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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女性题材的影视作
品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女性渴
望被注视、被理解、被关怀、被
记录。在此背景下，聚焦育龄女
性的电视剧《我是真的爱你》应
运而生。该剧由女性视角展开，
通过职场未婚女性、职场妈妈、
全职妈妈 3种不同女性身份，围
绕“生育”的主题进行延展，在
对社会的真实写照和个体的困惑
还原中强调女性价值。

《我是真的爱你》以现实主义
笔法描绘出当今女性的生存图
鉴，反映了育龄女性面临的现实
焦虑。无论是在职场打拼的萧
嫣、新手妈妈陈娇蕊，还是全职妈
妈尤雅，在工作和生活中都会遇
到婚育选择、年龄焦虑、性别歧
视、情感危机等困境。如何保护
母婴群体、如何尊重女性的话题，
再次被放到大众面前，借由剧中
女性角色的遭遇，不断延展议题
边界，引发女性群体的共情。

在创作过程中，该剧首先用女性的眼睛、内心来
体察女性。编剧王宛平表示：“我们最想通过该剧传
达‘整个社会都应该体谅女性’的理念。女性要承担
社会、经济、家庭等各项责任，相比男性，承受的压力
更大。而且，生育是女性面临的最重要的‘坎’，社会
应该给予足够的关注和理解。”正是有了这样的创
作理念，这部剧始终对女性给予正面的鼓励和引
导，借此实现了文艺作品与观众间的情感共鸣。

人物是一部剧的基石，这部剧塑造了生动、真
实的女性群像。几个男性角色也不是女性角色的

“上升阶梯”“救命稻草”。整部剧给予男性和女性
各自发声的机会以及立场的剖白，在对比碰撞之
中，呈现女性的境遇和成长。

为了庆祝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近
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放了电视纪录
片《一跃跨千年》。该片将客观理性的宏
大叙事与打动人心的细微个案相结合，
让悲惨灰暗的历史往事与幸福光明的小
康生活形成鲜明对比，令观众印象深
刻。观看该片，犹如翻开一幅精彩的历
史画卷，我们看到了高度浓缩的西藏 70
年历史，也看到了创作者对历史题材纪
录片的探索和实践。

该片上集聚焦中央政府治藏方略与
顶层设计，以1951年5月23日西藏和平解
放为起点，梳理了70年来中央政府治藏方
略不断与时俱进地丰富与完善的历程，包
括特殊历史背景下的重大政治决断、政治
层面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建设等，以珍贵的
影像、权威的资料，反映了 70年来西藏发
生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变化。与上集的政
治宏观角度不同，该片下集聚焦微观层
面，通过不同领域、不同时代的典型人物
故事，展现了70年来西藏各项事业从无到
有、从有到强的发展历程，反映了中央治
藏方略如何一步步造福西藏百姓，西藏人
民的幸福指数是如何一步步提升的。

该片在叙述重大历史事件时，注重
寻找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当事人，通过对
他们的采访，将历史细节真实还原，表达
历史事件给普通百姓带来的切实感受。
如上集中，昌都战役胜利后，岗托村升
起了五星红旗，这个村也成为西藏解放
第一村。当年8岁、如今已70多岁的村民
普巴回忆，当时他经常去解放军军营玩，

“解放军对老百姓好得很，不像以前的藏
军对老百姓又打又骂。我跟解放军一起
吃饭，我第一次吃米饭就是在军营里”。
下集中讲述了3位耄耋闺蜜手工制造护肤
品的故事，她们免费为往来行人、游客涂
抹在脸上时，绽放出自豪、幸福的笑容，展
现了生活在小康西藏的岁月静好以及各
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和谐共处。这样充满
温情的瞬间在片中随处可见。从一个个
具体的故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西藏各族百姓70年来丰富
的表情图谱，感受到他们一年比一年更加喜悦、快乐的心情。

该片积极探索纪录片的影像语言表达方式，寻找符号化的
线索，更好地贯穿历史，呈现主题。如上集紧紧抓住西藏70年
来“从黑暗和痛苦不断走向光明和幸福”这个核心，在解说词
中多次巧妙地运用“阳光”这个语汇：“清晨，金色的阳光照耀
着雪域高原。来自太阳的光辉，驱走了高原的严寒。阳光下，
格桑花开得分外鲜艳。”“在这个离阳光最近的高原，西藏各族
人民与全国其他民族—样，在伟大祖国的创造与发展过程中，
尽了自己光荣的责任。”“1951年10月26日，人民解放军进藏部
队进驻拉萨。拉萨街头，遍地阳光。”

