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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后，电影导演会对我们所处这个世

界的本质有新认识，对人性有新理解。这些对未
来会产生影响，电影会产生新的潮流和学派。

——中国导演贾樟柯在上海国际电影节首场
大师班上分享了自己对电影的理解

⊙中国文学不但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更重要的是它深刻地、永久地参与着中华民族
的精神建构。文学具有永恒性，那些流传至今的诗
篇佳作中所描写的“雕栏玉砌”，早已变了模样或者
灰飞烟灭，但这些文学作品却可以永续流传。

——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王跃文在渌江书院
开讲《文学的力量》时说

⊙电影肯定不再是资本追逐的行业，很多资

金上没有实力、缺乏制作能力的公司会出局。从
2014 年开始，影视产业就有泡沫，2016 年达到高
峰，据说全国交过立项审批的公司有 1500到 2000
家，肯定不符合真实的产业现状。2018、2019 年
泡沫挤下去很多，今年将彻底去泡沫化。

——阿里影业总裁李捷谈到疫情之后的电影
行业时说

⊙从古至今的军事文学，反映的都是军人通

过捍卫信仰实现理想、为了保家卫国不惜马革裹
尸的追求。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军事小说，
还是网络军文，都有着一个共同的底色，就是以
爱国主义为核心的英雄主义和家国情怀。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网络文艺委员会委
员桫椤谈到军事文学的特点时说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人工智能、云计算、

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生活方式、
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深刻变革，把握民间文艺历
久弥新的规律，创造性地把优秀因子融入当代生
活，至关重要。民间文艺生于民间、兴于民间，
劳动人民是民间文艺的创造者，生活是民间文艺
最广阔的舞台。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主席潘鲁生谈到新时代民间文艺时说

⊙科学本身的艺术美感和精密度，使科幻小

说天生就带着科学属性的“美”，而文学追求的也
恰恰是艺术的美、文字的美、人性的美，科幻小
说 将 科 学 的 “ 美 ” 和 文 学 的 美 融 合 成 了 新 的

“美”，文学本身的发展也需要破壁，也需要多
元，科幻恰恰延展了这种可能性和多样性。

——在近日举办的上海科幻影视产业论坛
上，科幻作家韩松在谈到科幻文学究竟姓“文”
还是姓“科”时说

（张悦竹整理）

7月 31日晚，北京交响乐团一曲振奋人
心的 《红旗颂》 拉开了中山音乐堂重启的
序幕。

此前 188 天，音乐会仅在线上举办，北
京交响乐团的线上直播音乐会深受欢迎，令
首席常任指挥李飚十分自豪，但是他又觉得
有点遗憾：“没有掌声，永远不可能是一场
完美的音乐会。”这一次，艺术家们脸上终
于都写满了欣慰与兴奋。《红旗颂》《自新世
界》 和莫扎特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 等经
典作品，让听众们在期待已久的第一场线下
音乐会听到了最棒的音乐。

观众们也首次在现场欣赏到北京交响

乐团在疫情期间特别委约中央音乐学院作
曲家刘思军创作的交响诗 《奔跑的勇士
——为抗击疫情的白衣天使而作》。演奏完
毕，现场观众报以最热烈的掌声，坐在台
下的刘思军也起身向自己作品的演绎者们
竖起大拇指。

出于安全考虑，这场音乐会只售剧场票
量的30%。7月28日10时开票，30分钟就全
部售罄。音乐会期间，观众不分男女老少，
都按规定保持距离、佩戴口罩，整整齐齐地
坐在观众席。每首曲目结束后都有热烈的掌
声和欢呼声。音乐会结束时，大家仍久久不
愿离去……

保有生活的质感

广袤无垠的塔克拉玛干沙漠，
金黄的胡杨林，闪闪发光的湖水，
绿树掩映下缓缓走来的羊群，还有
过古尔邦节、摘棉花、跳维吾尔族
民族舞……这些新疆元素浓郁的自
然风貌和当地百姓的生活情境，通
过 《第一次的离别》 的镜头，一一
展现在世人眼前。

