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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唱带我走进这么多不断创造辉煌的社会领域、走近这
么多生活在不同年代的美好角色，我希望自己的歌声如一面
镜子，映照自己，更映照时代、映照现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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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
育造就大批德艺双馨的文学艺术家和规模宏大的文化文艺人
才队伍。”作为一名青年文艺工作者，认真学习党的二十大报
告，我深感肩上使命光荣，更加坚定了用歌声表现时代、用艺
术表现人民奋斗伟力的创作方向。

5年前，我们开始酝酿一部原创歌剧作品，希望它既有艺
术高度，能承载当代歌剧人的艺术思考和审美意趣，也有精神
内涵，在思想主题上能给人启示，鼓励更多人追求卓越、追求
崇高。构思之初，我就想到了新中国国徽设计者之一、建筑学
家林徽因。林徽因一生对祖国、对事业、对美的拳拳之心，适
合通过歌剧来表现；她的情怀和抱负，也能引发当代人的心灵
共鸣。历经创作打磨，我们最终推出了歌剧《林徽因》。凭借
现代时尚的舞台表现形式、厚重又有诗意的音乐和深沉的人
文情怀，这部作品受到观众欢迎。

歌剧《林徽因》的成功，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舞台艺术
打动人心的力量，以及文艺工作者肩上的使命。在接下来的
创作中，我继续探索如何在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唱响中国精
神。2018年我主演了红色题材音乐剧《花儿与号手》。这部
剧以红军长征过六盘山为背景，讲述少女花儿为保护红军号
手献出宝贵生命的故事。我扮演的少女花儿心怀大爱，为了
理想信念不惜牺牲生命。她的人生选择让我深受感动，我把
这份感动通过歌声和表演真诚地呈现给观众。

在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而创作的歌剧《先行者》中，我饰演
女主角凌嘉嘉。《先行者》歌颂的是改革创新精神，凌嘉嘉这一
角色是改革创新者身后默默奉献的家人们的缩影。在我看
来，正是凌嘉嘉们的勤劳善良和无私奉献，为改革创新者围筑
起休憩的港湾和继续前行的加油站。同样是今年亮相、由我
主演的歌剧《唱响南泥湾》，旨在反映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中的南泥湾精神。在创作初期，当我埋首于案头准备工作时，
南泥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用双手创造奇迹的精神
力量震撼了我。在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今天，通过歌剧
艺术传扬这种精神，意义深远。

与此同时，我们热情歌颂奋斗在一线的科技工作者。为
庆祝长征五号遥三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和作曲家、词作家合
作了一首高难度的花腔歌曲《梦飞苍穹》，并跟随中国剧协梅
花奖艺术团走进文昌航天发射场，为国之重器放歌；在新中国
航空事业发展70周年之际，我献上歌曲《云中壮歌》，赞颂中
国航空事业成就……作为一名青年文艺工作者，还有比这更
骄傲、更自豪的事吗？

歌唱带我走进这么多不断创造辉煌的社会领域、走近这
么多生活在不同年代的美好角色，让我受到心灵的震撼、精神
的洗礼。我希望自己的歌声如一面镜子，映照自己，更映照时
代、映照现实。广阔的现实生活给予我无穷养分，敦促我在深
入生活、扎根人民中深情放歌。

2022年3月，在第五届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
表彰大会上，我作为获誉代表朗读倡议书：“文艺工作者应当
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
力量；努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始终与人民同忧患
共欢乐、同呼吸共命运；积极开拓文艺创作新天地，努力创作
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切实履行人类灵魂工程
师的神圣职责，矢志追求崇德尚艺、德艺双馨的崇高精神。”一
字一句，我铭记在心。我愿继续用歌声歌唱时代、歌唱人民，
唤起更多人的情感共鸣。

和雨水、谷雨等一样，这是一个反映
降水的节气。《月令七十二候集解》有云：

“十月中，雨下而为寒气所薄，故凝而为
雪。小者，未盛之辞。”小雪有三候：“一候
虹藏不见，二候天气上升地气下降，三候
闭塞而成冬。”小雪时节，气温持续走低，
彩虹消失不见，天之阳气上升，地之阴气
下降，以致天地不通，阴阳不交，万物闭
藏，转入严冬。

