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许 莹 电话：（010）65389197 电子信箱：wybart2024@163.com 2024年8月28日 星期三影 视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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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部电话（同微信）：18600547157 广告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20170145号 零售每份1.50元 印刷：新华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声音是人类社会传递信息、交流思想、

表达情感的重要手段。时至今日，声音更以

音乐、音乐剧、话剧、广播剧、有声书等多元

化形式，给人以或优美、或震撼的听觉享受，

满足着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根据新华社联合喜马拉雅发布的

《2023国民收听趋势白皮书》显示，在音频

使用者中，18—30 岁的青年群体占据了

40%，而30—40岁的中青年占据36%。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关注由声音所构成的多

元文化产品和精神食粮，“听”也成为一种很

潮的生活方式，从2023年掀起的播客热浪

便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在不同声音领域内，一系列深

受年轻人关注和喜爱的垂类圈层文化正在蓬

勃生长。

新近在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同步上

线的纪录片《新声一代》正是一次对新兴声

音文化的敏锐捕捉与呈现。该纪录片共八

期，将目光聚焦于音乐剧演员、配音演员、歌

手等来自不同声音领域的“90后”新生代青

年，深入到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中。从日常练

习和彩排，到正式的舞台演出、线下活动等

进行跟拍记录，将他们与声音的“相处过

程”，对声音的表达尽数呈现给观众，同时配

合深度采访，娓娓道来他们的成长故事和心

路历程。

作为纪录片中的人物传记类型，《新声

一代》有着异常清醒的创作意识和边界，尊

重并主动拥抱垂类圈层文化。《新声一代》中

的四位青年主人公：歌手、音乐剧演员高杨，

配音演员吴韬，男高音歌唱演员马佳和配音

演员谷江山，他们有着不俗的专业实力和成

绩，已经在各自的声音领域里收获了很多来

自当代年轻群体的关注和肯定。

声音创作的根本问题是如何使用声音

创造更多精彩的内容，核心是解决人们“听

什么”的问题。近两年，无论是演唱会、音乐

剧、音乐类综艺，还是脱口秀、有声书、各类

播客等，围绕声音的各类创作都得到了年轻

人的追捧，迎来了行业蓬勃发展的热潮，无

一例外都找到了各自的受众群体，形成了既

公开又相对固定的爱好者群体。这也是大众

文化内容愈发丰富从而导致专业受众细分

的必然结果。片中的四位声音创作者，涉及

了流行音乐、古典音乐、音乐剧、广播剧、影

视剧配音、动漫游戏等领域，《新声一代》对

他们台前幕后工作的记录，不仅满足了特定

圈层观众群体的探究兴趣，也让更多普通观

众了解这一群体，在圈层文化和大众文化之

间起到沟通与连接的作用。

声音这一艺术形式看似居于视觉艺术之

后，实则旗鼓相当、蕴含无限，并且声音能够

提供一种无可取代的即时感和在场感，特别

是在新媒体技术和网络科技普遍应用的当

下，人们听到声音作品的途径和方式都更加

便捷，因此声音媒介必然具有用户黏性高、场

景限制少且情感氛围强的特点，同时，行业赛

道的不断细分和音频模式的延展与再构，也

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用户的选择，受众越

来越专业化、圈层化了。

纪录片中的四位主人公，他们一方面为

听/观众创作优质的声音表演，塑造音乐剧或

影视剧中的角色，提供声音陪伴，两者是创作

者与听/观众的关系；另一方面，具有辨识度

的音色又是属于他们本人的个性化标签，“声

音”传递情感，触发听/观众对“发声者”全方

位的凝视、窥探与消费。

通过影像记录这些优秀的新生代青年

们的蜕变与成长，纪录片《新声一代》还向

我们传递了当代青年凸显自我的独特表

达。虽然他们已然是行业细分领域内的佼

佼者，他们依然和每一位普通年轻人一

样，会遭遇难题、瓶颈，会偶尔感到不安、

胆怯，但他们都会以自身的努力、坚定与

坚持，表现为对工作的热爱和对生命、生

活的积极态度。这些无疑都为当代年轻

听/观众在建立听觉自我中心主义过程中

