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文化2022年11月16日 星期三
编辑|赵艳红 纪红 校对|赵健杰 S I P ING R IBAO

如今，传统文化在不断释放更
强活力，国潮形成展现中国文化自
信的浪潮，并逐渐融入大众日常生
活。数据显示，今年9月，国潮品牌
相关搜索量在快手站内同比提升
72%。“众多非遗创作者在快手生产
内容。通过自身努力，快手正在让
非遗受到更广泛的关注，同时释放
文化和市场价值，提升国潮消费。”
快手有关负责人说。

国潮的持续升温还体现在文艺
创作领域。近年来，从央视到地方
卫视再到各视频平台，大大小小的
晚会大多含有国潮元素。尤其是
2021 年河南卫视春节联欢晚会及

《唐宫夜宴》节目一鸣惊人后，各电
视台和视频平台都在国潮方面积
极探索，使国潮成为当下各种文艺
晚会的亮点甚至成为整台晚会的
主题，进一步推动国潮深入人心。

在这股热潮中，一些创作者积
极寻求形式和内容的创新，吸引年
轻群体关注。2021年B站跨年晚会
包含许多国潮元素，《错位时空》等
节目通过往昔与当下、传统与现代
的激荡，展现出百年来中国青年为
祖国未来和人民美好生活奋斗不
息的身影。还有一些创作者努力
发掘传统文化中的深厚资源，撷取
优质元素为我所用。如今年央视
中秋晚会的歌曲《游仙吟》改编自
李白经典作品《梦游天姥吟留别》，
古典诗词变得时尚新潮，令观众耳
目一新。同样是从李白那里获取
灵感，河南卫视联合优酷出品的

“重阳奇妙游”以收藏家张伯驹高
价收回李白书法真迹《上阳台帖》
为引线，用舞蹈的形式讲述了李白
寻友的故事，并将其墨宝呈现给观
众，增进了观众对“诗仙”的了解。

创新国潮晚会形式和内容的，

还有11月9日快手联合河南卫视打
造的《国潮盛典》。晚会采取“网
剧+网综”的新形式，用讲故事的方
式串联起 10 个节目，展现了糖画、
木版年画、龙鳞装、刺绣等非遗项
目。如果说《唐宫夜宴》诠释的是
古代小姐姐们去“上班”时的情景，
这台晚会推出的《三彩闹千灯》则
展现了她们“下班”后的生活细节
和各种兴趣爱好，活泼动人，契合
当代人的审美趣味和精神追求。

央视中秋晚会中的圆月、流
水、小桥，无声地传达着中国人对
圆满、团聚的期盼。《国潮盛典》中
由河南木版年画延展出的舞蹈《门
神》，则通过舞蹈动作、音乐、舞美
等，诠释了“门神”这一中国传统文
化符号中包含的守护、平安、吉祥
理念，唤起了许多人的共鸣。

不难看出，国潮晚会之所以引
人入胜，就在于创新。只有深耕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落脚当下，才能
激发观众普遍的情感共鸣，加深年
轻 人 的 文 化 归 属 感 和 民 族 自 豪
感。正如河南广电全媒体营销策
划中心副总经理程万里所说：“文
化自信已经成为这一代年轻人的
标识。”

有专家认为，国潮不仅是国货
之潮，也是国力之潮，更是国运之
潮。民族文化、国货品牌和青年力
量是支撑国潮的三个重要元素。
许多国潮晚会正是以民族文化为
核心，以国货品牌为依托，以青年
人为主要受众，不断展现国潮精
粹，通过多渠道、多平台跨屏传播，
推动国潮融入大众生活。今后，相
信各平台的国潮晚会将在持续探
索中更加守正出新，带领观众体验
更多来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惊
喜和震撼。

国潮成热潮
吴苏

日前，观众在参
观“礼赞新时代 再
创新伟业”全国主流
媒体新闻摄影展。

当日，“礼赞新时
代 再创新伟业”全
国主流媒体新闻摄影
展在北京中华世纪坛
展出。作为北京国际
摄影周“国家形象”主
题板块，本次展览精
选出280多个摄影专
版和300余幅新闻摄
影作品参展。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 摄

《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是部非常好看
的电影，讲的是小男孩阿默普帮助同学
的故事。

阿默普的家住在伊朗西北的柯卡
村，林马家住在波士提，两家离得很远，
两人是同桌。阿默普错把林马的作业本
拿回家，需要还回去，他借买面包之际跑
向林马家，电影的名字由此产生，《何处
是我朋友的家》。