大概因为雪不易得，所以尽管小雪天
寒，无论古人今人，对于这一节气，依旧是
多爱而少恨的——

文人喜欢在小雪天吟诗、访友、饮酒，
这并非偶然。眼下农作物大多已收获，时
光变得清闲而寂寥。陆游写过一首《初
冬》：“平生诗句领流光，绝爱初冬万瓦
霜。枫叶欲残看愈好，梅花未动意先香。”
可见初冬时节的凋零之美，恰是诗人的心
头爱。

雪的到来，则为清冷的冬日平添了几
分情致。宋代诗人释善珍《小雪》诗曰：

“云暗初成霰点微，旋闻蔌蔌洒窗扉。最
愁南北犬惊吠，兼恐北风鸿退飞。”雪花飘
飘洒洒、不紧不慢，尽数落于窗前，既怕狗
的吠叫惊了这份宁静，又怕北风乍起坏了
这份雅致，诗人对雪的喜爱之情溢于言
表。《世说新语》里记载了一则小故事，成
为雪天诗意的注脚：一个“四望皎然”的雪
夜，东晋名士王子猷想起好友戴逵，一条
船便在夜色苍茫里驶出了。到了友人家
门口，王子猷却又转身折返，有人问其故，
他说：“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
戴？”雪夜曼妙，融化的雪水同样有妙用。

《红楼梦》中写到薛宝钗的“冷香丸”，需要
小雪这日的雪十二钱；妙玉的“体己茶”，
则需要蟠香寺梅花上的雪一花瓮。曹公
旖旎的想象力又让雪生动了几分。

对于古时的农人来说，小雪下雪便是

一个好兆头。“小雪雪满天，来年必丰年”，
这是他们千百年来经验的结晶。农学专
著《氾胜之书》里也强调了冬雪的价值：

“冬雨雪止，辄以蔺之。掩地雪，勿使从风
飞去。后雪复蔺之，则立春保泽，冻虫死，
来年宜稼。”可以说，看到下雪，农人对来
年的生产就有了信心。此外，与农事相
关的俗语也有许多：“小雪小雪，拾把柴
火”“到了小雪，没了农活”“到了小雪节，
果树快剪截”“小雪到了天气冷，晒晒太
阳猫猫冬”……古人的人生哲学与幽默尽
在其中！

于热爱生活的普通人而言，清冷萧瑟
的小雪天，照样可以过得热气腾腾。“阴天
下雪，喝咸菜汤”，这是“吃货”汪曾祺的冬
日记忆，也是我国民间“冬腊风腌，蓄以御
冬”的真实写照。在北方，人们把大白菜、
萝卜、土豆等存入地窖，或腌制咸菜，或积
为酸菜。南方一些人家则开始动手做香

肠、腊肉，待到春节时，举家共享珍馐。靠
海吃海的人们，则要晒鱼干，一串串海味
挂在阳光底下，大大方方晒出一个丰盛的
年尾。冬日的滋味，就在这一腌、一腊、一
晒之间传承下去。

“雪，绥也，水下遇寒气而凝，绥绥然
下也。”刘熙在《释名》中这样解释“雪”。
绥即安宁，那么小雪，就是小安宁。小雪
簌簌飘落之时，天地变得沉静，时光也跟
着慢了下来。在欢腾与热闹过后，冬日里
最熨帖的，正是家人闲坐，灯火可亲。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节气，对于中
国人而言，是岁时生活的句读和标点，它
让我们从这些看似惯常而颇有仪式感的
习俗之中，预知季节变换，获取生活智
慧。每到小雪时节，熟悉的风物又在眼
前，提醒着一代代中国人：小雪至，万物
藏。冬藏，并不是退避和消弭，而是积蓄
和孕育。待来年春天，还天地璀璨！

影像志是传承民族集体记忆的重要手
段。社会记忆、纪念仪式之间存在一种递
进的逻辑关联。社会记忆既可以通过口耳
相传的歌谣、神话传说来实现，也可以通过
各具特色的仪式来实现。各族民众借助习
惯的形成与身体体验，重现历史记忆与社
区传统。聚焦这些具体的习惯和体验，可
以为描述中华民族共同体多样化的仪式生
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路径和
方法。

