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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打磨，为视障群体提供
无障碍观影服务

“光明影院”由中国传媒大学、北京歌华有线电
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及东方嘉影电视院线传媒股份
公司发起，自2017年启动以来，500多名师生参与创
作完成 200 余部无障碍电影作品，推广至全国 30 多
个省区市的盲协、盲校及高校图书馆，超过200万视
障人士受益。

新冠肺炎疫情来袭之后，网络视听平台在疫情
防控中发挥积极作用。这也促使传媒大学“光明影
院”项目团队开始思考残障人士的线上观影模式。

首次合作选择爱奇艺，“光明影院”团队坦言，
主要是看中其庞大的电影片库、便捷的移动观影条
件和良好的用户体验。

此次上线的无障碍电影有 7 部，包括 《百鸟朝
凤》《南征北战》《解放·终局营救》《淡蓝琥珀》《一
万公里的约定》《一生有你》《等风来》 等，涵盖了
剧情、战争、校园、爱情、励志等多种题材，充分
考虑视障人士的观影喜好。

为了“讲”好这些无障碍电影，爱奇艺与中国
传媒大学“光明影院”团队紧密合作，首先对电影
做场景分解、撰写无障碍讲述剧本，通过在电影对
白和音响的间隙插入声音讲述，描述画面信息及其

背后的情感和意义，来帮助视障人群更好地理解电
影的深层含义。为了达到最佳效果，项目团队用心
打磨剧本讲稿，利用多轨录音技术，同步录制讲述
声音，最终合成可复制、可传播的无障碍电影作
品，帮助视障人群欣赏一部完整的电影。

除此之外，为方便视障人士观看影片，爱奇艺
还专门对产品进行优化，通过语音即可进行专题搜
索。打开应用程序的搜索框，语音输入“视障解
说”“无障碍”“光明影院”等关键词，进入光明影
院的专题页面，视障人士便可以观看自己喜欢的电
影。影片列表除了正常观看的版本外，还特别标注
了“视障解说版”。

“作为一家主流网络视听平台，我们始终关注
不同人群的观影和娱乐需求。”爱奇艺电影中心总经
理宋佳表示，“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观影场景自由
化，无障碍电影的应用场景愈发多元。此次联合上
线无障碍版影片，让视障群体足不出户就能在云端
享受影视大片，有利于搭建线上线下、多屏互联的
多维传播矩阵，促进无障碍电影向移动化、场景化
时代迈步。”

让视障群体感知电影魅力，
共享发展成果

由于视力障碍，视障人士生活在没有光亮和色
彩的世界。他们很难通过正常视听了解社会和融入
社会，观看展现社会生活、自然美景的电影。对体
验过无障碍电影的视障人士而言，“光明影院”就是
照亮黑暗的荧荧之光。“过去看电影，里面能看懂的
东西只有10%。如今有了‘光明影院’，我100%都看

懂了。”视障朋友如是说。
“光明影院”志愿者回访时，有视障人士关心

4D电影是怎样的体验。随着5G时代的来临，信息鸿
沟越来越大，当有人给视障人群呈现出一点世界的
原貌时，他们对于这个世界会有更多的渴求。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之年，也是全
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爱奇艺将联合“光
明影院”团队制作以脱贫攻坚为主题的无障碍电
影，并深入新疆和田、甘肃临夏等少数民族地区和
深度贫困地区，开展公益放映活动，将影片送到视
障人士手中，让更多的视障人士受益。2021 年是中
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爱奇艺也将持续制作上线更
多的无障碍电影向党的生日献礼，让视障人士同步
感受党和国家的发展变化。

“此次与中国传媒大学共同搭建无障碍观影平
台，希望视障人士能和健全人士一样，享受平等、
便捷的观影体验。我们将充分发挥互联网排头兵的
作用，为无障碍电影的传播扩大声量，覆盖更大的
用户群体，让视障人群融入社会，共享电影这一文
化成果，传播新时代的新思想、新气象，为无障碍
电影事业发展贡献力量。”爱奇艺副总裁、总编辑王
兆楠表示。

对于这次合作，“光明影院”的创始人之一、中
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党委副书记秦瑜明教授也有着
很高的期待：“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当下，与爱奇艺的
合作为‘光明影院’开启了互联网的线上传播模
式。希望‘光明影院’能够改变中国电影的技术标
准，以后中国的电影推出时，会有一个声道专门为
视障朋友开设，真正使视障群体融入社会，融入文
化和生活，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本报电（记者郑 娜） 近日，由国家
大剧院主办的“2020 世界剧院北京论坛”
在线上开幕。本次论坛主题为“疫情中的
危机与机遇”，全球六大洲、27 个国家和
地区、200 余名表演艺术机构的掌门人线
上线下齐聚，交流抗击疫情的经验，探讨
剧院运营新方法。

今年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不仅对人类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也
对全球剧院行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中国
国家大剧院院长王宁介绍，面对危机，剧
院没有坐等观望，一方面全力做好疫情
防控，实现“零感染”目标；一方面积极
开展以艺抗疫，打造 10 部抗疫主题艺术
作品，推出近 30 场不同主题与形式的在
线演出，向公众传递共抗疫情的信心。为
了全面增强剧院抗击风险的能力，推动行
业健康持续发展，王宁提出 3 点建议，分
别是：做好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应对、重
视新技术新媒体的应用、打造世界剧院命
运共同体。