序幕在孩子们的吵闹声中拉开，老
师走进来，批评了同学，然后开始检查作
业，那是他的职责，也是孩子们接受教育
的必由之路。林马的作业本落在了表弟
谦马家，他用别的纸写的，被生气的老师
给撕了。林马哭得一塌糊涂，老师告诉
林马，再有一次不把作业写在作业本上，
就把他赶出校园。林马无法保证，哭得
悲痛欲绝，阿默普心疼地看着这个朝夕
相处的同桌好友。

看到这里，我知道故事得从阿默普
开始了，因为叙事的角度变了，主角出现
了。导演的铺垫功夫非常强大，我们来
看看：放学后，有个大男孩手欠打了阿默
普一下跑了，林马和阿默普去追，林马摔
倒，写字的笔摔出了塑料袋，阿默普帮林
马捡回了笔，如果他把塑料袋里的书本
统统倒出来，就能发现作业本不在，也就
不会有这部电影了，所以一切的安排都
是那么巧妙。阿默普帮林马洗裤子，也
为后续这条裤子的出现埋下了伏笔。其
实看电影就是看叙事的角度，看作品的

结构，看导演用怎样的手法、怎样的素材
去构建故事。

电影里的每一个大人都不把阿默普
当回事，他们不听阿默普说话，却让阿默
普听他们的话……。而好心的阿默普
呢，总在为别人考虑，可谁为他着想呢，
从大人到小孩，一个也没有，就连摇篮里
的弟弟，也频繁地动用他去递尿布、倒热
水、摇摇篮，弟弟的哭声就是妈妈的指
令，弟弟一哭，他就甭想闲着。

我感觉有三个我在看电影，一个是
屏幕前的我，一个是心底的我，一个是作
为教师的我，三个我不停地就着屏幕上
的情节打架，一边骂大人的不是，一边替
阿默普着急，一边想，我要有个阿默普这
样的孩子该多好。

铁匠撕掉林马作业本上的一张纸，
阿默普心疼也毫无办法，铁匠忙着算计
和交易，不搭理阿默普，交易完跨上骡子
就走，害得阿默普追到他家门口看到他
儿子，才知道白追了。铁匠从阿默普眼
前走过，跟没看见他一样，导演的这个处
理太绝了，把铁匠刻画得没人性到家了。

只有这么处理，才能让故事千回百
转，一波三折，引人入胜，这是导演的高
明之处，引着你，一路看下去，为阿默普
担忧，着急，后怕，仿佛置身现场，和阿默
普一起寻找。

看的过程中我也在反思，阿默普的
爷爷、妈妈和爸爸，都符合人物特点，再
多一点就抢戏了，他们的出现恰到好处，

都成了最好的陪衬。拧巴，挣脱，甚至挣
命，这是编剧的艺术；制造误会，错过再
错过，让剧情跌宕起伏，这是导演的意
图。整部电影就一个小主角，几个辅助
人物，平铺直叙的叙事风格，一直把你拽
得紧紧的，唯恐失去，连连上瘾。

阿默普以枯树为线索去找木匠铺，老
木匠一路陪着他，在山泉旁洗脸时采到一
朵小黄花，让阿默普夹到作业本里，这个
温馨的动作让我的心情难得地好起来，沉
浸在一老一少的温情中不能自拔。导演
太能翻转，随之而来的事情把我气坏了，
老木匠居然带错了路，他把阿默普又一次
带到了铁匠家，瞬间我垂头丧气，揍老木
匠的心都有，还得不住地劝自己，导演成
心吊观众胃口，别上当，莫生气。而懂事
的阿默普把作业本藏到衣服里，不让老木
匠尴尬，多好的做人底色和品质啊。

去往林马家的胡同蜿蜒曲折，没人知
道林马家，阿默普只得先去找林马的表弟
谦马家，他看见谁都认真地打听，可惜谁
也不知道。有个破院子的晾衣绳上挂着
条橘红裤子，林马就穿着这样的裤子，但
裤子终归不是林马的，是一个老太太孙子
的，线索又断了。当阿默普终于找到谦马
家时，谦马和他爸爸居然在五分钟前去了
柯卡村。每次都有新线索出现，每次新线
索又都断掉，阿默普总是陷入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语的境地，我也在一次次努力、
绝望、再来的重复中欣赏着。

长镜头回放，石板、花狗、积水树坑，

竖起的M形小路，一幕幕，那么熟悉，那
么让人牵肠挂肚。这个苦命的孩子，影
片中给了不少特写长镜头，白衬衣红背
心蓝裤子的如风少年，拼尽全力在奔跑，
我真怕他的小细腿跑折了。得有多大的
爱心，才能禁得起这份折腾，他才八岁。