该片还充分运用百姓耳熟能详的歌谣、谚语、歌曲，引发
观众情感共鸣，唤醒历史记忆。如旧西藏在农奴中流行的歌
谣：“即使雪山变成酥油，也是被领主占有；就是河水变成牛
奶，我们也喝不上一口。”新西藏在百姓中流行的谚语：“相亲
相爱，犹如茶与盐巴；汉藏团结，犹如茶与盐巴。”著名藏族歌
唱家才旦卓玛演唱的 《翻身农奴把歌唱》《北京的金山上》 和

《共产党来了苦变甜》等歌曲，在片中都得到恰当的运用。
《一跃跨千年》从打动心灵的真实案例出发，用影像语言创

新性地书写了西藏70年的巨大变迁，是讲好中国故事、讲好西
藏故事的用心之作、成功之作。

（作者单位：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独创针法绣出“宇宙星空”

在今年 4 月 24 日举办的中国航天日启动仪式上，
陈英华的“宇宙星空”系列刺绣作品获得了国家航天
局首届“太空探索与艺术创想大赛”特别奖，故宫博
物院原院长单霁翔为陈英华颁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华春莹也在推特上热情推荐了陈英华的系列作品。由
于结合了传统工艺和当代科技，加上做工精美绝伦，
这些作品在网上爆火。

面对仿佛突如其来的赞誉，陈英华会对采访者提
到小时候家里没有电，爷爷奶奶带领孩子们遥望夜
空，给他们讲述嫦娥奔月、牛郎织女等神话故事的情
景。自那时起，对神秘星空的向往就扎根在陈英华心
中。几年前，她在苏州青少年天文观测站一位老师那
里看到一组哈勃望远镜拍摄的宇宙星空图，黑暗中发
光的天体，让敏锐的陈英华一下子联想到苏绣丝线在
不同光源照耀下千变万化的光彩。一个想法闪现：把
星空用苏绣表现出来会是什么样子？压抑不住内心那
份期待和冲动，陈英华拾起了绣针。她感慨：“在刺绣
的过程中，丝线的穿梭就像星空一样无边无际，变化
多端。”足足6个月后，她绣成了“宇宙星空”系列的
第一幅作品——《蟹状星云》。

陈英华说，经过不断开拓，这一系列已有 26 幅作
品，但这幅60cm×60cm的《蟹状星云》一直都是她最喜
欢的。蟹状星云诞生于 1054 年发生的一次超新星爆
发，我国宋代天文学家记录了这一天文现象，称其“芒角
四出，色赤白”。这颗非常明亮的“客星”23 天后消
失。超新星的遗迹，就是蟹状星云。为了呈现逼真立
体的效果，陈英华创新技法，尝试用不同方向的针法
和粗细长短不一的丝线绣制。如为了表现蟹状星云缥
缈的云雾感，最细的绣线是一根丝线的1/32，细如蛛
丝。陈英华还为此独创了几款“星空针法”，表现出宇
宙中亮光的星星点点以及喷发感。此外，她还结合穿
珠的手法，将小珠子的立体感融合在画面中，使整个
星空呈现出独特美感。

坚持传承苏绣技艺

题材和技法大胆创新的背后，是陈英华对传统的
坚持和传承。采访中，陈英华提到最多的就是“坚守
传统”“练好基本功”，在她看来，这是每一名苏绣绣
娘首先要做到的，“至少要经过 5 到 10 年的学习、历
练，才有创新的可能。”她说。

陈英华自身的经历正是如此。她从小就看奶奶、
母亲穿针引线，自己从捉着绣针玩耍开始，逐渐尝试
简单的日常刺绣。14岁时，陈英华正式开始跟母亲学
刺绣。母亲绣了一幅玩线球的小猫，让她模仿学习。
陈英华绣完后觉得没有母亲绣得灵动，倔强的她把绣
品拆了绣，绣了又拆，不断调整改进，两个多月后，
终于绣出了自己满意的成品。从那时起直到现在，她
始终记得母亲的教导：“刺绣一定要专心，每一针下去
都要有想法。我们手上的针，相当于画家手中的笔，
在刺绣前应该把要刺绣的图案看懂。”

不为人知的是，精巧美丽的苏绣作品背后，是绣

娘们超出常人想象的艰苦付出。从投身这个行业起，
陈英华几乎每天都要埋头飞针走线十几个小时，日积
月累，她患上了多种职业病，诸如颈椎、腰椎劳损，眼
睛高度近视等。但她为自己和绣娘们的坚韧、勤劳感
到自豪。她说，小时候住平房，夏天小姑娘们都在院