的心理状态产生积极影响。相较于传统流

行文化中所打造的完美明星形象，作为当

代年轻人的声音偶像，“新声”们真实地展

露自我，更接地气，既能出色工作又懂享

受生活，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价值观能够

得到年轻人的认同，他们与听/观众的关

系更像朋友。钓鱼、露营、插花、篮球、动

漫……总有一个爱好会让他们在声音之

外再相遇。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新声”一代

无疑是一张面向新世代社交的音频文化名

片。每个年轻人都希望找到更多能懂他们的

人，而在围绕着“新声”聚集起来的人群中更

容易找到同类，“新声”既是他们声音的陪伴

与精神的引领，又在用实力演绎“世上另一

个我”。对于想深入新世代青年亚文化场域

的人来说，这部纪录片无疑是打开声音垂类

的圈层文化的一把钥匙。

（作者系上海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新声一代》

呈现新生代与声音的“相处过程”
□谈 洁

新作点评

本报讯 8月 23日下午，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

会视听艺术委员会主办的话剧《轨道》剧本暨新时代

现实主义创作探索研讨会在京举行。会议由中国文

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张德祥主持。

剧作家周振天新近创作的四幕话剧《轨道》剧本，

以“一带一路”为背景，以中欧班列轨道旁的“有奔头饭

庄”为场景，通过一个物流集散车站面貌的变化，反映

了当代社会生活和新一代铁路工作人员的精神风貌。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夏潮指出，今年是文

艺工作座谈会召开十周年。借《轨道》剧本的研讨

重温讲话精神，很有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

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

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

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这也是新时代

现实主义创作的具体要求。周振天创作的《轨道》

从“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对百姓产生的影响入手，写

出了生活日常与喜怒哀乐，写出了万家灯火与苦辣

酸甜，他把剧中人写活了，让读者感到他们就是我们

身边的人。

与会专家对话剧《轨道》剧本的思想意蕴和艺术

表达进行了充分讨论，高度肯定剧作的时代特征和现

实主义创作的探索意义，认为剧中所反映的小车站、

大背景，小人物、大时代，具有很强的概括性和典型

性。剧作家周振天能从生活出发，编创出生动的故

事，塑造出有个性、有命运感的人物。他没有正面写

中欧班列本身，而是写一个车站和一家饭庄，写车站

和饭庄里人们生活的变化，从这一侧面反映“一带一

路”给民众生活带来的福祉与变化。“轨道”之“道”，既

是物质生活之道，也是精神追求之道。“一带一路”之

道，既蕴含增进友谊、互补互利、共创幸福生活之意，

更昭示着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构想。因此，应在“道”上

做足功课，凸现这一高远的意境。有专家谈到，当下

许多话剧存在就题材写题材的问题。而《轨道》这部

剧通过过往和当下、事业和情感、伦理和人性、发展和

民生等一系列故事，实现了对新时代的记录与透视。

专家建议，剧本还可为刘美兰的人物命运增添更多亮

色。在舞台呈现时，如果能够加入中欧班列与劳动建

设者的艰辛，同时突出地域特色等，将会大大提升舞

台演出的效果。

（许 莹）

迎接第九次迎接第九次
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

在世界的某个角落
□贾秀琰

读大学时，我有一个摘录优美词句的笔记

本，抄写在第一页的是余泽民翻译的匈牙利作家

凯尔泰斯·伊姆莱的同名小说电影剧本《命运无

常》中的一段话——“当我环顾这个亲切的、沐浴

在黄昏之中的广场时，当我环顾这条虽被暴风雨

冲刷、但仍溢满了万千承诺的街巷，我顿时感到

一股生命的力量在我的体内积聚，我将继续自己

根本无法继续的生活。”作者通过对人文和自然

景观的诗性描写，融合了个体的命运悲歌和理想

之光，勾勒出具有立体质感的画面，瞬间将我带

入到主人公所处的场景之中，就像看电影一样，

跟着作者的描绘去接近那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我工作后，读过一个珍贵的剧本，那是曾为

