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07文化万象责编：苗 春 邮箱：wenhuawanxiang@163.com

2020年9月11日 星期五2020年9月11日 星期五

◎人物

近期，《海报里的英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75周年特别节目》（以下简称《海报里的英雄》） 在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综艺频道一经播出，便赢得了众多观众的认可和好评。节目开
辟了全新的电视综艺呈现形式，将一张张抗战电影海报作为凝望历史的
视窗，以主持人与史学专家、海报和影片主创的访谈为轴线，通过不同
的解读维度对表达的内容进行展示、评点、渲染和阐释，引领观众去了
解海报的创作故事及海报后的电影世界和真实历史。主创者以宏阔的历
史视野、鲜明的历史自觉、深沉的现实思考，在呈现形式上进行了独特
艺术创新，使节目具有了缅怀英雄、呼唤英雄的史诗品格。

节目选取了10部电影史上经典抗战影片的共10张海报，还原了西
安事变、平型关大捷、南京大屠杀、百团大战等一系列历史事件，对中
国人民艰苦卓绝、浴血荣光的抗日战争伟大历程进行了回溯，以此筑牢
抗战记忆、弘扬抗战精神，缅怀先烈，铭记中国人民为维护民族独立和
自由、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重要贡献。节目不仅引领观众在
历史的回溯中铭记英雄、讴歌英雄，同时也契合了当下国人的爱国主义
情怀，反映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

海报是节目的切入视角，也是进行故事讲述的线索。每一期节目选
取两张经典抗战影片海报为一组进行串联，搭建起节目的整体结构，并
以真实的历史故事充实节目内蕴。从第一期的《狼牙山五壮士》与《红
高粱》，到第二期的 《南京！南京！》 与 《地道战》，再到 《太行山上》
与《黄桥决战》……每一期两张海报，一张注重塑英雄，一张着重绘人
民，也就是一张着意刻画壮烈殉国的革命先烈，另一张则勾勒着抗战中
普通中国人民的群像，如《狼牙山五壮士》中面对敌人宁死不屈、义无
反顾跳下狼牙山的5位八路军战士与《红高粱》里举着装炸药的酒坛子
向日寇掷去的高密农民；《百团大战》中为中国的前途命运殚精竭虑的
中共领导人与《铁道游击队》中活跃在铁路沿线上的飞虎队等。这样的
组合体现着节目制创者的选材巧思与驾驭宏大叙事的艺术匠心。

节目划分为走进海报、海报和电影、电影和历史、电影和音乐及
致敬海报等 3 个主要单元。海报在此成为回溯历史的扳机，而电影则
如穿向历史的子弹。节目在访谈环节间穿插了多种艺术形式，使节目
具有较强的艺术张力。如第一期讲述狼牙山五壮士中的幸存者宋学义
和葛振林在 12 年后重逢的短剧 《归来》，采用的是经典话剧的表现形
式。《归来》 之后，紧接着出现的是情
景舞蹈 《壮士悲歌》。《归来》 与 《壮
士悲歌》 的前后出现，通过动与静、
写实性与戏剧性的交织与反差，给观
众以强烈的震撼。

胡冬林的 《山林笔记》 三卷
本，注定会成为一部留得下来的生
态文学和自然文学作品。那一年，
我听说了胡冬林突然去世的消息，
觉得死亡有时候那么强横，那么没
有道理，把冬林这么早就带走了，
因为我和他聊过，他还雄心勃勃地
要再写十多本书，还有很多计划没
有完成。

我最早是从周晓枫那里听到胡
冬林这个名字的。在周晓枫的描述
中，作家胡冬林简直就是长白山的
精灵，他像是一棵松树成精了一样
地神奇：他能够在长白山中根据各
种别人看不到的细节，说出动物的
踪迹、状态和植物的形态以及生长
周期。然后，晓枫就拿出胡冬林刚
刚给她发过来的一篇稿子。

我拿过来一看，是胡冬林写的
一篇非虚构文学作品，写的是长白
山里的大自然的故事。我一读，就
放不下，他能把长白山里的动物、
植物、时间和空间写得这么有趣，
唤起了我当年读一些北美洲的作家
写的生态文学的阅读快感。

见到胡冬林那次，他穿着一件
褪色的迷彩服，有些旧了，走路也
不快，脸上有些岁月留下的沟沟坎
坎，50 多岁的样子，不老也不年
轻了，口音是东北人，手里老是拿
着根烟，笑呵呵地和我聊了起来。