子里一起做刺绣，“大家就比着绣，如果谁白天有事耽
搁了进度，晚上一定会加班加点把自己落下的补上。”
如今依然如此，她一旦捡起绣针，常常就停不下来。

其实，陈英华从事传统苏绣获得的肯定，相比
“宇宙星空”系列作品并不逊色。从 2003 年起，她参
与了故宫博物院苏绣原状文物复制工作，至今已为故
宫的倦勤斋、符望阁、延趣楼等复制了 100 多幅双面
刺绣文物。起初，故宫的工作人员带着苏绣文物残片
样稿，在苏州寻找老中青三代非遗传承人试做，陈英
华作为最年轻的绣娘入选。故宫的文物复制工作要求

“修旧如旧，复古如古”，加上文物很珍贵，她只能拍
下照片，自己尝试着进行，有一点拿不准的，就需要
到故宫校对修正。对陈英华而言，文物复制不仅是一
份工作，更是一个学习和提升的宝贵机会。她说，通
过复制乾隆时期的双面绣，她看到了古代刺绣工艺的
精巧和严谨，更难得的是还学到了诸如双面打籽这类
已经失传的绣法，提高了自身的刺绣水平，也将珍贵
的宫廷苏绣工艺传承了下来。

让更多人了解苏绣

多年来，陈英华一直不遗余力地传承苏绣，培养
更多年轻人。她忧心地说：“苏州之前号称有 8000 名
绣娘，但根据不久前的统计，当地目前35岁以下的绣
娘只有几百人，迫切需要年轻人加入传承的行列。”陈
英华看到，愿意接续从事家族刺绣业的年轻女性越来
越少。为了尽可能地吸引年轻人，只要刚毕业的大学
生或外地慕名而来拜师的人学满 3年以上，她就不收
学费。

陈英华还努力承担起苏绣文化志愿者的职责，进
行了多种苏绣教学工作。她曾在特殊学校教聋哑学生
学习苏绣，让她们在传承苏绣的同时，也收获一门技
艺，拥有更多就业机会。她也受邀到南京女子监狱开
办苏绣兴趣班，为服刑人员改造助力。她还参与了甘
肃东乡扶贫项目“绣美东乡”，推动精准扶贫工作。炎
炎暑期，她还到孩子们的兴趣班传授苏绣的初级技
法。她开办了陈英华刺绣艺术馆，希望有更多的人前
来参观、学习。面对前来请教的人，不论是初学者还
是绣娘，她都毫无保留，倾囊以授。

为了积极推动苏绣“走出去”，陈英华曾作为中
国文化志愿者，去毛里求斯等国家传播苏绣，开办
苏绣培训班；也曾作为我国传统艺术的代表，携带
作品随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到格鲁吉亚、墨西哥、美
国等国家交流、展览，“宇宙星空”系列作品更是在
国际上获得热烈反响，使她和不少热爱苏绣的中外
人士成为朋友。

来自海内外的荣誉傍身，陈英华却选择和荣誉保
持一定距离，依然专注苏绣。她笑着说：

“别人跑来告诉我，我的‘宇宙星空’上热
搜了，我还问什么是‘热搜’呢。”她的下
一步工作，是绣制中国古代的敦煌经卷星
图、古建筑的夜空图，还有火星“侧颜
杀”等。在陈英华手中，苏绣会变得越来
越新潮；在她的影响下，爱上苏绣的年轻
人一定会越来越多。

农民画以村落文化为母体，以民间美术为造型基
础，是民族民间美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新中国
成立以来形成的画种，农民画融合了农耕生活文化、民
间传统艺术和鲜明的时代主题。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
农民画经历了从主题宣传、现实创作、乡土回归到多元
化发展的过程。时至今日，农民画的概念已经从以画家
群体的定义方式逐渐转向以绘画风格来定义。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潘鲁生谈农民画的
发展

在作品中体现哲学思想固然重要，但除了哲学思
想，更重要的是展现一个人的精神气象。真正的

“新”，是用作者的精神气象去感染作品，让作品体现
思想高度、精神修养，这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而不
是仅仅追求图式上的“新”。

——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张胜伟谈篆刻和书法

博物馆应该清晰地表明自身作为社会教育机构、
作为表达和阐释载体的身份，从以物为中心，尤其是以
宝物为中心的执念中解脱出来。“物”仍然是博物馆业务
的中心，但是并不必纠结于“原物”，更不必追逐“宝
物”。作为社会公共性产物，博物馆在服务社会公众的
路上，替代性甚至多元展品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上海大学特聘教授徐坚谈博物馆的教育功能
（张靖仪整理）