八一电影制片厂获得柏林电影银熊奖评审团特

别奖、吴子牛导演和编剧的《晚钟》电影文学剧

本。这是一本极为精炼却极富艺术表现力、震撼

力的剧本，只有薄薄的38页，随手一翻，诗性的

文学化场景描写和对白，已然让读者脑海中浮现

出苍凉凄厉带着胶片噪点的画面。

正是这些文字，激发了我写作的想象力，我

逐渐开始尝试调动所有感知，去构建和呈现人物

在特殊环境中的独特精神世界。

几年前我在一座驻扎着好几支军事比武特

训队的海岛上采访，男队长和三个女特战队员令

我印象深刻。白天他们进行着超越极限的艰苦

训练，夜晚他们在旧风扇的吱呀声和轻柔的海浪

声中思考人生、检视情感，那些被汗水浸透的青

春，在夜色中显得格外动人。他们之间有很多新

鲜有趣的故事，例如国外比赛场地可能会出现鳄

鱼，为了帮助女队员们克服恐惧，男队长竟然从

市场上买了一条养殖的鳄鱼，圈在两米多深的水

坑里，让她们每天悉心投喂，甚至牵着绳遛。他

们跑到无人岛上荒野求生，搭天然营地、钻木取

火、打野鱼、辨别各种可以食用的动植物，深夜下

起了大暴雨，落雷炸裂，大家抱在一起感受来自

“世界末日”的问候。我很想把他们的故事写出

来，但一直没找到下笔方向。直到一个傍晚，暮

色将至，杂草丛生的食堂屋檐露出喇叭一角，轻

轻吟唱着“当兵的日子短暂又漫长，别说我不懂

情只重阳刚，这世界虽有战火也有花香，我的明

天也会浪漫得和你一样……”我站在空无一人的

训练场上，回想着这些日子接触到的一个个人

物，他们的迷彩服上渗透着白色汗碱，训练时沉

默专注，闲暇时纯真可爱。就如这座夕阳下的海

岛，白天暴晒，军人的响亮呼号声此起彼伏，一切

植物、断壁和泥水都散发着浓烈的气息，光阴变

得焦灼。入夜时分空气归于宁静，万物卸下防

备，流露出本真的一面。

在这种氛围中，我找到了短篇小说《这个岛

依然醒着》的写作灵感。这个岛，不仅是地理上

的一个点，因为有了他们，更成为我心中的热

土，解答了我对新时代军旅写作的思考。那就

是在影像化时代，小说如何艺术地再现这些年

轻军人的形象？如何反映出新时代人民军队在

迈向世界一流的征程中个体的进退去留和真实

情感？我试图用一种更为极致的描写方式，捕

捉身处这一空间中挥汗如雨、热血沸腾的身影

和安静时刻缓慢流淌的浪漫与柔情。特训队的

故事是无数新时代青年官兵的缩影，他们在改

革的浪潮中蜕变，在强军的征途中奋斗，经历了

从迷茫到坚定的心路历程，逐渐拥有了军人的

理想与执着。

我再一次想起高尔基说的“风景画”与“风俗

画”的关系，“风景画”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展示

生存环境；“风俗画”反映人与社会的关系，展示

时代气息。通过对这些典型环境的逼真描绘，不

仅增强了事件的真实性，更让那些蕴含在画面中

的人物的思想感情得以生动展现。

我曾跟访一位通信站军士长一段时间，他

热情健谈，瞳孔闪着光，不用我问就能主动讲出

他与装备、与战友间的许多轶事。恰巧那几天

他的妻子来队，她吐槽说丈夫在连队明明是个

“e人”，回到家就变成了“i人”，与家人朋友聚

会时总是格格不入。大家谈论如何赚钱如何生

活，他满脑子都是星辰大海。我问她是否希望

他退伍回家陪伴她和孩子，她沉默了许久，轻声

说道：“我还是希望他在部队，他是我们家的骄

傲。”在那个被岁月雕刻的边疆小镇，军士长的

故事如同山中灌木，不起眼却清新多姿。他说

边疆的天空高远，然而夜幕降临，星辰却仿佛触

手可及。每当此时，他都会仰望星空，心中充满

了对未知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憧憬，更会不由自

主地萌生对脚下土地的热爱和眷恋。这也让我

想起了多年前我坐长途火车卧铺，遇到一位列

车员，查票时他看到了我的军官证。那一晚他

一直拉着我讲他在远航舰上当舱段兵的日子，

问我如何才能再回到部队。他动情的讲述使我

感到我们不是在列车上，而是一起坐在狭窄飘

摇的船舱里，外面也不是田野，而是月光下开启

了时光之门的大海。我把这两个人物写进了中

篇小说《孤山口站》，这是两个深深热爱军人职

业却终究要离开的人，他们已将理想之根深植

军营，拔根移植，光芒尽失，或许需要数年，才能

重新焕发光彩。

美国作家安东尼·多尔的小说《所有我们看

不见的光》从盲女玛丽洛尔的父亲为她悉心制作

城市缩微模型写起，通过触摸她能感受到城市的

脉搏，听到街道的喧嚣，闻到市场的香气。这个

模型不仅是她的学习工具，更是她的精神家园，

是在战火纷飞中给予她安慰和力量的避风港。

作者借由精雕细琢的场景刻画，组成了一幕幕如

同电影情节般的画面。而《孤山口站》中主人公

在十年间几乎每天都要沿着一条20多公里的通

信线路巡查，从日出到日落，风雨无阻。他的脚

步熟悉每一寸土地，他的眼睛见证了四季更迭。

在这条线路上，他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车站

的站长、烈士的遗孀、寺庙的和尚……雨后的山

间，云雾缭绕，植被茂密，信号塔巍然矗立，这一

切构成了他的精神世界，一个简单而纯粹的世

界。这两个故事，虽然发生在不同的时空，却都

展现了人类在面对困境时迸发的韧性与创造

力。主人公们身处不同世界，但他们都在用自己

的方式，寻找着生活的意义和力量。

军营是一座有着独特养分和水质的岛屿，与

都市里关注当下的大多数人不同，军营里的每一

个人都凝视着未来。他们常常思索今日的汗水

与努力，如何在未来的战场上化为保家卫国的力

量。他们问自己：“我能否在战场上取得胜利？”

