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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近日热播的电影 《同桌的
你》 将无数人的思绪带回到校园岁月里。如今，又到了一批批学子即将告
别校园的季节，毕业生们用不同的方式向一段青春道别，在不同的年代，
留下了不同的故事。

告别青春的不同方式

青春的故事总是烙上时代的印记，如何度过毕业季，不同年代的人大
有不同。

如今的毕业生大都是“90后”，他们的毕业季没有定式和束缚。这边行
李还没打包好，那边街巷里的“散伙饭”已进入高潮。无论是“民国风”
主题毕业照、微电影还是别的方式，青春的基调就是与众不同。今年毕业
的“90 后”路林，打算在毕业演出节目 《反串版神雕侠侣》 中扮演杨过，

“他是我最爱的武侠人物，我要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和大家一起过把瘾！”

作为第一代独生子女，“80后”毕业生的关键词则大都跟集体有
关，不管集体聚餐还是集体旅行，都要朋友相伴。“80后”的王平毕
业 7 年，还时常记起毕业时全班的集体旅行，“11 名女生，22 名男
生，一个不少全都参加了。最后聚餐时大家都哭了。”

“70后”和“60后”的毕业故事，没有现在这么热闹，但也少不
了歌声和笑语，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的“70后”武程鹏还记得，临
毕业前的班级晚会，每个人都准备了一份礼物，大家随机抽取，所
有人拿到礼物都很开心。而“60后”的冉华，说到当年的毕业聚餐
还能笑出声来，那次学校食堂破例提供了酒，很多同学都是第一次
喝，很快就喝多了。

人生十字路口的抉择

毕业季，并不只是热闹与狂欢，还面临着人生十字路口的抉
择。不同年代人的迷茫，都与时代息息相关。

“我们毕业时伤感很单纯，只是因为分别和对踏入社会的忐忑，
现在的毕业生要考虑求职、人生选择，比我们那时候复杂多了。”
1985 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冉华说。在那个时代，毕业即就
业，因为政策上说，“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工作由政府分配”。当年留
校的冉华，如今已是一名大学教授。

1999年高校开始大规模扩招后，毕业生数量迅速增长。从2003
年的 212万到今年的 727万，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化。
在一年更比一年难的就业季下，毕业生的独立之路不再像当年那样
简单。王平还记得，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父母安排的。

面对着更大就业压力的“90后”，有着不同以往的价值观，宁愿
不工作也要玩好的想法，在本报所采访的“90后”毕业生中比较流
行。3月份发布的《2014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形势报告》指出，毕业
生对未来方向、社会需求的认知错位容易导致迷茫。在不久前的一
个调查中，如今的大学生“为自己的就业表示担忧”的仅占8.7%。

出路多元路路可精彩

“人的一生中挫折居多，一帆风顺的时候少，要让自己内心足够
坚强，以后的路才更好走。”作为过来人的冉华时常感慨，很多事情回头看
都是小插曲，但是处在其中的人总是最难过的，需要老师和家长对毕业生
多些关心。

就业形势报告支持了这一观点。尽管2014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相比
2013年增加28万人次，但从需求来看，今年面向毕业生的职位发布量比去
年增长 10.14%。民营企业、第三产业的发展，以及二三线城市的快速扩
张，都为毕业生带来了职业发展的机会。

24岁的“90后”杨雨晴，两年前毕业于中部一所民办高校，面对就业
市场的学历门槛，她多次被拒之门外，于是干脆进行了一次说走就走的西
藏旅行，途中打工养活自己。在一些陌生的地方度过了毕业后的迷茫期，3
个月前回到武汉开始工作。

“一想到工作后就没有时间这样放肆地玩儿了，就会对工作特别挑剔，
现在的状态谈不上是父母眼中的安定，却也足够了。”像杨雨晴这样的“90
后”，正在走出一条属于他们自己的路。

除了吉他和欢笑还有迷茫与抉择

又是一年毕业季
刘少华 石磊 范洪岩

工艺美术

“接地气”
文 冰

数数《舌尖2》有“几宗罪”

根据 《现代快报》、《金陵晚报》、《楚天都
市报》以及豆瓣等网媒的报道，梳理下来，观
众的吐槽基本上有如下几点：

涉嫌抄袭：
第一集 《脚步》 被指出有数个桥段与英国

广播公司经典纪录片 《人类星球》第四集 《丛
林树林生存者》很相似。特别是白马占堆爬树
为弟弟采蜜的那一段，“爬树的拍摄角度、手
法以及父亲出现的时机都一样”。还有第三集

