并且

计划采用更为先进的山体隧道方式来洞穿嘎拉雪山。然而有趣

的是，接下来剧情方向一转，大家在尊重科学的前提下进行实地

调查研究和精细计算，发现本地当前的经济实力尚不足以在安

全工期内完成打通隧道的设想，于是及时调整行动观念，不再为

短期内达不到的目标凭空消耗宝贵的时间精力和公共资产。

值得注意的是，剧情中这条尚未贯通的道路其实包含着

需要精准解读的叙事隐喻功能。剧集结尾，对于修路一事念兹

在兹的老黄叔召集起村子里的中坚力量和更年轻的新一代

人，将心事和盘托出。原来，他是1950年代第一批响应号召进

藏建设的十八军成员，从十几岁的青葱少年到现在已年逾古

稀，他把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雪域高原。以老黄叔为代

表的内地建设者们选择扎根边疆的原因有很多，有的是因为

在行军途中得到藏胞的及时救助而幸免于难，有的是为了守

护那些把生命抛洒在雪山上的战友们长眠的陵园，其中既包

括了“壮志当报国，团结重如山”的理想信仰，也有身为普通劳

动者所抱持的乐观信念——“地靠人种，路靠人走。”

最后，全剧在结束前又一次谈到了这条寄寓着几代人共

同心愿的道路。当更为年轻、更有国际视野，也更具有专业化

知识技能的新一代建设者们开始默默念诵“老西藏精神”——

“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

奉献”，画面上仿佛闪烁着精神传承的光辉。人们有理由相信，

正在成长、成熟起来的年轻人们已经做好了接过父辈旗帜的

准备，开始行进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新时代道路上。

（作者系中国文联特约研究员，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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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

共产党员、第一至十三届全国人大

代表、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申纪兰真

实事迹改编的电影《申纪兰》于6月

28日在全国院线上映后，获得观众

广泛好评。7月 6日，山西影视（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电影频道节目中

心在京举办了电影《申纪兰》研讨

会。出品方代表、电影主创及相关专

家学者围绕剧本创作、演员表演等

方面进行深入研讨。电影《申纪兰》

以申纪兰同志最后一次参加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的履职历程为切口，用平

实动人的镜头语言，将她发动妇女

促进同工同酬，亲自下地动手带领

大家勤劳致富、改变家乡的故事娓

娓道来。与会专家认为，影片情节感

人，故事生动，真实刻画了申纪兰对

党忠诚、朴实执着、履职尽责的人物

形象，突出表现了申纪兰一辈子跟党

走的坚定信念，一辈子不忘农民本色的质朴情怀，以及牢记

人民代表为人民的责任担当。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仲呈祥认

为，申纪兰形象出现在银幕上，具有无可取代的独特价值，可

以看作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艺术阐释。

导演哈斯朝鲁坦言，在创作初期，他曾有过很多顾虑，

因为申纪兰同志离世不久，她的音容笑貌依然鲜活地留在

大家心里，想打磨成为一部成功的故事片，难度很大，极具

挑战。但随着创作的深入，申纪兰的事迹打动了每一位主

创。“申纪兰从一个农村妇女走到连任十三届人大代表的

过程。这些实实在在干出来的成绩，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申纪兰身上的责任与精神令人感动。这样的时代楷模、时

代英雄需要我们影视工作者用专业的力量让更多观众看

到、了解到。”为了更真实地还原人物，剧组深入西沟，与

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哈斯朝鲁认为，只有站在西沟村的

田间地头、沟沟坎坎，才能从心底里走进她、了解她，感受

到她这几十年的坚守和不易。“在剧本围读的时候，岳红老

师问我要怎么演？我说就两个字‘克制’。其实，我也是在告

诉自己，这部电影要尽量表现得平实、真实、朴实。这既是

申老一生的坚守，也是影片的风格和追求。”在拍摄过程

中，导演哈斯朝鲁深感：听党话，跟党走，心系人民，从人民

中来到人民中去，这便是申纪兰精神的时代价值。中国电

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也认为该片从申纪兰精神的时代

价值出发，找到了影片的立足点。电影将申纪兰一生中闪

光的片段采用回忆、插入等形式巧妙地连接到叙事之中，

避免了平铺直叙，有效地带领观众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

很多细节非常真实，具有生活的质感。同工同酬能够写入

宪法，能够在中国落地，这是申纪兰的贡献。申纪兰坚韧不

屈的奉献精神，始终贯穿在这部出色的传记电影里。

从当年骑着毛驴出太行，进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到登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奖台，申纪兰一路