作为影像时代传播力极强的视听叙事文本，纪录
片被形象地称为“国家名片”“国家相册”，在跨地
域、跨国别、跨民族传播中，承载着展示国家形象的
重要功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近期推出的纪录片 《国
家公园：野生动物王国》，真实记录了中国国家公园中
妙趣横生的动物故事、罕见奇妙的自然场景和人与动
物的温情互动，潜移默化地诠释了“万物有灵”“敬畏
自然”“天人合一”的中国生态智慧。生机盎然的野生
动物成为生态治理中国方案最有力的代言人，塑造了
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国家公园：野生动物王国》打破“以我为主，我
说你听”的惯性思维，从自然视角切入，聚焦人类共
同面对的生态困境。该片吸纳自然类纪录片的国际先
进技术与理念，创作团队国际化，用全球视角，自信
开放地邀请外国同行一起讲述中国故事，如央视中文
国际频道播出的就是由英国女演员凡妮莎·柯比英文配
音、配中文字幕的版本。

在媒体社交化时代，“晓之以理”不如“动之以
情”，平等交流、具有亲和力的讲述者才能触发“心灵
相通、休戚与共”的共情效应。《国家公园：野生动物王
国》抛弃了劝导式说理传道，也避免了“人类中心主义”
的狭隘，该片真正的叙述主体并非摄像机后面的编
导，国家公园里形形色色、精彩纷呈的野生动物才是
故事的主角，也是故事的讲述者。这决定了讲述故事
的语态和语气：温情、质朴而真诚。观众感受到的是
人与动物相通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每一个登场的
动物都有着不同的性格和脾气，无论是大熊猫、金丝猴、
雪豹、藏羚羊等“明星动物”，还是飞速滑翔的鼯鼠、潜行
捕猎的藏狐、行踪诡秘的兔狲。国家公园也不再是一般
意义上的地域景观，而是野生动物生存繁衍的自由乐
土。无数人精心守护着这片乐土，默默奉献：护卫队全
程护航藏羚羊的万里迁徙，护林员常年为长臂猿搭建树
冠桥梁，科学家倾注一生心力从事野外研究……可爱的
动物，可爱的人，可爱的国家公园以及它们所在的国度，

“可爱”层层叠加，传播的“涟漪效应”不断扩散。
纪录片做到好看、有趣是必要的，但优秀的作品

一定有着深层意义的表达。如果说视听影像是第一文
本，那么第二文本则是蕴含其中的生态观，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是当下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思想来源。当然，这一切的现实推动力量更源自
国家对生态优先的重视、决心以及投入。如武夷山国
家公园实施退茶还林的生态补偿机制，茶园面积只减
不增，为的是把土地还给动植物。作为全球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中国主张、中
国智慧、中国方案并不是虚拟悬浮的，野生动物王国
里发生的一切，就是中国生态建设的一份成绩单。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一根绣针勾勒绚烂星空
张靖仪 苗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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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正式印发《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
截至2020年，中国已经开展了三江源、东北虎
豹、大熊猫、祁连山、海南热带雨林、神农
架、武夷山、钱江源、南山、普达措等多个
国家公园试点，总面积达20余万平方公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近期推出的纪录片《国家
公园：野生动物王国》，反映了中国试点国家
公园的实践，不仅在国内引发好评，而且发
行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诠释中国生态智慧
顾亚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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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绚烂的星空和牛郎织女的
传说，寄寓了一代代中国人的美好向往和真挚情感。如今，一名苏州绣娘以针代笔，将
这份浪漫定格在手中的苏绣工艺品上。凭借一系列以“宇宙星空”为主题的绣品，陈英
华令网友惊艳，在海内外走红。

苏绣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出生于苏州镇湖刺绣世家的陈英华，至今已学习和
创作苏绣工艺品30多年。在传承非遗文化的同时，她致力于突破传统的限制，开拓主
题，创新工艺，让这门古老的技艺焕发出新的生机。

《一跃跨千年》中，那曲市申扎县下过乡德仁村村民参与乌
尔朵大赛。乌尔朵即用来抛石块的绳子，使用乌尔朵是牧人们
的传统技能。 出品方供图

题图：陈英华工作照。 钟成磊摄

《蟹状星云》（苏绣） 陈英华作《蟹状星云》（苏绣） 陈英华作

2021年4月24日，陈英华获得首届“太空探索与艺
术创想大赛”特别奖。图为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
为她颁奖。背景板是陈英华“宇宙星空”系列作品之一

《马头状星云》投影局部。 本文配图均由陈英华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