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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记得上次爸爸是什么时候回来，好久好久了。我出生的时候，
爸爸就不在家，爸爸很少陪我，我都快记不清长什么样子了。”当6岁的
小朋友杨美珍说出这句话时，很多观众都在电视机前流下了眼泪。

这是近日大受好评的纪实真人秀 《中国爸爸》 里的一幕。包括杨美
珍在内的 16 个孩子，远赴俄罗斯、赞比亚、古巴、阿联酋、巴西、斐
济、斯里兰卡等10个国家，踏上了不同寻常的海外寻父之旅。他们的爸
爸是谁？为什么要去找爸爸？当所有问号得到解答后，这个节目带给人
们的是不一样的感动和敬意。

关注不一样的群体

近年来，荧屏上与“爸爸”主题有关的亲子节目很多，大部分明星云集、
以娱乐为主。即使在如此激烈的亲子节目竞争中，由世熙传媒和四川卫视
联合推出的《中国爸爸》，还是给当下的真人秀带来了极大的惊喜。

首先，这个节目关注的“爸爸”是一个普通而又特殊的群体——他
们不是明星，是普通老百姓，是中国外派的海外务工人员。据商务部统
计，2004年至2014年10年间，中国外派和外出务工人员达到760万余人。

正如节目中所呈现出来的一样，在海外务工的工作人员身处异国他
乡，与家人长期分离，除了要克服沟通、饮食等生活问题外，还要面对动荡
不安的社会环境，十分艰辛。比如小朋友杨美珍的爸爸杨经伟，是中国中
铁的一名工作人员，从2009年开始参与中国在委内瑞拉的高速铁路工程，
因为在遥远偏僻的异国他乡工作，他甚至连女儿出生都没有回家。

“这个节目是用平民的角度和一种朴素的呈现来讲述一个中国的故事。”
四川广播电视台副总编辑刘萌说，“这个故事不仅内含亲人分离的痛，还包含
着中国工人为家国梦想的付出，延展开的还有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艰辛。”

事实上，中国外派的务工人员加上亲戚朋友，涉及面可能是几千万
人的群体。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二事业部副总经理表示，
这个群体一直默默地在奉献，然而并没有被特别的关注。《中国爸爸》关
注到这个群体，让他们知道自己并没有被遗忘，这对于他们来说是莫大
的肯定和支持。

表现不一样的情怀

作为一档纪实真人秀节目，《中国爸爸》通过细腻的镜头和真实的呈
现，塑造了在海外工作的“中国爸爸”的群像，揭示了海外工作人员的
艰辛与贡献，还以“父子团聚”为主线，用温情的手法刻画了这些家庭
为了国家繁荣、乃至世界经济发展所作出的努力。这种通过捕捉日常细
节来传递正面价值的表述方式，受到了各界人士的一致认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传媒研究中心秘书长冷凇表示，《中国爸爸》这
个节目做得好，在于节目用艺术的手法解读了多重社会关系，其中就包
括国家和家庭之间的关系。国家、家庭、家教和家风在这个节目中都有
体现。这个过程当中，父亲对孩子的家教是遥而可及、润物无声的，从
孩子身上可以看到父亲的性格，这些都是宝贵的。

中国中铁宣传中心主任曹艳春认为，这个节目从始至终贯穿一个主线，就
是家国情怀。把我们工人阶级的形象和这种情怀紧紧结合在一起，把国家的
大爱、家庭的小爱、父母对子女之间的爱紧紧融在一起，这些都是非常成功的
地方。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尹鸿指出，《中国爸爸》“是一个特别好
的创意”，特别是节目对国家形象的传播、对国企形象的传播，以及对中国精神
的传播，体现了多角度的正面价值。“已经超出了一个电视节目原来可能想打
造的目的，已经变得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了”。 （文 纳）

上图为杨美珍和她的爸爸在委内瑞拉

关注海外务工家庭——

不一样的“中国爸爸”

很长一段时间里，打开电视机，各大卫视都在黄金时段比
拼大综艺，抢占娱乐市场。娱乐节目固然可以让人放松，但看
多了不免让人产生审美疲劳，看完后如过眼云烟没有什么收获。

电视节目不能只停留在扁平化和娱乐化——许多电视台都
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近年来不断在深度和厚度上做文章，推出
了不少制作精良的知识竞技类节目、传统文化类节目和人文类
节目，深得各方好评。如浙江卫视，在 《中国好声音》、《奔跑
吧兄弟》 等综艺节目已取得广泛影响力的同时，打造了一批高
质量的人文类节目，如 《中华好故事》、《人文深呼吸》、《一本
书一座城》，展现了电视媒体对人文理想的坚守。

腹有诗书气自华。有没有叫得响的文化节目，是考量一个
电视频道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之一。人文类节目看似比较小
众，在收视率上没有竞争力，实际上却是一个电视频道品位与
情怀的真正体现。

