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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前，综艺节目《燃烧的月亮》中 12 位来自不同

城市的女孩来到内蒙古兴安盟科右前旗满族屯满族乡乌

兰敖都嘎查安了家，她们在1.8万亩牧场上每天放牧劳作，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该节目由爱奇艺出品，蓝天下传媒

联合出品，入选 2024“北京大视听”重点网络文艺精品项

目。在前不久举行的“撒·野”生活节草原文化宣传活动

上，记者见到了节目总导演陈娟，听她分享慢综艺《燃烧的

月亮》背后的故事。

陈娟谈到，综艺节目《种地吧》还在录制尚未播出之

时，大家便萌生了要做一档女性劳动纪实综艺节目的想

法，起初是按照“男耕女织”的思路，想让女生去织布，在江

浙地区从种树开始，表现养蚕、吐丝、织布等历程，但是团

队经过一番讨论，认为男性从事重体力劳动和女性从事精

细的轻体力劳动这件事本身并没有太大新意。对于一档

女性劳动纪实综艺而言，什么才是存在于观众想象之中却

又出乎意料的劳作呢？这时大家想到了草原放牧。

我国是草原资源大国。俯瞰中国大地，东起内蒙古草

甸草原，西至新疆戈壁，南到青藏高原，绵延不绝、一望无

际的绿色带给人们诗与远方的广袤想象。节目组曾前往

全国各地众多草原勘景，综合考虑到海拔、交通、通电、信

号等实际拍摄因素，《燃烧的月亮》最终选择来到位于内蒙

古兴安盟科右前旗的杭盖草原。陈娟告诉记者，开拍前主

创团队已提前同当地农牧民生活过一段时间，切身体验使

她们明白，体验生活和沉浸式生活完全是两码事。“过去观

众看到的有关游牧民生活的影视作品常常是带着‘滤镜’

的、被美化的，而我们在节目拍摄伊始就希望能够呈现出

真实游牧生活的主基调，节目的可看性也正在于此。”12位

女生共同经营18000亩牧场，独立照顾120头牛、1800只羊

和 6匹马，并需要完成出栏总斤数达到 65000斤以上的任

务目标，在这一过程中观众看到，牛羊并不像想象的那般

乖巧，动物各有脾气秉性，更多时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

转移；女生们要维修已经坍塌的热炕、搭建起属于她们自

己的蒙古包，学会驾驶农用三轮车；天气对当地生活的影

响也很大，片中女孩们要在突如其来的暴雨中抢救正在晒

干的牛粪。陈娟说，就在上个月自己经历了草原下大暴

雨，周边的民宿暂停营业，电线杆也被冲断了，那段时间12

位女生家里没有电，停电的夜晚她们就抬头仰望星空。

为了真实记录女生们的沉浸式生活点滴，节目组几

乎是全天候无干预跟拍 12 位女生与牛羊共同生活的 150

天。在当下快节奏、碎片化的媒介环境下，《燃烧的月亮》

采用类纪录片的方式拍摄多少是有些大胆的。“如果不是

采用这种拍摄手法，观众就没有办法沉浸式体验真实的

草原生活，如果隔一段时间去拍一下，那是体验，不是生

活——生活是一分钟一秒钟累计出来的。”此次节目拍摄

的技术难度非常大，实际拍摄过程中陈娟发现，杭盖草原

辽阔，虽然航拍镜头很好看，但是飞行器不能总用，因为

飞行器一压低牛羊就被吓跑了。在近乎直角的陡峭崖壁

上，羊蹄可以稳定抓地，但对于肩扛摄影器材的工作人员

而言并不容易。从市场或商业角度来看，这很可能是件

费力不讨好的事。然而陈娟笃定地相信，让内容缓慢流

淌是有意义的。在她看来，综艺节目生产者需要向不同

观众提供多样情绪价值，一定也有一部分观众需要通过

这样的慢综艺找到回归现实的力量。

在《燃烧的月亮》之前，导演陈娟还曾执导过慢综艺

《向往的生活》第六季与第七季等。与此前不同，这次节目

中的嘉宾是女性，主创团队也都是女性，她感到通过女性

视角去观察女性时更能够共情，能够感受、捕捉到一些别

样的细节。“比如片中经历了一天的劳作，秋爽忍不住情绪

崩溃想要掉眼泪，当吴都都安慰她的时候，秋爽解释说自

己哭5分钟就好。她可能是被眼前的风景所触动，也可能

是被自己的辛勤劳动所触动，我们尊重女性不经意间的情

感流露，相信每个女孩都有过类似这样的‘自己哭5分钟’

的时刻，哭完她就又能坚强地站起来，继续勇毅前行。”