我才知道，他也上过鲁院的中
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而且，他还
是一个满族作家。有人叫他生态文
学作家、自然文学作家、儿童文学
作家、长白山地域文化作家等。他
曾经自称是野生动物作家。他是吉
林人，所以，他说起长白山的一草
一木、动物植物、气象气候、离奇
传说来，都是如数家珍，非常会讲
故事。他说起话来，也是滔滔不
绝。他最动人的举动，是一个人在
长白山的林场小镇上住了 5 年多，
跟各种林场工人、偷猎者、挖参人
打交道，可以说经历非常丰富，也
历尽千辛万苦。

因此，他就是长白山的一个守
望者，他爱着这片山林，也对破坏
山林的人、不作为的管理者和一些
偷猎者十分愤恨。前些年，他创作
出《野猪王》《青羊消息》《约会星
鸦》《蘑菇课》《狐狸的微笑》等多
部有影响的生态文学作品，引起很
大关注。

不过，冬林对自然文学和生态
文学有着不同的理解，他说：“自然

文学多为歌颂自然，讴歌花鸟树
木的文学，而生态文学，则带有
更多的批评和批判意味。生态作
家必须站在野生动物的立场上写
作，更要以身作则，一方面是作
家，一方面是战士，不仅仅依靠
文字，也要身体力行去守护一方
水土，守护生态环境。在长白山
的这 5 年多是我人生的大转折，
也是我创作的大转折。这段时光
是我的创作高峰，同时也是我人
生的高峰。这段时间将写作和我
的生命融合在一起。我后来写的
散文都来自我在长白山上鲜活的
体验。生态文学写作是我人生的
支撑，它让我的生活充实有分量。
只要活着，我就会一直写下去。”

胡冬林曾和我聊了很多关于长
白山的故事。关于熊的，关于马
鹿、野猪的，关于偷猎者、盗伐者
的，关于植物的故事等。我从文学
写作的角度，逐一分析这些题材如
何写、怎么写，结构以及读者感受
等。我鼓励他多多写，尽快写。因
为我听说他每天只能写几百字。听
了我的鼓劲儿，他立即就摩拳擦
掌，说是要大干一场。我还告诉
他，有的题材可以写成系列儿童文
学作品。胡冬林听了，有点小振
奋，但我感觉他似乎对挣钱也不是
太热心。

早在 2008 年的秋天，胡冬林
就跟随长白山林业科学研究所的专

家王柏，进入长白山的深山老林
里，专门研究、搜寻、考察当地
的野生蘑菇。那一次，是胡冬林
在 长 白 山 里 专 门 上 的 一 堂 蘑 菇
课，现场教学，实地勘探，样品
都是真的，现发现、现研究、现
指认、现熟悉。在那个秋天里，
胡冬林认识了100多种长白山里的
蘑菇，还认识了长白山里的180多
种鸟以及几百种草本、灌木、乔木
植物，收获巨大。

胡冬林算是“文二代”，他的父
亲是诗人胡昭，所以他的文学才华
有遗传的因素。他敏感，正直，热
情，相信文学的力量，相信心灵世界
的广大和精神生活的纯美。

诗人邰筐告诉我，每一回胡
冬林上长白山，“都要套上一身旧
迷彩服，背一个帆布兜子。兜子
里装有必带的几样东西：帐篷和
高瓦数的手提矿灯是必需的，因
为碰上大雨天或者黑夜回不去，
随时可能要在野外安营扎寨。相
机是必需的，每次出去，他都能
新 拍 到 一 些 没 见 过 的 植 物 、 蘑
菇、昆虫的图片，七八年下来，
他已积攒了几万张。望远镜也是
必需的。笔和本是必需的。随身
带的还有一个不锈钢杯，用它来
装山泉水喝。当然还会带适量的
咖啡、干粮、水果、香肠以随时
充饥和补充体力。枪和刀，胡冬
林是决不会带的，他不仅仅是一

个环保主义者，而是一直把森林
里的所有动物、把大自然的一草一
木都当成朋友看待，决不会去伤
害它们。”