《时节》 里的飞鱼场景，除了左右位置对调，
和英国广播公司的纪录片 《生命》中的镜头完
全一样。

涉嫌造假：
植物学专业人士对第一集 《脚步》 中白马

占堆爬上40米高的树采集蜂蜜却“没有任何保
护措施”发出质疑，因为根据专业知识判断，
这里的蜂巢不可能也那么高；同一集中为女儿
苦练钓跳跳鱼技术的父亲，实际上是请隔壁村
的“钓跳跳鱼冠军”当的“替身”。此外，观
众还“揭发”，第四集 《家常》 中河南琴童母
女的生活并不像片中表现得那样困顿等。

过多的“人文情怀”：
不少观众觉得 《舌尖 2》 着力靠人物故事

引出美食，像当下综艺节目中每个歌手背后都
有一个凄惨的故事一样过分煽情，让自己有泪
水无口水，是“偏题”了。“人文可以讲，但
融入讲故事中应该润物细无声，不能让吃货们
产生逆反心理，美食不能成了陪衬。”网友说。

剪辑快而乱过于跳跃：
不少观众觉得 《舌尖 2》 看得很累。比如

第一集《脚步》近60分钟的片子，涉及的美食
数量超过20种，从川渝豆花、秦岭蜂蜜、山东
煎饼，再到湖北房县小花菇、浙江红烧望潮
等，取景遍布中国东西南北中，甚至还提到新
加坡、法国等海外地区，确实很丰富多样，但
让人感觉找不到重点，有些像流水账，点到为
止，走马观花，转变得太快。第三集 《时节》
也给人这种感觉，有时显得混乱、仓促。

传递错误的价值观：
这方面最受人诟病的仍是第四集 《家常》

中河南母女的桥段。网友们表示，又不是远隔
千山万水，母女俩甚至连奶奶化疗都没有回老
家，爸爸 5年都没有来看妻女，“这是畸形的、
没有温情、爱情的价值观，只有对出人头地的
变态的渴望，这样的家庭做出来的红烧肉、河
南抻面，不该入选《舌尖2》”。此外，从《舌
尖 1》 开始，就有环保主义者批评这种纪录片
宣扬的是一种“被口腹之欲冲昏了头脑”的价
值观，“天地万物都成了食材，对待跳跳鱼等
动物非常残忍”。

值得注意的是，《舌尖2》剧组对起先媒体
和观众的一些质疑，进行了详尽耐心的回应。
比如总导演陈晓卿多次接受多家媒体采访，表
示英国广播公司的这些经典纪录片都是他和编
导们喜爱的，但 《舌尖 2》 中出现的涉嫌抄袭
的桥段并非抄袭而是“致敬”，“飞鱼”镜头也
是取得了授权以后才使用的。被观众和网友质
疑的一些分集的导演也进行了答疑和说明。更
重要的是，有的分集还根据观众的意见紧急修
改，比如第三集 《时节》 播出前就连夜修改，
增加了美食的比重。但是，等第四集播出后，
汹涌的恶评以及“片中人是编导公司签约演
员”的传言甚嚣尘上，陈晓卿等主创关闭了微
博评论，不再沟通。

红烧肉要不要放蒜，是各有所爱吗？

相比网络议论和观众零星口碑，一些学者
给出了貌似更为专业、更为冷静和自成体系的
评论，事实上是对 《舌尖 2》 表示支持。对
此，《中国艺术报》等媒体给予了大幅报道。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雷蔚真介绍，
在英国广播公司拍摄北极熊、田鼠等纪录片
时，由于播出时没有向观众解释拍摄手法，结
果在播出后有观众得知这些洞穴内的镜头是在
人工布置的环境中拍摄的，而并非自然环境，
也曾引发媒体风波和争议。他强调，大多数人
文类纪录片本质都不同于新闻报道，所以会存
在大量的“真实再现”等特殊拍摄手法。只要
没有刻意误导观众，这是可以理解和谅解的。

目前国内最著名的纪录片研究者之一、北

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纪录片中心主任张
同道认为，拍摄纪录片要强调的是一个整体事
件的真实性，为了达到更好的审美表达效果，
有时候会利用一些手法，允许采用再现的方式
来拍摄，这并不是一个触犯底线的做法。“至
于红烧肉要不要放蒜，是萝卜青菜各有所
爱。”张同道说，“希望观众用建设性的心态来
看待《舌尖2》，多一点支持，包括批评也是支
持。也希望大家尽量去了解纪录片这个行业，
了解它的一些规则”。

另一位国内研究纪录片的著名学者、中国
传媒大学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主任何苏六认
为，如果说 《舌尖 1》 把中国纪录片带进了公
众时代，那么 《舌尖 2》 则正在将纪录片引向
产业化的征程。前者在表现显见，后者则在表
现深层，更能显示主动和自信。周播、冠名、
插广告等，也在昭示纪录片真正在电视媒体上
占据了一席之地。