见证着新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巨大飞跃，始终

不渝地坚守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当代电影》杂志主编

皇甫宜川认为，这部影片精选了重要的历史史实，通过大量

的细节铺陈，塑造了申纪兰朴实亲切的银幕形象。观众可以

从她质朴的方言中体悟她坚毅的品格，从她参与人民代表

大会的实践中体味她的信仰和守望，从她沧桑的面孔体会

她对土地与国家的热爱和坚守。影片中申纪兰毅然辞去省

妇联主任，回到西沟村的片段让多位专家印象深刻。1973

年3月，中共山西省委任命申纪兰为山西省妇联主任。在这

个正厅级岗位申纪兰履职10年，她却向组织提出了“六不”

约定——不转户口，不定级别，不领工资，不要住房，不调动

工作关系，不脱离农村。几十年如一日，申纪兰做到这么多

“不”，不是随便哪个人都可以做到的。用老百姓的话说，就

是放着清福不享，非要当个农民。申纪兰就是认定自己是个

农民，她说：“我的级别就是农民，不

是西沟离不开我，而是我离不开西

沟。”申纪兰只有踩在家乡的土地

上，脚上沾着泥土，才活得踏实。仲

呈祥深感：“申纪兰的一生证明了人

生的最大境界是审美境界，是超越

了物质境界和一般的求知境界，乃

至道德境界的求大美的境界，这就

是这部电影给我的教育。”

“现实主义创作理念和与时俱

进的时代精神彼此勾连，让整部影

片在极具时代质感的底色中，更突

显鲜活的时代风貌。”中国电影评论

学会影视专业委员会副会长高小立

谈到，影片以类国画白描的勾勒点

染，将观众完全代入到憨厚质朴的西

沟村村民的生活中去。而这种现实主

义的创作理念，又伴随申纪兰与时俱

进的自我成长，伴随申纪兰对于时

代脉搏的把握，让影片有了递次渐

进的层次感。例如，申纪兰带领村民在脱贫致富中，一方面是

钢铁厂能够给每户带来每年两万元收入，解决村民就业问

题，另一方面却是钢铁厂的污染导致村民健康遭受伤害，激

烈的钢铁厂关停之争，同样也让申纪兰内心做着激烈的思

想斗争，申纪兰最终选择还西沟村绿水青山。影片通过申纪

兰真实的内心思想蜕变，让观众见证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影片《申纪兰》通过对申纪兰的塑造，让我们真切感受