《中华好故事》 能把一档传统文化类节目做得既有益又有
趣，《一本书一座城》在没有任何赞助的情况下做出了“特殊的
美感”，说明浙江卫视不仅有打造出《中国好声音》和《奔跑吧
兄弟》 等标杆类综艺大片的实力，也有在喧嚣之外释放人文节
目独特美学的品位，和静心守护纯粹电视理想的情怀。

放眼目前国内的综艺节目，竞争越来越激烈，为了吸引观
众、占领市场，各家卫视都不断地推陈出新，每年都会有几十
档或全新或改版的综艺节目亮相荧屏。抛开炫目的明星包装，
无论什么样的节目，都应该让观众在观看后收获或感悟些什
么，才能无愧于庞大的传播资源与渠道。

除了让观众开心一笑，放松神经，中国电视还需要给人
营养。反哺读书和普及文化，电视台应该当仁不让。《中华好故
事》、《一本书一座城》 等节目的热播，为当今真人秀如火如荼
的电视屏幕注入了一泓文化清泉，它们很好地把握住了当下受
众精神需求的律动。无论从节目形式还是内容上，都走出了一
条创新之路，以崭新的人文节目理念与创新思维拓展了电视文
化人文类节目的发展空间。

不妨让电视

多些诗书气
聂 聆

这段时间青春片扎堆，涌现出
《何以笙箫默》和《左耳》等片，虽然挑
起了国产片票房的大梁，但也没少挨
骂。一边是口碑差，一边是有观众，
青春片一如青春，呈现出经纬分明、
色彩鲜明的“两极现象”。

（一）

青春片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网络
电影 《老男孩》，那是典型的青春怀
旧片，口碑也不错，但真正引爆青
春题材的还是 2013 年的 《致我们终
将逝去的青春》，7 亿多票房至今没
被超越。当然，《致青春》 之后青春
片就陷入了“叫座不叫好”的怪圈。

青春片属于中小成本电影，投
资 不 多 ， 拍 摄 周 期 不 长 ， 但 有 市
场，性价比高，像去年的 《匆匆那
年》，票房近 6 亿，制作投资还不到
4000 万，所以青春片很快就成了气
候，这是不以个人好恶为转移的。

由于青春片是新兴电影，类别
划分还不成熟，但大致可分为校园
青春片和社会青春片。前者的爱情
故事主要发生在上学期间，像 《同
桌的你》；后者像 《何以笙箫默》，
主要的爱情故事是在学子们离开学
校、踏上社会之后。青春片最大的
优点在于爱情的纯真和纯情，最大
的特征是讲述现实语境中学生的初
恋和青春成长——这点有别于一般
的爱情片。

（二）

青春片的目标受众是处于青春
期的青少年，他们正在长大，但还
有些懵懂——这里有一个误区，很
多 人 觉 得 青 春 片 的 主 角 若 是 “85
后”，那就是主打“85后”观众，是

“90 后”就是给“90 后”观众看的，
其实不是这样，青春片不是某代人
的情感回忆录。青春片有点像琼瑶
的言情小说和金庸的武侠剧，可以
影响几代人，而不限于某个年龄段
的青年人。

当然青春片有怀旧的观众，他
们倒是可以按年代来划分。对这些
过来人而言，青春片里有属于他们
那个年代的纯情，所以往往能引起
怀旧。尤其是当现实生活中的爱情
和婚姻被非感情因素左右，幸福指
数和安全感不高的时候，这种怀旧
往往能给心灵打开窗口。

初恋、青春成长、怀旧是能带
给人美好情愫的，但青春片为何又
遭遇骂声一片呢？当然，这骂声有
善意的、有恶意的，但不管怎样，
青春片自身是有问题的，最突出的
要数情节俗套和人物不真实了。

出国、车祸、堕胎、父母破产
等桥段在青春片里比比皆是，备受
诟 病 ， 尤 其 是 堕 胎 ， 引 来 恶 评 一
片。连苏有朋谈到 《左耳》 时，也
以片中没有堕胎来表明影片的与众
不同。不过 《左耳》 里没有堕胎但
是有车祸啊，而且还是两次，所以
还是没能跳出窠臼。青春片的人物
也不够真实，很多观众往往是一边
欣赏着青春的颜值、怀旧着自己当
年的纯真，一边对故事中的人物不
以为然：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根本不
这样，没那么开放，没那么多事儿
……影片太假了。

这些都是表面上的问题，青春
片真正致命的是热闹背后的选题危
机。从创作的角度看，青春片之所
以火了，是因为找到了一个新的题
材领域——校园青春和爱情，但这
个面太窄了，受制于教室、食堂、
宿舍“三点一线”的生活，受制于
小 学 —— 中 学 —— 大 学 的 成 长 历
程，不能天马行空地想象和构建，
所以青春片往往借助于车祸、堕胎
等 来 推 进 剧 情 —— 老 耍 “ 三 斧 头