辞职待业、身材焦虑、不被家人认可……从一万多份

节目报名表中被筛选出来的 12 位女性，站在各自人生选

择的十字路口，来到这里挑战不同人生，试图重建心灵的

无“碍”草原。当被问及女孩们的改变，陈娟说：“她们变得

更充实了，每天的劳作让她们没有时间去内耗、焦虑，把牛

羊养好的目标非常明确，当她们去踏踏实实忙手上具体的

事情时，她们反倒不会在意此前外界附加的种种，她们将

既有经验与宏大愿景锚在此时此刻之上，让我们感受到活

在当下的重要力量。”

面对面

将既有经验与宏大愿景锚在此时此刻
——导演陈娟谈慢综艺《燃烧的月亮》

□本报记者 许 莹

再道一声“小平您好”
——评微纪录片《红相册·邓小平的故事》

□赵 捷

关 注

近期，由郭涛、啜妮、张超等领衔主演的当代

援外现实题材电视剧《幸福草》在CCTV-1黄金

档剧场播出，爱奇艺、腾讯视频、芒果TV同步首

播。该剧以“菌草援外”为主题，讲述了技术专家黎

长欢将菌草技术从福建带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

地区，并与当地百姓和企业共生双赢的故事。

从大处着眼，《幸福草》彰显了中国共建“一带

一路”国家发展的决心与“人类命运相与共，天涯

处处有芳草”的信念；从小处细看，该剧之所以被

称作《山海情》“援外版”，是因为讲好了“幸福”的

老内涵与“草”的新表达。

英国哲学家罗素在《幸福之路》这本书中提

出：一个人要获得幸福，第一步就是要摆脱以自我

为中心的毛病。幸福和自我中心有何关系？《幸福

草》给出了兼具“个体价值”与“集体价值”的回答。

“个体价值”体现在以黎长欢为代表的菌草技

术团队数十年来兢兢业业、攻坚克难的科学追求。

菌草技术具有生态和经济价值，但其耕作、采收、加

工成本较高，产业用地又主要集中在丘陵山区等

地域，用地方面存在不小困难，加上普遍存在的经

费难问题，均构成了菌草技术推广和应用的难点。

恰如剧中开场便提出的“个体”之问：菌草技术是科

学研究吗？没有“帽子”，对个人晋升有意义吗？

从个体发展的角度，这些问题可谓“灵魂之

问”。但总有一些人愿意将个体生命与更广阔的

世界相连，总有一些事业相信“做难事必有所

成”。《幸福草》正是聚焦于个体和事业发展双双

受困的际遇：黎长欢率领菌草技术团队远赴南太

平洋岛国，誓要把“际遇”变“机遇”，他肩负着推

动国际减贫合作的任务，反观其内心深处，何尝

不是对菌草技术研发的放不下、舍不得？何尝不

是“换个赛道再拼一把”？又何尝不是把论文写在

“国际大地”上？

“集体价值”则显著地彰显着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价值。在《幸福草》中，“集体”不光指菌草研发技

术团队，其内涵已跨越山海，成为国与国之间因共

荣与共融而深度绑定的“大集体”。正如已有不少

观众指出的那样，《幸福草》和《西游记》有异曲同

工之处，师徒四人的形象在剧集中均有所指，更重

要的是，这个新时代的技术赋能故事将“西天取

经”化为“传经送宝”，从“要”到“给”，从“求”到

“予”，生动地诠释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形象。她与其他国家的交流不是基于“自我中心”，

不搞单边霸权，不将自我价值观强加于人，而是在

利他达己的共情共生中，不以山海为远，不为一己

之私。在这个维度上，这是“援外”影视题材对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又一次有益书写。

如果说《幸福草》将“幸福”的内涵归于一种可

贵的常识：一个幸福的人、一个负责任的国，都应

冲破“自我”的牢笼，既专注做眼前事，也应把创造

幸福的能力延伸向更大的世界，剧集对“草”的表

达则展现出更多温暖、充盈、抚慰人心的内涵。

草是柔弱的、渺小的，毫不起眼的。但疾风知劲草、春风吹又生，

它又是坚毅的、顽强的，生态中离不开的。以往的中国故事善讲宏大

叙事、重要议题，但就实际国际传播效能来看，亲切、贴近的故事更易

收获对方的认同，方能取得“传得开”的口碑效应。

《幸福草》虽着眼于中国技术赋能南太地区经济发展的真实故

事，但它牢牢扎根于中国与南太地区的真实大地。除了展现中国科学

技术人员的奋进旅程，该剧还原汁原味地呈现出国外的菌草基地、城

镇街道以及万亩菌草田和旱稻田等作为生活工作的主要场景，并展

现出百米高十余公里长的地缝、深山中的瀑布和岩洞、辽阔的山顶等

自然景观。而更重要的是，该剧没有回避科技事业、利民工程在他国

遭遇的“水土不服”，将科研落地之难、政企信任之难、民意相通之难

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草的繁茂是因为扎根土地，而培育一个科研人员不懈奋斗、永葆