英国皇家歌剧院首席执行官阿莱克斯·
比尔德回顾了疫情发生以来采取的种种措
施，包括降低董事会成员薪水、推行新的
合约模式和工作方式、开展线上付费音乐
会和线上音乐课程等。他表示：“我们正在
培养一种新的社区意识，希望艺术家和观
众在演出之外也聚集在一起。同时邀请幕
后人员深入我们的工作，目标是培养一种
共同渡过危机的意识，建立一种可持续发
展的长效机制。”

数字化解决方案是美国大都会歌剧院

应对疫情危机的重要举措。“3 月份剧院关
闭后，我们此前保存的现场演出录像带便
派上了用场。”美国大都会歌剧院总经理皮
特·盖博在演讲中表示，该剧院免费提供夜
间歌剧流媒体服务，每晚上线一部歌剧供
观众观看。近期，又推出一系列在线音乐
会，利用多角度摄像机和高品质录音设备
提升呈现效果，采用按次收费的形式，力
图将数字化演出变现。

波兰国家歌剧院总监沃尔德马·东布罗
夫斯基、阿根廷科隆剧院院长玛丽亚·维多
利亚·阿尔卡拉斯等嘉宾也结合各自机构抗
疫实践，分享了剧院运营发展的新思路、
新举措。

本次论坛期间，世界剧院联盟正式成
立。来自17个国家的24家表演艺术机构成
为联盟创始成员，并选举出阿根廷科隆剧
院、澳大利亚歌剧团、中国国家大剧院、
德国柏林歌剧基金会、阿曼马斯喀特皇家
歌剧院、西班牙马德里皇家歌剧院、英国
皇家歌剧院7家机构作为联盟理事会成员。

世界剧院联盟以开放包容、相互尊
重、平等合作、互惠互利为原则，以共建
世界剧院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旨在搭建开
放多边的交流平台，便利成员间开展互惠
合作：加强联盟成员间的经验分享、互助
互利；开展非政府间的、区域性的机构交
流；尊重并鼓励具有民族、区域特色的优
秀表演艺术的发展，促进文化多样性发
展；促进科技与表演艺术融合发展。世界
剧院联盟的常设办事机构为秘书处，秘书
处设于中国国家大剧院。

2020年的春天，突如其来的疫情打破了宁静的生活。对中
国乃至世界来说，这都是一次严重的危机和严峻的考验。面对
这起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人们该如何应对自己的不安？危
机时刻，整个社会又该如何应对疫情造成的冲击？

9月8日起，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拍摄制
作的 4 集纪录片 《2020 春天纪事》 在央视纪录频道连续播出，
纪录片以科研人员努力攻关、平凡人勇敢生活、心理学家积极
干预为线索，用一个个真实的故事记录了中国战疫的艰辛历程。

及时干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带给人们巨大的心理影响，是
疫情防控的另一个复杂战场。疫情初期，国家卫健委便将危机
心理干预纳入疫情防控的整体部署当中，驰援武汉的除了医疗
队，还有专业心理救援队。与以往抗疫纪录片更关注医疗救助
的主题不同，《2020 春天纪事》 关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心理医
生真实的工作状态，通过对亲历者的采访和相关心理干预过程
的影像重现，深度记录了理性平和、亲善友爱、科学自信的成
熟社会是如何展开心态建设的。

无论是奔赴武汉进行指导的国家卫健委心理干预医疗队专
家马弘，还是在武汉自觉开展工作的武汉理工大学心理教育研
究所所长雷五明，或是北京安定医院赴武汉心理应急救援队的
心理医生西英俊，他们都坚定地认为，在这场疫情中要密切关
注人们的心理健康，尽早把高风险人群分离出来，通过线上和
线下结合的方式照顾并引导他们，倡导积极有效的社会支持，
真正帮助人们走出生理和心理的“重灾区”，提升人们的自我疗
愈能力，为回归社会做好充分准备。

纪录片从心理学家和一线社会工作者视角出发，通过他们
在实践中的主动介入和相关知识科普，疫情中的人们有效地重
获内心的安定。在记录镜头之下，观众看到了聊谈、抚慰、分
享对于心理治愈起到的积极作用，见证了疫情高压下人们从恐
慌到安定的心理变化过程，了解了个体和社会的心理健康对于
抵御灾难的积极作用与意义。

不少网友看后纷纷表示：“情感朴实真挚，既有生命的逝
去，更多的是人们面对困境的坚守”“年度最温暖的纪录片，在
疫情黑暗之下展现出的爱与希望，是最珍贵的”“这是一场噩
梦，但我们中国人用我们的信念，团结勇敢去战胜了这个噩
梦”。这些发自肺腑的对英雄的致敬，对平凡人的歌颂，对中华
民族的热爱和赞美，正是纪录片纪实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置身于近百年来人类最大的公共卫生事件之中，《2020 春天
纪事》以坚持理性、不失悲悯的创作态度，用事实展现了中国在疫
情防控中的积极作为和进展成效，将中国抗疫实践的经验传递给
国际社会，为今天，为未来，留下一部弥足珍贵的影像样本。