但令人遗憾的是，支持的声音基本上淹没
在网络吐槽里。

越炒越热，越骂越红？

其实，从观众心理和创作者、出品方心
理上都可以分析 《舌尖 2》 被吐槽的原因。
有人认为，最重要的是：由于 《舌尖 1》 的

良好口碑，人为拉高了观众对 《舌尖 2》 的
期待，而 《舌尖 2》 播出时间一拖再拖，千
呼万唤始出来，令很多“舌尖粉”对它的期
待空前高涨，并且准备好像 《舌尖 1》 那样
垂涎三尺，但主创们却进行了一些改变，《舌
尖 2》 从美食片变成人文片，造成了观众心
目中的极大落差。

从目前的成片来看，《舌尖 1》 的巨大成
功，也使创作者的心态不能平静。陈晓卿承认

“自己有压力，大家常做恶梦”，一些编导也承
认播出前自己“战战兢兢”。由于太想做好片
子，大家就狂拍素材，这从编导透露的150∶1
的素材使用比例也可以显示出来，而剪辑时又
手足失措，无所适从。另外，为了获取更大的
收益，央视采取了一周一期的播出方式，这固
然引来了超乎寻常的两亿元人民币的收益，但
是也让网络恶评有了充分发酵的时间。此外，
片子每集都有不同的主创，必然造成质量参差
不齐，夸奖的话显得庸常，而批评却显得格外
尖利。

按照既定安排，《舌尖 2》 共 8 集，其中 7
集是美食内容，一集是花絮。现在，剩下 3 集
的播出状况将如何，尚不得而知。有位央视资
深编导的态度开玩笑地对记者说：没关系，越
炒越热，越骂越红。《舌尖 2》 的主创和观众
们，又会怎么想呢？

《舌尖2》：在重重吐槽中裸奔
本报记者 苗 春本报记者 苗 春

2012 年，电视纪
录片《舌尖上的中国》
（ 以 下 简 称 《 舌 尖
1》） 一炮而红，赢得
口碑鲜花无数，也创下
单集4万美元的国产纪
录片海外发行纪录；今
年4月18日，《舌尖上
的中国》第二季（以下
简称《舌尖2》） 又以
每周一集的速度开始在
央视播出，仍然引发了
轰动效应，不过，这一
次是一拨接一拨的吐
槽。

有媒体报道，《舌
尖2》放映时曾进行过
一个网络调查，希望观
众点选自己收看时的状
态 ， 设 置 的 选 项 是 ：

“1，眼含热泪；2，口
水四溢；3，流下的不
仅 是 口 水 还 有 泪 水 ；
4， 静 静 观 看 。” 结
果，除了很多观众选第
三项，更多的网友选择
了好事者补充的第五
项：“奋力吐槽。”

鸡蛋壳拼的紫禁城、“废铜烂铁”铸的中华神兽、丝绵做的土豆……
“1895中国当代工艺美术系列大展优秀作品展”近日揭开了神秘面纱。散布在
国家大剧院东展厅和公共空间的200件艺术珍品，不仅让艺术殿堂多了一份温
馨灵动的意蕴，更从不同方面反映了当代工艺美术的最高水准，挑战着观众
的想象力。

作为目前中国当代最具权威的工艺美术大展，本次展览分为纤维艺术、
金属艺术、漆艺、陶瓷艺术、玻璃艺术五大系列，200件精品从2000多位作者
报名的2575件应征作品中遴选出，不仅囊括了“1895中国当代工艺美术系列
大展”中的所有获奖作品，而且集结了来自全国美展、世界巡展等相关国际
艺术和工艺大展的获奖作品，堪称“当代国内顶级工艺美术大检阅”。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名誉院长冯远表示：
“展览以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和产业领域中工艺美术所取得的创新成果为重点，
展示最具创新性、学术性、实验性的当代工艺美术领域的新品力作，搭建起
高端的学术平台，推动当代工艺美术教育与产业的协同发展。”

“工艺美术来源于生活，来自大众，只要你有创意，你也有希望成为艺术
家！”开幕当天，迎来了一位特殊的“讲解员”，他就是展览策展人、清华大
学美术学院工艺系主任、纤维艺术家林乐成，对于每件作品，他都如数家
珍，热情介绍，怕错过每一个细节。

“之所以主动担当讲解员，主要想拉近艺术与公众之间的距离。这便是选
择在大剧院办展的初衷，”林乐成表示，“艺术和生活密不可分，工艺美术更
是如此。国家大剧院作为一个首都文化的地标性建筑以及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表演艺术中心，与公众之间有着天然的亲密联系，也使得工艺美术展能够超
越专业领域，融入社会，融入生活，产生更大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