到中国妇女地位的提高，这对于鼓舞当下女性自尊、自立、

自强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对于继续推动中国妇女权益保障

事业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认为，电

影有很高的立意，以女性视角，展现妇女解放、女性奋斗，

导演主创团队把申纪兰和大时代连接起来，其实就是书写

中华人民共和国女性。与会专家一致认为，片中生动的细

节表现让人物形象更加立体丰满。如申纪兰与敬老院老人

一起吃饺子时，饺子掉到地上，申纪兰拾起来用水涮涮就

吃了，像这样的细节电影中随处可见。主演岳红在《申纪

兰》中的表现形神兼备，逼真的老年造型离不开她扎实的

准备工作以及丰富的人生经历来加持。

太行精神光耀千秋，纪兰精神代代相传。申纪兰无私

奋斗的一生改写了女性劳动者的命运。申纪兰坚定不移的

革命信念、经久不变的劳动本色将始终映照着中华大地，

激励着广大劳动者再谱振奋人心的时代新曲。（杨茹涵）

脚上沾着泥土，才活得踏实
——电影《申纪兰》研讨会侧记

新作点评

《我爱你！》是“80后”导演韩延“抗癌三

部曲”中的第三部，前两部分别为《滚蛋吧！

肿瘤君》（2015）、《送你一朵小红花》（2020）。

《我爱你！》延续了韩延前两部“对抗病魔”的

故事主线，讲述三对老年人互相取暖的故

事：公园甩鞭的常为戒和收废品的李慧如谈

起了黄昏恋，两人是正剧角色，生活态度乐

观积极；谢定山的妻子赵欣欣饱受阿尔茨海

默病与肠癌的双重折磨，最终两人共赴黄

泉，疾病叙事充满悲情；陈校长和粤剧名伶

“美若仙”仇老师年轻时错失彼此，二人代表

了命运的悲剧。

老年题材电影多聚焦家庭叙事，黄昏恋、

疾病死亡、家庭关系、空巢问题、代际关系等

共同构成了老年题材电影的故事焦点。孟子

言“养老尊贤”，中国古代以孝悌伦理来规划社

会，暮年安定成为全社会对于老年人的刻板

印象。老年人的情感问题却长久地被人们所

忽视。同其他老年题材电影相比，《我爱你！》

这部电影的突出特点在于：第一，以“摩登”的

手法，描绘老年人的黄昏恋；第二，从现实主

义角度出发，关注世风世俗，警醒孝道；第三，

走出家庭范畴，关注老年人的社群交往。

《我爱你！》中，老年人的黄昏恋堪比年

轻人的初恋，倪大红扮演的常为戒和惠英红

扮演的李慧如很潮很“摩登”，他们步入黄昏

之年，重燃青春之火。他们开摩的、耍水枪，

戴着玉镯收废品；他们看烟花、玩密室，笑声

洒遍游乐场。俩人快乐地捡废品、浪漫地生

活，不丧失爱的能力，看上去比年轻人更年

轻。常为戒的麒麟鞭，是警世和醒世的象征。

电影开头更像一个假想的网络热点“大爷甩

鞭怒怼垃圾占领公园”，鞭声引发的围观非

常符合标题党的逻辑。但是，随着剧情的深

入，常为戒才知自己公园甩鞭“壮举”对他人

生活造成了莫大影响。这一鞭，鞭走了拾破

烂者的生存空间。他们被迫转移阵地，在更

狭窄的楼宇里堆废品。常为戒第二次放鞭，

是在山哥儿子的孝宴上。“麒麟鞭，保安良，

惩恶扬善远名扬！头三鞭，打的是恩将仇报

白眼狼，利字当头丧天良！后三鞭，打的是没

心没肝不孝子，长大成人忘爹娘！”这一鞭，

抽醒了孝道，鞭醒了良心。

老年人的社交关系也是本片关注焦点。

人与人之情感联结，乃由血缘、地缘等交织

而成。一方面，“熟人社会”是乡土血缘关系

的拓展，却在现代社会中却备受冲击。片中，

围绕山哥家庭关系展开的故事段落反映了

这一问题。梁家辉扮演的山哥，其儿女忙于

工作，家庭成员之间关系冷漠，饭席之间电

话不断。山哥给女儿送钱接济她的生活、给

孙子的泥塑被嫌弃地喷上消毒剂。山哥顾及

儿女颜面，甚至连喝药自杀都要伪装成“煤

气中毒”。所谓“阖家欢乐”，不过是表象，靠

老一辈人装聋作哑、忍让讨好来维持。电影

在这些地方的表现清醒，令观众难过、反思

甚或自责。另一方面，“陌生人社会”并不代

表人情冷漠，相反，常有意想不到的温暖隐

含其中。山哥委托常为戒终办后事，代表了

陌生人之间的信任。《我爱你！》讲述屋檐下

的故事，电影以广州为背景，但空间选择刻

意规避了摩天大楼，选择在广州越秀古城取

景。岭南的庭院、墙角构成了怀旧风景。几位

老年人的集体聚餐，不在楼房里，而在庭院

中。通过旧的空间，导演将都市陌生人社会

变成了熟人社会的“屋檐下”；老年人通过类

似于家庭情感的社区互动，重新寄予彼此信

任、社会支持。

为何导演给本片取名为“我爱你”？导演

借常为戒孙女常小晴之口，给出了回答：“没

有一种负面情绪，不能用我爱你三个字治

愈。”电影结尾，常为戒和李慧如在收废品的

路上，开车路过一对新人的婚礼。新郎新娘

正在交换戒指，彼此说“我愿意”。常为戒和

李慧如也在默念，我愿意，我也愿意。我中意

她。我也中意他。电影使用互文手法，见证了

老年人的黄昏恋，两人不需要繁缛的仪式，

不需要山盟海誓，互相厮守便是天长地久。

中国的老年题材电影，在不同时期有不

同特征。1990年以来，老年题材电影聚焦于以

下命题：第一，关注老年人的家庭代际关系问

题。李安在《饮食男女》中，身为厨师的朱师傅

每天制作家宴，但三位女儿各怀心事。老朱心

力疲惫，渐失味觉。老朱宣布和梁伯母的女儿