初心的真实土壤，不仅有对事业与个体的追求，还有“家”的重要维

度——在家里，再大的人物也是一株普通的小草。《幸福草》在对科研

人员生活的描摹中，并不避讳家长里短，甚至一地鸡毛：因对父亲的事

业不理解而充斥怨愤的大女儿黎芷薇、因事业受阻而想再搏一次的郑

伟龙等等，家人们各有侧重地真切表达想法，并在故事的推进中，“由

被动变主动、由冲突到团结、由动摇到坚定、由埋怨到理解、由排斥到

接受、由质疑到信任、由小家到大家、由国家到世界”，展现出中国一家

人也如菌草一样，长在哪里就奉献到哪里，在平凡中彰显伟大。

这是《幸福草》的故事，这是“幸福”和“草”的故事，而更重要的

是，这份基于大爱、温暖世间、利他达己的中国“援外”故事，还将继续

用心用情地书写下去。

（作者系北京大学融媒体中心音视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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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24日，为庆祝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成立70周年，电影《包扎得尔的

青山》首映礼在新疆特克斯县举行。影片是伊犁电影导演陈昌元根据居马泰·俄白克

和他的同事们的真实事迹创作的院线电影。影片主要讲述了居马泰三十多年如一日

奔走在海拔3000多米的特克斯县包扎得尔服务牧民的感人故事。

首映礼现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自治区人大代表、特克斯县包扎得尔牧

业卫生院党支部书记居马泰·俄白克说：“希望更多人投身乡村医疗事业，为基

层群众的健康贡献自己的力量。”

影片取景地在喀拉峻区域内，展现了新疆壮美自然风光。首映礼现场还举办

了文旅推荐环节，由特克斯县文旅推介人娜孜为现场观众详细讲解了世界自然

遗产——喀拉峻。此次活动将为特克斯县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添薪。

电影《包扎得尔的青山》
在新疆首映本报讯 9月11日，第34届“飞天奖”、第28届“星光奖”

颁奖典礼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会上宣布，颁奖典礼将于9月

21日在厦门海峡大剧院举办。此次颁奖典礼由国家广播电视

总局、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国电视艺委会、福建省广播电视

局、厦门市人民政府承办。典礼计划通过北京卫视、东方卫视、

江苏卫视、浙江卫视、东南卫视、山东卫视、广东卫视、四川卫

视、厦门卫视和优酷现场直播。9月22日上午，还将举办“飞

天-星光”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文艺创作高质量发展座谈会。

第34届“飞天奖”、第28届“星光奖”评选工作于今年年初

启动，经过初评、复评、终评，目前已顺利结束。发布会上，公布

了“两奖”入围作品名单。本届“飞天奖”共产生入围电视剧48

部，包括《人世间》《狂飙》《不完美受害人》《漫长的季节》《繁花》

等。“星光奖”入围作品79部，包括《中国智慧中国行》《声生不

息·宝岛季》《大泰山》《中国秦岭：一只金丝猴的记忆》《何以中

国》等。本届“飞天奖”最终获奖的16部优秀电视剧，以及优秀

导演、优秀编剧、优秀男演员、优秀女演员4个单项奖获奖者，

本届“星光奖”14部获奖作品，将在颁奖典礼上揭晓。

中国电视艺委会秘书长易凯介绍，本届“飞天奖”“星光奖”

获奖作品，代表了过去两年我国电视剧、电视文艺创作的最高

水平，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其中，既有广电总局重点推进的、

在重要时间节点创作播出的主题性佳作，又有反映新时代历史

性成就、反映普通百姓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现实题材作品，

还有不少作品在叙事创新、海外传播、文旅融合等方面有出色

表现。这也是广电总局按照“二三四”工作定位，锚定三大工作

方向，丰富优化内容供给，深耕精品内容建设所取得成绩的集

中体现。 （许 莹）

第34届“飞天奖”、第28届“星光奖”将在厦门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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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由中共中央党史和