中篇小说《等候蓝月》里，其实有我和身边的同

学、同事、战友们的经历。这些年与他们一起拼

搏奋斗挥洒青春的日子，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财

富。军营，这个时而火热时而孤寂的地方，实则

是年轻人梦想生根的沃土。在这里，我们学会了

坚强，学会了担当，学会了如何拿出勇气在风雨

中前行，在变革中成长。

海岛上的特战女兵，如今已回归平凡生活。

她的朋友圈里，我看到她成为母亲，长发披肩，脸

庞褪去黑色变得白净。她有一次突然给我发信

息，问我要在海岛给她们拍摄的照片。我称赞她

现在好美，她却说还是觉得那时的自己更有魅

力。我暗自赞同，那时的她，确实有着独一无二

的耀眼风采。通信站军士长也退伍回到了繁华

都市，高楼大厦的压迫感让他时常怀念起那片群

山。山川草木，每一粒沙石，都记录着他的青

春。在梦中，他驾驶着战车，穿越滚滚尘烟奔向

战场，那一刻，他觉得自己是守护这片土地的勇

士，心中充满了自豪和荣耀。

我写下一个个集合在理想之境的人物，希望

读者能通过我的小说看到并理解这群生活在世

界上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却一直发光发热、默

默奉献着的军人们。他们的光芒，如同星辰，虽

不常被看见，却永远闪耀。这是我写作的初衷，

也是我的自豪与荣耀。

（作者系八一电影制片厂编剧、电影翻译，中

国作家协会会员）

本报讯 近日，由南部战区陆军政治工作部组织

创演的大型军史组歌《从南昌走来》在广西南宁举

行。本次演出是该组歌荣获2024年国家艺术基金资

助项目后的首演。

这是一部以历史为线索，以迎接建军百年为宏大

主题的大型军史组歌，共有《南昌第一声枪响》《向一

流军队飞奔》等11首歌曲，通过合唱、领唱等多种艺

术表现形式，全景式展现了近百年我军波澜壮阔的奋

斗历程与精神传承，深情赞颂人民军队保卫祖国的英

雄壮举，洋溢着浓郁的爱国情怀，是一部歌颂人民军

队听党指挥，为争取人民解放、民族独立，赴国难、抵

外侮，一路南征北战功勋卓著的英雄史诗，也是一部

进行党史军史教育的生动教材。

大型军史组歌《从南昌走来》，艺术风格鲜明，

歌词情景交融，具有强烈的现场感；旋律汲取传统

民族音乐精华，配器采用民族乐器与西洋乐器结

合的手法，创造出了穿越时空的音乐意象，引领听

众回到那个烽火硝烟的峥嵘岁月，缅怀先烈，致敬

英雄。

该作品由南部战区陆军姚林辉作词、作曲，军旅

作家唐栋，词作家王晓岭，作曲家王路明担任艺术指

导，王庆君、刘琦、许刚担任音乐总监，梁召今、王莉、

小曾、汤非、原艺君、陈大成等领唱，高放、汪东主持，

南部战区陆军基层官兵担任合唱。

大型军史组歌《从南昌走来》歌颂人民军队卓著功勋

话剧《轨道》剧本暨新时代现实主义
创作探索研讨会在京举行

军营有着独特养分和水质，与都市里关注当下的大多数人不同，军营里的每一个人都凝视着未来。他们常常思索

今日的汗水与努力，如何在未来的战场上化为保家卫国的力量。

我写下一个个集合在理想之境的人物，希望读者能通过我的小说看到并理解这群生活在世界上某个不为人知的

角落，却一直发光发热、默默奉献着的军人们。

电影《逆鳞》全国上映
本报讯 8月 21日，电影《逆鳞》在京举行首映

礼。该片由大庆执导，尚可担任监制、编剧，沈腾、张

雨绮、高捷、蔡文静、曲哲明领衔主演。《逆鳞》将故

事背景设置在澳门，几方黑恶势力围绕舞厅、赌场

生意展开争夺，沈腾饰演的尊非斡旋在各方势力中，

不断面临情义与道义的抉择。影片已于8月23日全

国上映。

首映礼现场，当被问及为何选择沈腾出演尊非这

一角色时，导演、监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导演大庆

认为，沈腾的外在形象和气质与尊非很相符；监制、编

剧尚可谈到自己的创作初衷是为了塑造一位有情有

义的东北人形象，他认为，在尊非的身上，既要讲义气

也要有亲和力。沈腾在片中的表现令现场嘉宾感到

惊喜。电影《长空之王》导演刘晓世观影后说：“这是

一个能斗狠又很柔软的人物形象”。演员潘斌龙也表

示见到了不一样的沈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