社会记忆与身体体验密切关联，也与
各民族地区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密切相
关。比如，在侗族“踩歌堂”、苗族鼓藏节、
景颇族目瑙纵歌节上，人们按照规定的仪
式聚集之后，或吟唱，或宰牲，或起舞，通过
这些实践，少数民族群众形成关于本民族
历史和文化的记忆。节庆活动还是增进族
群认同的重要手段。在诸多民族民间节庆
仪式中，我们经常看到，族长通过造访每户
家庭，将个人的身体体验与家族记忆、社会
记忆有效结合，既传递了历史文化，又增进
了族群团结。

影像志不仅可以记录民族集体记忆，
还可以展现现实文化变迁。在乡村振兴和
文旅融合的背景下，影像志越来越成为记
录乡土社会内部细节与乡土文化变迁进程

的重要手段。
以笔者在四川平武的一次田野调查经

历为例，我们的影像志先后记录了一场
当地村民婚礼的前后过程、一场猝不及
防的特大暴雨泥石流、一次中国扶贫基
金会帮扶的乡村民宿由创意到落地的
过程、一场村民自己组织的文化传习活
动、一轮当地春节民俗活动“跳曹盖”，
从不同角度勾勒出当地的自然环境、老
百姓的日常生活、乡村振兴中各方力量的
共生关系。

关于当地“跳曹盖”的影像志，包含
了两个不同村寨的“跳曹盖”内容。我们
的影像志记录了如下场景：鞭炮声此起
彼伏，村民们着盛装成群结队而行，一边
大声呼喊，一边跳着舞蹈，舞步模仿蛙、
熊等不同动物。行进中的人们，手中还
挥舞着木剑，每到一家门前就用力拍打
大门，意为辞旧迎新。接着，由一人背着
一篓叶子朝村口走去，将其倾倒山下，鞭
炮声再起。人们继续列队跳舞，神圣与
世俗、庄严与活泼、敬畏与祝福、祭祀与
狂欢，诸多元素奇妙地混杂在一起，体现
出一种刚健清新、古朴稚拙的生命形
态。“跳曹盖”是当地民俗文化的活态传
承。我们的影像志记录了这一民俗活动

的所有细节，其意义不仅在于留下真实
可信的资料，更在于通过影像记录，为人
类学者随时“重返”研究现场提供便利。

我们的影像志在记录当地民俗文化
活动的同时，还聚焦当地民宿落地的乡
土实践。中国扶贫基金会原定于在某乡
投资修建民宿，政府建议修在上寨，但上
寨村民希望保留老寨原貌，建议将民宿
修建在下寨。最终，村民们的意见被采
纳。我们的影像志记录了民宿修建过程
中，政府、扶贫基金会、村民三者之间的
沟通、互动甚至博弈，试图以此为切口，
展现乡村振兴过程中乡村社会不同主体
互惠共生的关系。我们的影像志，还注
意到文化研究中的主客位互渗，关注到不
同群体的声音，呈现出对当地人（包括村民
与政府）主体性的尊重，也呈现了来自各方
的多重声音。

影像志吸引了人类学者的兴趣。越来
越多的人类学者，运用影像和影视手段表
现人类学原理，记录、展示和诠释相关族群
的文化，产生了专门的影视人类学。近些
年，中国的影视人类学者更是频繁深入乡
村振兴、非遗保护现场，用影像志助力文化
传承、乡村振兴。

影视人类学可以运用影视手段来建构

作品，但影视人类学关注的不是影视作品
本身，而是涉及本土文化的一系列关系，比
如用影视作品来解释文化如何凝聚社区和
形塑社会经验。通过影像记录，我们还可
以了解各地各民族节庆仪式动态演进的过
程、社会组织活动的细节、个体的地位等，
进而实现跨文化沟通与交流，完成对不同
民族文化的翻译。

由此观之，影视人类学需要从针对具
体案例的地方性研究转向多样性与普遍性
相关联的整体性研究。此外，影视人类学
研究必须重新关注现实本身，也就是要关
注活在当下的人们的所思、所想、所为。他
们被“看见”的活法，是我们获得文化理解
的重要基础。