胡 冬 林 长 期 追 踪 和 保 护 黑
熊、马鹿等野生动物。据他告诉
我，目前长白山北坡仅存黑熊 30
头左右，即使这样，也曾有人偷
猎黑熊。

长白山是胡冬林的心灵之家。
他说，在长白山里的一条潺潺流动
的河边上，有一棵直径一米多的圆
盘形的树根，就像一张天然的桌
子那样等待着他坐下来写作。他
又找了一个原木轱辘当凳子，每
次进山，他就找到这里，以天为
屋顶，大地为客厅，在这个天然
的圆形写字桌上，他挥笔写下了
很多作品。有一阵子他几乎每天
都要走 40 分钟山路，来这里当专
业作家写作。他在这里静静写作的
时候，鸟鸣、山岚雾气、阳光包围
着他，还有高山鼠兔、褐河乌、棕
黑绵蛇、鸳鸯、麝鼠、花尾榛鸡和
狍子，会不时地从他身边走过，好
奇地看着这个陌生的访客，而他也
真的变成了这里的主人。

现在，时代文艺出版社推出他
的三卷本 《山林笔记》，让我们看
到了他那些年守护、深入、书写长
白山的日日夜夜的记录，注定会成
为一部留得下来的书。胡冬林曾告
诉邰筐和我说，他多年以来写下的
很多森林笔记，将是他留给后人的
最珍贵的财富。他多年来保存下来
的各种剪报和随手记在纸片上的各
种资料和笔记，已经装满了两个大
皮箱，这些还有待整理。他有很多
笔记本，他曾经拿出一本让我翻
看，里面似乎比较没有章法，但是
却像一片森林的生态系统那样，生
机盎然。另外，胡冬林还有别的宝
贝：30 多年以来，他收藏了长白
山一带的自然生态以及东北民俗、
地方志等地域文化、地理历史类书
籍 2000 多册，希望能够继续发挥
作用。

冬林已经魂归山林，他是长白
山的精灵，已经与山同在。而我们
通过他的文字，仍然能够感受到他
的生命体温和热情的话语，还有他
的音容笑貌。他未竟的事业，也会
有人继续去完成。而他留下来的丰
沛而多样的文学作品，是当代生态
文学和环保文学的重要收获和巨大
财富，我们还要不断地解读。

当下的国产电视剧市场上，职场剧越来越
多，这一类型以职业特性、职场人群、行业生
态为显著标识，让观众感受剧中人的职业魅
力，也获得观察社会生活的重要视角。职场剧
善于捕捉行业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多变性，主
创不仅要有真情实感和责任担当，更要有深度

思考和敏锐洞察，以饱满诚挚的心态理解现实生活，以理性冷静的姿
态呈现社会百态，这也是行业剧独有的魅力。

正在热播的都市职场剧 《平凡的荣耀》 将笔墨集中于大都市里平
凡人的心灵成长与奋斗历程，展现金融投资行业从业者的百态人生，
充分挖掘职场人物故事的典型性，让观众产生代入感。比如刚刚步入
金融投资职场的孙弈秋，常常力不从心，但他时刻珍惜来之不易的机
会，勤奋好学，努力提升自己。而他的顶头上司吴恪之，在金融投资
业务方面游刃有余且思路清晰，但总有点暴躁。一位职场新人，一位
职场老手，他们“师徒”之间历经磨合，终于踏上了为共同的梦想而
奋斗的征途。

打动人心的职场剧往往将职场精神和人性温度不着痕迹地糅合起
来，实现深融互动，并从中生发出进取意志与人格光辉。比如 《鸡毛
飞上天》通过描摹行业改革，将个人创业的传奇汇入了时代潮流；《猎
场》还原猎头职业生态，聚焦大时代下的小人物励志故事；《急诊科医
生》 等医疗剧不断触碰现实话题，对医护人员给予了人性的温暖期
盼。《平凡的荣耀》在直面残酷的职场竞争之外，饱含细腻温情和无限
希望，以温暖现实主义彰显了人性力量和人文情怀，从而引发了读者
的深刻共鸣。

9月4日起，英国导演克里斯
托弗·诺兰的新片《信条》在中国
内地上映，前 3天票房约 1.8亿元
人民币。这个成绩与诺兰 3 年前
的作品 《敦刻尔克》 大体持平。
但考虑到疫情因素，可以说 《信
条》 在中国的市场表现相当不
错。更重要的是，当下其实仍然
处于电影市场的缓慢复苏阶段，
但我国观众对诺兰及其新作的讨
论热情很高，截至9月7日，国内
某评分网站上对 《信条》 的评价
人数已超过 20万，远远超过同一
周上映的其他新片。