▶艺术的最大特点是它们的独特性。一方水土
养一方人，因了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不同，各地
的民歌、小戏，都会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就是在同
一个地方，人们也会因传承渠道的不同，而呈现出
明显的差异。如果我们真的为它们制定了严格的演
唱标准，大家就会向标准看齐，其结果很可能是千
人一腔、万人一面。即或就是制定一个县域标准，
标准设定也会影响到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和人类文化
的多样性。总之，从艺术生成规律看，这种违反艺
术规律的做法，无论如何都是不足取的。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民协副主席
苑利谈应不应该为民歌、小戏制定标准

▶衡量文艺创作是否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要坚持以实践作为检验标准，看这一创作
是否做到了“合”“活”“新”。所谓“合”，是指对
各类型、各流派文化艺术进行综合。所谓“活”，主
要是指始终保持开放的心态，与时俱进，回应时代
诉求，契合形势发展，追求在“万法皆备于我”的
境界中统摄不同文化艺术，淡化艺术边界，随势生
发，赋予作品活泼泼的生命力。所谓“新”，就是在

“活”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让各类文化资源在当代
民族文化肌体中真正“活”起来，实现无处不新、
无时不新、无法不新。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谈中国美术创新

▶孩子的成长，需要诗歌的滋润和陪伴。让孩
子从小亲近诗歌，了解诗歌，吟诵诗歌，对他们的
成长，是一件意义深远的好事。中国的孩子，在他
们的成长过程中，应该受到中华古典诗词的熏陶和
影响，这是为将来成为一个有修养、有学问、有优
雅情趣的知识分子打下重要的基础。

——作家赵丽宏谈如何培养孩子的诗意

（本报记者 郑 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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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约有1732万视障人群，他们或许
曾经能看见，或许依稀能感觉到一丝光亮，更
或许一出生就沉浸在无边的黑暗中，他们与电
影之间，隔着一条鸿沟。但同时有这样一群
人，他们一直在努力建立“光明影院”，把电影、
光明和希望带到视障人群身边。

7月7日，由爱奇艺社会责任和中国传媒
大学“光明影院”项目团队联合推出的无障
碍版影片在爱奇艺首次播出。9月3日，“光明
影院”专题正式在爱奇艺上线，这是“光明
影院”项目首次与网络视听平台进行深度合
作，也是综合视频娱乐平台首次上线无障碍
解说版电影专题，为视障人士打通了一条更
加平等、便捷的观影渠道，也让视障人士的
精神生活有了更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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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央芭蕾舞团大型原创团大型原创芭蕾舞
剧 《花一样开放》 在北京首演。该剧讲述
了乡村志愿者何琳远赴苗乡，帮助苗族山
村转变消极被动观念，积极开展脱贫致富
的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笑中裹泪、变迁
中饱含温情的苗乡故事。

讲好中国故事，用芭蕾的形式来表达
这样的题材并非易事。在面对扶贫这个宏
大题材、面对悠久而丰富的苗族历史文化
时，主创团队选择用清淡的舞蹈编排、缓
缓的情节推进，完成了一次苗舞、苗乡故
事登上芭蕾舞台的尝试。

该剧编导之一费波表示：“虽然舞剧讲
述的是中国故事，但仍然具有国际化视野
和其独特性。苗族丰富的文化给我们的创
作提供了很多灵感，也让我们在芭蕾的表
达上有了新的尝试、新的突破。”

多彩的苗族山村、优雅的芭蕾艺术；
色彩浓烈的民族舞剧，相对含蓄的芭蕾光
色；繁重精细的苗族服饰，高贵简约的芭
蕾百褶……看似风格特色各不相同的元
素，通过艺术家的巧妙创作相互融合，碰
撞出中西交融的火花。

来自中芭的芭蕾舞演员们不断挑战和
突破自我，要让习惯了“开、绷、直”挺
拔舒展的身体，演绎展现肢体“三道弯”、
强调“向下”要求的苗族舞蹈，将民族舞
蹈语汇和西方芭蕾艺术完美结合。

舞美设计谭泽恩坦言：“我想将信息时
代的视觉特征融入舞剧中，比如将山的形象分解为山的轮廓、
山的结构等切片；房子则成了干阑式建筑样式、穿斗式构架、
夏夜的树影等切片；而苗绣，我想强调它一针一线的穿插律
动，让它成为方案中情感最充盈的部分。这些切片以分层的方
式被排列整合到不同的舞台场景中，对应各场次的场景要求。”

这是在疫情持续影响下，中芭艺术家们走进大山深处、走
进苗族山村采风创作的一次真情诉说。竹椅、背篓、芦笙、苗
鼓、摆手舞，芦笙飞扬、鼓声阵阵，这些极具中国民族性的元
素以西洋化的方式得以呈现，唤醒了老一辈观众们儿时的记
忆。芭蕾艺术之美、苗族山村之秀、少数民族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追求，在艺术家的足尖下尽情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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