锦荣结婚，宴会在众人的惊讶声和混乱中结

束。电影以家庭成员的视角，审视父辈的情感

问题，却不自觉蒙上一层诘问的滤镜。《我们

俩》和《孙子从美国来》同样通过代际关系，思

考老年人遭遇的家庭或文化困境。《过昭关》

从祖孙三代之间的代际关系入手，思考生命

与死亡。第二，弘扬孝道伦理。中国最早讲述

孝道的电影是《孤儿救祖记》。该片讲述了富

翁杨寿昌晚年丧子，孙子余璞凭借高尚人格

使一家人重新团聚的故事。《洗澡》等影片从

父子关系入手，思考家庭孝道问题。第三，关

注老年人疾病与死亡、临终关怀问题。如改编

自苏童同名小说的电影《告诉他们，我乘白鹤

去了》思考了土葬与生命的意义；《妈妈》则将

镜头聚焦阿尔茨海默病的残酷，但疾病未能

打倒积极乐观的老年母女。

在上述主题框架下探索老年人个体精

神世界的电影并不多见。《飞越老人院》是为

数不多的一部，该片以公路片的形式讲述一

群老人“返老还童”，脱离老人院的羁绊，重

寻生命中的快乐时光。《我爱你！》则是另一

部聚焦老年人心灵世界的电影。韩延用全球

文化经验，用粤语和普通话“链接”出全新的

中国故事。

（作者系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讲师）

老年题材电影的“摩登”与“醒世”
□李啸洋

7月3日，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互

联网信息办公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福建

省人民政府指导，中国外文局、福建省人民

政府新闻办公室、福建省广播电视局、泉州

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3海丝国际纪录片大

会在福建泉州开幕。大会为期4天，聚焦“弘

扬海丝精神，记录时代变迁”，致力于搭建开

放、合作、互利、共赢的纪录片国际交流平

台，受到国内外业界广泛关注。

2023海丝国际纪录片大会有两大特点：

第一，国际合作。作为国内聚焦国际交流合

作、打造高质量纪录片推介的节展，大会集

作品展映、项目推荐、主题研讨、文化体验于

一体，此次大会共邀请到7位国际A类纪录

片节展主席、12个国家电视台制播机构代表

共同参与，开展活动7大类、15场，其中包括

5个国际合拍项目合作意向签署仪式、11个

中外制作中项目（WIP）提案，还有19部中外

精品纪录片展映。大会充分对接中外纪录片

制播节展资源，增进中外创作者交流，促进

纪实影像的国际合作。第二，海丝特色。泉州

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唯一承认海上丝绸之路

起点城市，大会落地泉州，充分融合了各种泉

州要素，如以泉州为主题的纪录片为案例探

讨文化遗产保护的论坛活动、海丝世遗之夜、

发现海丝人文之旅、国际传媒人士调研、泉

州非遗展示互动区等，让海内外嘉宾沉浸体

验宋元中国世界海洋贸易中心的魅力。

中国外文局副局长陆彩荣在开幕式上

谈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为

沿线国家带来越来越多的发展机遇，也为中

外纪录片合作提供了广阔舞台，希望中外纪

录片人士深入阐释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

理念，共同讲好“一带一路”精彩故事，积极

深化丝路协同合作，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贡献纪实影像的力量。两届奥斯卡获奖

者、英国导演柯文思宣读了《2023海丝国际

纪录片大会纪实影像合作共同倡议》。倡议

提出，大会将坚定推崇纪录片在增进社会发

展、保存历史遗存、彰显人文精神与提升美

学素养方面的独有价值，推动多国联合制

作，助力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合作。

此外，加拿大 IMAX公司、柬埔寨国家

电视台、新加坡海滩别墅影业有限公司、新

加坡IFA MEDIA制作公司、美国国家地理

频道、埃及国家电视台签约代表分别和中国

外文局国际传播发展中心、福建省广播影视

集团、广西广播电视台等机构签署了纪录电

影《象行记》和纪录片《跨越时空的北京中轴

线》《海丝双城记》《永恒的朋友》《田野之

上》（国际版）等五部国际合拍影视项目意向

合作协议，主题涵盖中国文化、经济、生态等

多个领域。开幕式还举行了“MY WAY”青

年影像节全球短视频征集展映活动。青年影

像节活动以“跃动的思想、融汇的光影、全新

的方向”为口号，联合全球多家社交媒体平

台，通过短视频作品征集活动，激发全球“网

生代”群体创作热情，引导全球青少年在文

明互鉴的碰撞、交流、融合中书写新时代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亮丽篇章。 （许 莹）

2023海丝国际纪录片大会在福建泉州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