这部电影的导演王丽娜 1987年
出生在新疆，整个童年都在塔里木
盆地沙雅县的库木托卡依村度过，
直至18岁才第一次离开。影片来源
于她硕士毕业时开始拍摄的纪录
片，前后一年多时间，录音都是维
吾尔语，翻译整理出60万字。故事
片对纯记录进行了再现和重构，以
男孩艾萨的生活为线索，讲述了他
和青梅竹马的好朋友凯丽比努尔之
间动人的童年故事以及他对母亲感
人至深的爱。影片全部采用非职业
演员，“影片中出现的人就是当地的
村民，可能一生没有出过村庄，延
续着最淳朴的生活方式。”王丽娜
说。她告诉记者，虽然经过重构，
但在影片中她特别想真实地表现塔
克拉玛干腹地中人们的日常生活场
景，要“保有真实的质感”，比如影
片一开场的馕坑，就是王丽娜和当
地的村民一起搭建的。“服饰就按照
他们自己的习惯，我最多会为了影片
的色调好看，从他们的衣服里选取一
件。”她认为，现在做父母的都很重视
孩子的教育，比如凯丽的妈妈就是这
样。“这是特别朴素的想法，所以在具
体的拍摄过程中，我把这样的情节做
了比较着重的呈现。”她说。

“影片始终是以平静、尊重的态
度来呈现生活本来的样貌。”中国电
影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周夏认
为，这部影片让我们看到新疆普通
人真实的日常生活，没有猎奇，没有
煽情，甚至没有过多戏剧化的情节，
人物关系都是真实存在的，这带给观
众无可比拟的真实质感，影片中的演
员“不是在表演，而是在生活”。

影评人杨碧薇在 《电影评介》

发表文章指出，“由于影片始终秉持
着虚实相生的记录风格，自始至终
都在让镜头说话，所以最大程度地
还原了生活的原貌。”影片中包含着
大量新疆的人文元素。古尔邦节
上，人们宰羊，聚在一起载歌载
舞；凯丽一家三口在地里摘棉花
时，凯丽的父亲又唱起当年为她母
亲创作的情歌，母亲脸上闪过羞涩
和喜悦，凯丽悄悄观察着父母，脸
上也浮起微笑。影片还记录了维吾
尔族人民的传统风俗与现代生活，
如吃烤羊肉、家庭会议、新一代的
孩子学汉语、村里的人们为了挣更
多的钱外出打工等。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
说，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各民族都
被卷入了城市化进程，这在《第一次
的离别》也有隐约的表现。“真实是艺
术的力量所在，在真实的层面上，这
种人性的呈现格外有力。”他说。

传递诗意感受

王丽娜多次表示，“《第一次的
离别》 是我献给故乡沙雅和童年的
一首长诗，那片土地本身的诗意是
这部电影的源头。”片中孩子们的有
些台词也像诗句，如凯丽比努尔模
仿羊吃草的样子，说味道是辣的，
像“嘴里有风”。

整部影片生活场景简单，人物
不多，但影片写出了人物跟生活环
境、跟大自然、跟脚下的土地的深
情联系，而且用诗意化的镜头呈现
出来，直逼人心。

周夏指出，影片在真实基础上
所作的艺术加工给整部影片带来了
唯美感和诗意，春夏秋冬，四季轮
回，南疆的风土人情，纯净的大自
然，都化为影片的角色。影片开头
三个小伙伴在沙漠中走动的情景，
影片后段孩子们在胡杨树上相聚聊
天的情景，都十分美好。成年人的
生活也是浪漫而诗意的，熟悉的劳
作场景都自带美感。所以有人评价
这部电影有着“诗意现实主义”风格。

杨碧薇指出，除了王丽娜用细
腻温暖的手法传递了诗意感受之

外，影片的制片人秦晓宇本身就是
优秀的诗人、诗歌批评家，对于这
部影片的诗性风格和水准，他也进
行了严格的把关，还有影片的摄像
李勇、配乐文子，都用精湛的手法
呼应了影片的诗性追求。

海外交流获佳绩

“少数民族电影因为展示的是少
数民族地区的生活，包括独特地域
景观以及民风民俗，还有珍贵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所以具有更丰富的
元素，在国际传播中发挥着非常独
特的作用。”饶曙光说。“在少数民
族电影创作中，由本土成长起来的
导演来拍新疆题材电影，更加真
实，更加接地气，大大地提升了新
疆的美誉度。”他认为，影片除了少
年儿童经历的离别和他们的成长，
也充分释放了人性的关怀和魅力，
对友情亲情的表现也特别让人动
容，“这些不论是在人性层面还是生
活层面，都是相通的，是各民族共
有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可
以感动全世界所有的人。”