在国内大银幕上映的诺兰作
品，到《信条》为止已有 6 部，在中
国观众中全部拥有不俗的口碑和
热度。这 6 部作品，除历史、战争
题材的《敦刻尔克》之外，其余皆为
带有悬疑、冒险色彩的科幻电影。
当前，科幻电影是国产电影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新动能。那
么诺兰的科幻类型片，对于我国
同类电影的创作有何启示呢？

诺兰电影有许多至关重要的
特点：从 《蝙蝠侠：侠影之谜》
到 《盗梦空间》，再到 《星际穿

越》《信条》，它们都汇聚了极有
人气也是最适合角色的演员；这
些作品的音效、音乐往往以一种
轰鸣的质感，将观众尽可能快而
深地拉入到电影设置的虚拟情境
之中。与诺兰导演长期合作的音
乐人汉斯·季默，其配乐作品通常
自带厚重的节奏感，以搭配影片
的冒险剧情，同时还具有壮阔的古
典悲剧意味；诺兰在运用电影的各
种方法来营造视觉奇观方面颇为
得心应手，遥远异星、太空黑洞、折
叠的空间、逆转的时间，这些都很
容易让观众获得新颖独特的感受。

不过，笔者认为，在诸如演
员、音乐、视觉奇观的配置之
外，诺兰电影所具备的另外一些
内在因素更难能可贵。比如诺兰
标志性的复杂叙事结构及其对于
世界本源和构造的再认识。这些
要素赋予诺兰作品以鲜明的“作
者性”标签。前者让诺兰的类型
片告别其他同类电影的叙事套
路，故事线条的分离、回环和汇
合，犹如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笔
下“交叉小径的花园”，对人生常
见的聚散离合做了奇特的隐喻。

外在的形式与难以详尽言说的世
间规律，在影片所讲述故事的某
一个点达成微妙的统一。诺兰电
影在叙事结构上的开拓，让观众
有幸在类型片仪式性的起承转合
以及固定的情感公式之外，看到
了更多可能。

诺兰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对
于世界本源与构造的带有趣味性
的认知，影片中常常被表现为以
时空为素材的“戏法”。他在物理
概念和定律的基础上，对时间、
空间进行拆解与糅合，这可以被
看做是对电影蒙太奇手法的极致
放大。影片中，物理学与哲学概
念在精密拆装中获得转化，过去
与未来对当下处境形成观照，而
且此类转化与观照，大致能经得
起回味与推敲。

叙事结构、时空认知以及其
中的自我趣味与“戏法”，既是诺
兰的“作者性”标签，也是这位
商业类型片作者的创作“信条”。
既然是类型片的工业化创作方
法，便具有模仿和复制的可能，
是否也可以成为我们制作科幻电
影时的信条并进而推陈出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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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剧引发共鸣
肖 飞

《海报里的英雄》：

匠心独运 史诗品格
卞天歌 张金尧

诺兰影片带来的启示
崔瑜琢

本报北京电（记者王昊
男） 日前，北京市朝阳区公
布首批 10 家“文化事业产
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区”，并
举行授牌仪式。与以往不
同，在对园区的评审认定方
面，社会效益成评审重要指
标，在 100 分的总分中占了
一半。

据了解，为推进评审工
作顺利开展，朝阳区出台了

《文化事业产业融合发展示
范园区认定管理办法 （试
行）》。其中，在对园区的
考察方面，试行办法强调了

“公益”属性：如，园区面
向公众组织开展公益文化讲
座、文化展览、文化活动等
公益文化服务的情况；园区
在非遗传承保护、文化交
流、人才培训等方面的工作
开展情况；园区企业履行社
会责任情况等。

朝阳区文化和旅游局局
长高春利介绍，经过近 20
年的发展，北京市朝阳区目
前已建成运营的文创产业园
有 94 家 。 从 最 初 聚 集 产
业、扎堆发展，到如今面向
社会、开放公益，这些文创
园从产业园变成文化社区，进而变为
城市文化公园，服务了更广泛的社会
公众。

据了解，对于认定的“文化事业
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区”，朝阳区相关
部门将在资金支持、人才引进、宣传
推介、招商引资、老旧厂房保护利用
等政策中给予倾斜。同时，在政府向
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时，予以
优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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