电影从早上第一堂课开始，到次日
早上第一堂课结束，平静的日子里发生
着那么多不平静的事情。虽然阿默普最
终也没找到林马家，但这一点儿也不耽
误他帮林妈写完了作业。我想那个老师
应该为他的学生感到骄傲，那个同学应
该为有这样的同桌感到骄傲，那所学校
应该为有这样的学生感到骄傲。如果阿
默普是我的孩子，作为母亲我会感到骄
傲。这个默默、不声张、历尽千辛万苦不
言一声的好人。

四次遥远的寻找之路，小黄花成了
艰难旅程的最美记忆，当老师翻阅林马
的作业本时，小黄花醒目地出现，让人眼
前一亮，心头一暖，那是老木匠的深情，
是对友谊的最好诠释和肯定。

老师一页页翻看林马的作业本，最
后给判了个“好”，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电影戛然而止，屏幕上出现伊朗文字，我
的眼泪流下来了。阿默普没有白跑，他
帮了林马，林马没有被老师赶出去，他的
愿望实现了，他们依然可以做同桌了。

我承认，我爱好孩子阿默普，爱这部
电影，由它，我也爱我的生活，以及生活
中的一切。

养娃当如阿默普
——《何处是我朋友的家》观影感悟

王雪岩

书写时代精神 歌颂人间大爱
吕帆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全民抗疫中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人物和故事。让观众在典型故事中找
到普遍共鸣，将伟大抗疫精神化作回首凝望时的信心和动力，是抗疫题材电视剧创作的核心。纵观已播出的
此类剧集，不难发现其在组织筹划、美学内涵和精神价值等方面与一般电视剧有所不同，呈现出中国式主题性
电视剧创作的特点。

社会各界与文艺战线的联动
抗疫题材电视剧不仅要“好看”，

还要“走心”，通过影像的回眸，实现中
国式文艺创造的社会价值与精神引
领。为了让抗疫题材电视剧具备思想
穿透力，进而拥有广泛的组织动员力、
社会凝聚力和战“疫”续航力，社会与
文艺战线共同构建起中国式主题性电
视剧创作的一大特色：依托政策扶持
和社会各界力量的统筹规划、充分动
员、层层落地，以举国同心的磅礴伟
力，为现实题材电视剧完成了一次特
殊而积极的探索。

2020 年秋开始，多部抗疫题材电
视剧带着温情与力量陆续出炉：首部
抗疫题材电视剧《最美逆行者》开创时
代报告剧类型，从立项、筹备、拍摄、后
期制作到定档播出，用时仅 4 个月，刷

新了国内电视剧创作速度的纪录；《在
一起》由国家广电总局指导、国家卫健
委和上海市委宣传部支持，采取策划、
拍摄、后期制作接力进行的创制模式，
实现当年策划、当年拍摄、当年播出的
预期目标；刚刚收官的《大考》入选中
宣部、国家广电总局“礼赞新时代，奋
进新征程”优秀电视剧展播剧目的重
点项目，国家广电总局对项目进行全
流程的重点指导、深度支持。

社会各界与文艺工作者形成了紧
密有序的战线，为剧集既“叫好”又“叫
座”悉心护航。多方护航、媒体联动、
有情怀有担当，抗疫题材电视剧之所
以能实现突破，在极短时间内反映现
实、鼓舞人民、振奋精神，离不开社会
各界汇聚的巨大力量。

人物群像与时代精神的交响

现实题材影视剧是“现实的渐近
线”。抗疫题材电视剧要书写时代精神、
歌颂人间大爱，就要从人民中来、到人民
中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
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

《最美逆行者》和《在一起》均采用单
元剧形式，既缩短了作品的创作周期，也

最大可能地展现出全民抗疫的不同侧
面。抗疫群像中，有义无反顾建起“白衣
长城”的医护工作者、闻令而动的军人，
也有平凡的送货小哥和社区志愿者，很
多角色直接来自生活。他们不一定是有
名有姓的大人物，但一定有血有肉、有情
有爱。通过他们，观众重新获得抗疫的

“临场感”：火神山医院的建造直播历历
在目，社区联防联控的喇叭提醒声声入
耳，被防护装备勒出血印的面庞深深感
动许多人。正是这些普通人构成了全
民抗疫的主力军，成为中国速度、中国
力量、中国担当的写照。

中国抗疫是紧紧依靠人民坚决打赢
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抗疫
主题电视剧创造性地展现全民抗疫的“组合
拳”，在从“我”到“我们”的故事中，彰显出人
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印证了人民群众
才是抗疫胜负的最终决定力量。

平视审美与共同价值的营造
如何用当代审美呈现正在发生的

全民战“疫”？抗疫题材电视剧选择了
与众不同的处理策略：既不凸显个人英
雄主义，也不俯瞰芸芸众生；既谨慎地
调动观众情绪，避免过度煽情，也不刻
意编排主人公的感情世界。这些作品
用真实、朴实的烟火底色，撬动普通人
的共鸣空间，拍下一幅幅抗疫中的正面
像与灵魂照，呈现出平视视角、平淡风
格、平实追求的审美趣味。