“无论是地域风情的独特魅力还
是人文风俗的丰富多彩，都让新疆
这片神秘诱人的土地成为艺术创作
的沃土。”王丽娜说。影片采用维吾
尔语，是因为片中人物日常生活中
的交流都用维吾尔语，所以她觉得
影片用维吾尔语更真实，“没有想过
要配成普通话”。她表示，“作为一
个创作者，我觉得把情感做真做足
就好，语言完全不是障碍，反倒觉
得当人物说出维吾尔语，用维吾尔
语唱情歌，是特别动人的。”

影片在海外交流的实绩印证了
王丽娜的想法和做法。继获得东京
国际电影节亚洲未来单元最佳影片、
柏林国际电影节新生代单元评审团
最佳影片、香港国际电影节火鸟大
奖、第四届德国中国电影节最佳影
片、加拿大电影节伊迪丝奖、上海国
际电影节“一带一路”单元传媒关注
电影人奖之后，近日，《第一次的离
别》又获得釜山儿童电影节 Embrace
the Difference（拥抱多元）奖项。

蔡明，59岁的国家一级演员；韩乔生，63岁的央视体
育赛事解说员；吕良伟，64岁的香港影视演员。由东方卫
视、哔哩哔哩、文火传媒联合制作的综艺节目 《花样实习
生》，邀请他们化身职场新人，到年轻人的网络聚集地——
哔哩哔哩当实习生，与年轻人共事，为代际沟通的破题提
供了新的切入视角。目前，节目正在东方卫视和哔哩哔哩
播出，引发老一代人和年轻人的共同关注。

在技术时代的背景下，代际隔阂呈现出不断被拉大的
趋势。节目伊始，吕良伟直言，对现在年轻人的生活很陌
生，即便是他的儿子，他也不太了解。蔡明也表示对子女
的工作状态知之甚少。蔡明、韩乔生、吕良伟的职场新体
验，让长辈与晚辈在共事中拓展了双方的认知边界。“50
后”“60后”在与“90后”“95后”共事的过程中，不断变
换着给予和被给予的角色身份。老艺术家放下身段，向年
轻世界表达出强烈求知欲，也以实际的学习成果呈现出中
老年人新的社会价值；年轻一代在真正拥抱老年群体的时
候，也发现了一些打破对他们固有成见的新切口，重新审
视、感受老一代的闪光点。

《花样实习生》以记录视角呈现出代际壁垒，探索应该
如何建造一座让两代人破圈互动的桥梁，观众在代际观察
中也感受到了文化碰撞的力量。

本报电（记者苗春） 作为电影
频道大型公益项目“脱贫攻坚战—
星光行动”的公益纪实，《温暖有光
放映队》将于 8月 8日在电影频道首
播。7月29日，开播仪式在中国电影
博物馆举行。

云南、宁夏、河北……自 6 月
起，这支放映队已开启横贯10省区
的“送电影下乡”。20 多位电影
人、体育人加入进来，共同支持这
一公益行动，将电影的温暖与力量
播撒到大江南北的美丽乡村。

据电影频道节目中心专职党委
副书记张玲介绍，以 10 部纪实片形
式呈现的《温暖有光放映队》，将记
录“送电影下乡”在云南腾冲、河北
阜平等 10 地发生的故事，以电影人
的赤诚承担文化扶贫与精神扶贫的
使命。

放映队队长林永健说，放映队
起的是“以小见大”的作用，以露
天电影为引子，让更多人看到脱贫
攻坚的胜利成果和群众生活的美好
变化，“用微光温暖大家的心。”

《第一次的离别》：

唯有真实最动人
本报记者 苗 春

7月20日，新疆题材影片《第一次的离别》从影院复工首
日起在全国公映。它用接近纪录片的手法，拍出了诗情画意，
人物形象生动鲜明，充满生活的质感，令海内外观众感同身
受，实现了共情共鸣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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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畏年龄 打破边界

《花样实习生》尝试代际沟通
陈 辰

放映队队长林永健（前排中）等和村民一起看电影 电影频道供图

《温暖有光放映队》将播出

北京交响乐团首席常任指挥李飚在音乐会现场
中山音乐堂供图

蔡明 （左二）、吕良伟 （左三）、韩乔生 （左四） 入职
哔哩哔哩当实习生 东方卫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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