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出品的20集微纪录

片《红相册·邓小平的故事》在各大视频网站及部分地方媒

体上线播出。纪录片以邓小平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照片为

线索，串联起邓小平同志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奋斗的

一生。

“红相册”不是一般的相册。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

究院根据党的领袖人物珍贵照片倾心打造的系列微纪录

片《红相册》，既是人物的画像，也是时代的画像，此次

《邓小平的故事》是继《毛泽东的故事》之后推出的《红相

册》系列微纪录片第二季。

通力合作厚植家国情怀

《红相册·邓小平的故事》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

院第七研究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

四川省广播电视局联合摄制，三家单位从党史资料、创作

和传播等各个方面为作品倾心尽力。该片只有短短20

集，每集体量在6分钟左右不等，却基本呈现了邓小平同志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中

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按照权威党史著作为整

部片子在史实的准确、真实可信上做了扎实的努力，展现

了创作者对党的历史、对党的领袖人物极为严肃、郑重的

态度。

四川是邓小平同志的家乡，他一生乡音未改，始终对

这片故土念兹在兹、充满深情。片中对邓小平与家乡关系

的表现充满辩证思考。1904年8月22日，邓小平出生于

四川省广安市牌坊村；1919年，少年邓小平来到重庆参加

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学习，并于次年跨出国门，开始了

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革命征程；1949年，二野政治委员

邓小平率部进军西南，继而以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

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身份坐镇重庆、主政西南，建立

不朽功绩等，片中对此都有所呈现。1986年春节期间，

邓小平第九次到四川视察工作，在成都他和舅舅一家相

聚，此后再也没有回过四川。而他再没有回过家乡，怕的

是给百姓添负担、人情请托难却，为的是以身作则。片中

对于乡愁、乡情的呈现，是共产党人家国情怀的典型例证。

塑造怀抱赤子之心的领袖形象

什么表情最能够反映邓小平的形象？像孩子一样笑

得天真，是在微纪录片《红相册·邓小平的故事》解说词中

多次表达的。邓小平留在照片上的大多数形象，或沉稳

或威严，但和孩子们在一起的照片中，他的脸上总是洋溢

着灿烂的笑容。片中呈现了多张邓小平与孩子们在一起

的照片，比如“82+1”祖孙合影、与孩子一起吹蒲公英的

照片。他晚年与孩子嬉闹的画面也有许多：如孙女在院

子里检查通行证，爷爷乖乖在院子里等待检查放行；小孙

子堆的雪人，爷爷第一个鉴赏；孩子们挠爷爷脚心，邓小平

从来不恼；一张和外孙女的合影被爷爷叫作“抓住小辫

子”……观众还可以在片中看到，1949年 10月 1日，45

岁的邓小平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看到“小平您

好”时，这位站在开国元勋中间的百万大军统帅笑得像孩

子般羞涩、天真；晚年时期的邓小平与聂卫平等人打桥

牌，邓小平的一个表情令聂卫平永生难忘，在聂卫平看

来，邓小平的笑与其说是慈祥老人的笑，不如说是孩

子天真纯朴的笑。

赤子之心是人类社会对本真的美好向往，也是中华民

族千百年来孜孜不倦的人格追求。像孩子一样微笑的表

情特写与印象记，不仅反映出邓小平同志自身所具有的强

烈的乐观主义精神，同时赞扬了其拳拳赤子之心。像孩子

般的天真笑容是他不顾自身荣辱安危而坚持正确主张的

形象化外显，这也与其实事求是结合实际、开创性地开展

工作的态度与作风相统一。创作者抓住了这一人物表情，

并在全片中加以放大、强化，给人可信、可亲、可敬之感。

生动呈现小平同志求真务实的性格底色

语言是思维的外壳。微纪录片《红相册·邓小平的故

事》中的解说词与同期声简洁明了，创作者善于抓住史料

中邓小平那些耐人寻味的话语做重点呈现，用最接地气的

“大白话”拉近领袖人物与观众之间的距离。比如邓小平

遭遇“第一落”后，很多同志同情他，他说：“革命嘛，哪能一

帆风顺”；再如女儿邓榕曾问父亲，长征的时候他都干了些

什么工作，邓小平回答她说了三个字：“跟着走”；当被问到

乘坐新干线的想法时，邓小平回答说就是感到快，有“催人

跑”的意思；在珠海，邓小平一连考察了几个高科技企业并

同青年科技工作者交流，他握住一位操作电脑的年轻人的

手说：“我要握握年轻人的手，科技的希望在年轻人”……

这些话语都有力呈现了其求真务实的性格底色。

全片既有同志情谊，也有亲情叙事，彰显了共产党人

的人格力量。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

的大力推动下，该片收获了可观的传播效果，为纪念邓小平

同志诞辰120周年营造了良好氛围。改革之路，道阻且

长，看过该片的观众忍不住再道一声“小平您好”，因为那

意味着，改革开放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华章只会更加精彩。

（作者系国家广电总局广播影视发展研究中心战略所

所长、中广联合会纪录片委员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