《最美逆行者》与《在一起》虽塑造
了众多平民英雄，但聚焦他们的视角总
是平视的，叙事从未离开过“平凡人的
不凡事”，基调始终在大力弘扬真善美；

《大考》则更关注普通人物之间的深层
联系，独辟蹊径地彰显疫情之中更有
情：是患难真情，更是家国同情。如果
说突如其来的疫情是猛烈的风暴，那么
贯穿不同个体、家庭和地域的情感，则
是平静的风暴眼。抓住疫情中人与人

之间的独特关系、不同场景下的故事勾
连以及事件背后深切的感动，儿女情、
英雄胆、家国志、时代风才能从庸常生
活中被提炼出来，拥有“于无声处听惊
雷”的力量。

一系列抗疫题材电视剧已经证明：
艺术不是生活的拷贝，优秀文艺作品要
向生活的深处、高处和远处前行，也要
向艺术的精致、精深、精彩处挺进，描绘
亿万民众的人生百态，传达人民的心
声，体现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品格。

每当人们回忆过往，总会想到一批
文艺作品中宛如多棱镜像般生动鲜明
的时代肖像。文艺创作总是与经济、政
治和社会同频共振。抗疫题材电视剧
正是与时代脉动、火热生活、人民悲欢
同行的重要载体。久久为功，善作善
成。以“艺”抗“疫”的种种尝试已走进
广大人民群众心中，中国式主题性文艺
创作道路也将随之不断开拓深化。

目前，在有着厚重文化积淀的
辽宁省沈阳老北市，一家以汉字为
主题的城市书房开业了。

汉字主题书房是沈阳市委、市
政府提出建设百家城市书房（书
屋）以来打造的又一文化惠民项
目，也是全国第一家以汉字为主题
的书房。书房引进国家艺术基金
项目“让你爱上中国字”，将国家艺
术基金项目与城市书房结合在一
起，为公共文化服务注入丰富的文
化养分，是城市书房主题化、特色
化、趣味化、体验化的创新尝试，更
是以文化人、以文化城的深耕设
计。

汉字主题书房建筑面积约1600
平方米，分为上下两层，根据书房主
题、阅读需求、创设目的、建筑结构
等因素，设计了以经史子集分类的
国学区、以图书旧藏为主的主题区、
以传统儿童教育为特色的蒙学区
等，此外还有上书房、南书房、上房
东壁、南斋西园、可以上房揭瓦的读
书廊等阅读打卡点位。甲骨文及汉
字演化的历史具象化蕴藏在书房的
各个角落，可谓处处有典，处处是故
事。

除了具备城市书房功能，满足
大众阅读需求之外，汉字主题书房
还是面向中小学生、文字和书法爱
好者、国际友人的汉字文化传承传
播基地。来这里的读者和游客可以
通过讲解员讲解、电子设备演示、主
题讲座等方式，了解汉字的产生、演
变历程。依托国家艺术基金项目的
成果转化，书房还向大众提供读、
听、看、写、讲、研、训、动等特色服
务，开展“每周一字”“每月一训”“每

季一讲”等活动，每年主题活动不少
于60场次，让读者和游客以趣味化
的形式，加深对汉字文化的理解和
记忆。

近些年，随着文化自信不断增
强，中国人更加重视对传统文化的
继承和发扬。汉字是传承中华文明
的重要载体，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价
值理念、思维方式，是中国最具代表
性的文化标识，也是推动东西方文
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桥梁。汉字主题
书房通过考试招募了400多名志愿
讲解员，他们中年龄最小的 10 岁，
最大的66岁，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
传统文化的火种在一代代地传递。
除了中国人，也经常有外国人带着
孩子来这里看书，感受中国文化，通
过汉字，打开了了解中国的另一扇
窗口。

汉字主题书房开业以来，每天
最多接待过读者 1500 多人次，爱
书、读书、爱汉字、学汉字的热潮在
这里涌动。仅 3 个多月，书房便登
上知名点评网站“沈阳书店音像好
评榜”的第一名。在众多点评中，有
一位读者说，没来汉字主题书房之
前，一直以为这只是一家充满噱头
的书房，来过后才发现并非如此，这
里让他再次认识和爱上了中国的古
老文字。这些评价，让我们获得了
继续前进的信心与动力。

接下来，随着图书的不断添置
更新，活动的持续开展，我们将争取
用 3 年的时间，把汉字主题书房变
成所有读者查找、认知、解读汉字的
特色主题书房，成为引导全民阅读、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城市品位
的文化地标。

沈阳城市书房的“汉字热”
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