人类学研究要走进“他者”世界，影像
志是重要方式。影像为人类学研究提供了
丰富而复杂的资料，未来如何处理这些资
料，如何运用这些资料？所有这些，都在刺
激着人类学家转换思路，构建一种新的书
写范式，产生更新的涵盖性概念。作为中
国的人类学者，如何以影视人类学的学科
路径，探讨族群记忆的活态过程，描述中华
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助力各地各民族的文化传承与乡村
振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为国家广电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精品创作传播工程”扶
持影片，革命历史题材网络电影《勇士连》首播后，受到众多观
众好评。

伟大的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影片《勇士连》聚焦
宏大历史中的典型事件，精心截取红军长征途中“飞夺泸定
桥”的历史作为故事原型，以视听语言生动讲述红四团昼夜奔
袭240里、在枪林弹雨中22名突击队员踩着13根铁索成功夺
下泸定桥的故事，艺术展现红军的坚定革命信念和必胜信心，
让观众在感动中重温伟大长征精神。

为了增强历史现场的“代入感”，《勇士连》主创团队多次
赴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实地勘景和学习，同时查阅大
量历史文献，拜访多位党史研究专家、老兵家属等。为获得逼
真效果，创作团队在场景搭建上也狠下功夫，为确定13根铁
索的材质，团队反复试验，最后选择了总重量达20多吨的真
实铁索。影片中定格、升格的画面运用，使子弹从枪口射出的
运动轨迹清晰可见，在击中手榴弹后爆炸的满屏火海更是充
满震撼力，这些战争的残酷场景进一步映衬了红军战士不畏
牺牲的钢铁意志。

影片着力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以现实主义精
神诠释人物的平凡与崇高，英雄形象立体饱满、有血有
肉。比如，影片对“勇士连”连长廖大珠的刻画真实可感，
没有刻意拔高。廖大珠与指导员王海云商量行军路线，双
方意见相左时，廖大珠也会因为难以抉择而心绪起伏——
红军战士既是革命英雄，又是有喜怒哀乐的普通人，主创
团队以这样的理念塑造了众多性格各异、鲜活立体的红军
战士形象。

他们中，有粗犷勇猛的黑子，轻伤不下火线，与战友血洒
战场；有纯真开朗的牛华子，关键时刻毫不含糊，用生命捍卫
战旗不倒；有神枪手高进光，视死如归，为战胜对方狙击手，用
自己作诱饵，与宝娃子合力完成光荣使命……在紧张激烈的
剧情展开过程中，影片将不怕艰难险阻、不惧流血牺牲的英雄
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一个个充满人性光辉的感人画面直击
观众心灵，引发观众强烈共情。

《勇士连》网络首播后，获得广泛关注。在影片的观众讨
论区，可以看到这部影片唤起了人们对革命英雄的崇敬之情，
点燃强烈的爱国情感。《勇士连》的成功播映也启示我们：网络
视听媒介触手可及，受众广泛，在传播红色文化、讲好革命历
史故事方面具有很大潜力。广大影视艺术工作者心怀“国之
大者”，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利用好人们喜闻乐见
的艺术载体，一定能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

影像志：助力文化传承与乡村振兴
卢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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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百晓

小雪万物藏 正是积蓄时
方曲韵

为深入推进文化、旅游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11月19日，首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在世界自然遗产地张家界开幕。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 摄

影像志，顾名思义，就是以影像记录为主的志书。作为以影像为本体的记忆承载形式，影像志
通常需要拍摄者遵从文化本真性原则，对拍摄对象进行长期、整体、沉浸式观察和记录。很多影像
志作品不仅真实可信，而且对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会有一个宽幅的反映。因此，影像志的价值，
不在于观赏性，而在于对文化秩序的记录、研究、分享和理解。

1200 年前的一个冬夜，风雪降临，诗人白居易点起火炉，捧出新酒，轻问友人“能饮一杯
无”……岁月更迭，时序轮转，在对雪的期盼中，我们迎来了冬季的第二个节气：小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