半”当然成问题了，但这也是可以
理解的。

另外，观众对青春片的要求可
不低。对于科幻片和超级英雄片，
观众消费的是造梦和奇观，对故事
的真实性、个人行为的合理性不会
太较真；而青春片不是这样，每个
人都有青春，也容易拿自己的真实
青春去对比，甚至“对号入座”，所
以青春片更加众口难调。

（三）

青春片要重树形象，洗刷掉一
身的口水，甚至污水，没有捷径可
走，题材再不好拓展也得拓展，也
得去求新求异求变。《左耳》 在这方
面做得不错，影片找到了学校和社
会之间的“灰色地带”，讲述了所谓
的好孩子和坏孩子间的爱情，是有
新意的。

除了拓展题材，青春片还应推
进 类 型 化 ， 尽 力 打 造 成 熟 的 类 型
片。题材毕竟是受限的，但类型化
可以在同类题材上做文章。像吕克·
贝松监制的 《飓风营救》 系列就是
典型的类型片：片中不是女儿被绑
架，就是妻子遭遇不幸，《飓 3》 里
女儿已怀孕，估计 《飓4》 就该是这
孩子被绑架了——创新不足，但还
是可行的。

当然，国产电影不太推崇这种
类型化和模式化生产，也没有这个
传统，除了早年的贺岁片，最适合
类型化的商业大片十多年来没有大
的进步。张艺谋、冯小刚、姜文这
些大导的片子，从内容到形式都不
相同，同一个人的大片风格也不一

致，何谈类型化？但话又说回来，
青春片有年轻优势，而且已被逼到
了这份上，就不怕失败，去啃啃这
块硬骨头，去闯闯，看看能不能闯
出条新路。

青春片在努力前行的同时，也
得注意不要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像

《何以笙箫默》，片方面对网友的吐
槽，声称很多槽点是预埋的——如
果这不是“自黑”和自嘲、而是实
情的话，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
槽点可以引起吐槽，用吐槽提升关
注度是拉高单片票房的有效手段，
但损害的是品质，给青春片的形象
抹了黑，是急功近利、甚至杀鸡取
卵的表现。

青春片火起来容易，一直火下去
难。如果能解决目前存在的创作层
面上的问题，青春片就可以成为最炙
手可热的国产类型片，如果不能，也
不 会 消 亡 ，但 会 冷 下 去 、“ 泯 然 众
人”。青春片将何去何从？这个问题
借鉴贺岁片和商业大片的发展历程
看，多则三五年、少则一两年就会有
答案；换言之，青春片用于嬗变、用
于给自己正名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青春片有待时间检验
史兴庆

青春片有待时间检验
史兴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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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京法语联盟、北京天视全景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联合主办、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文化交
流部和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联合协办的“仁智
各见——中法两国漫画家的视觉交叉”漫画展活
动日前在北京举行。

在中法两国漫画家多年的交往与合作中，两
国的漫画家们是如何看待对方国家的人文、饮食
和生活的呢？这一切都将在中法两国16位漫画家
的画作中得到全面展现。

法国“漫画风”刮入中国

在开幕式的短片中，漫画作者陆明这样说
道：“当一个人在家里画画，一想到法国那些朋友
这时也在那边正画，你就不会感到孤独”，漫画成
为两国作者精神交流的桥梁。长久以来，国内市
场最为流行的是日本漫画和美国漫画，读者对于
欧洲漫画知之甚少。中法漫画展正提供了传播的
平台，也让法国的漫画风格悄然影响着中国画家。

中国的连环画在世界上有着辉煌的历史，它们

最初都以单幅图配文字的小人书形式呈现。
在中国开创分镜式连环画的王可伟，他的画风
就留有着法国艺术的烙印。“在没有形成自己
的风格前，我的画风其实是在学习法国大师托
皮先生，以至于漫画发表后，许多读者误以为
是法国人画的。”在他看来，法国漫画家专业性
强、想象力丰富、表现形式多样，并且终生从事
绘画。中国有广阔的市场，借鉴国外艺术必将
创造国内漫画的繁荣。

画家聂峻在谈到欧洲读者时表示，法国有
许多家庭都爱看漫画，各行各业都遍布读者，
年龄差别也很大。欧洲爱好者对漫画的尊重，
既表现在对画家这一高尚职业的肯定，又体现
在对书籍的珍爱与保护上，这一习惯也在逐渐
影响着中国。

中国漫画描绘法国文化

中法漫画的交流愈加频繁，仅天视全景
带去法国的中国漫画作者已有数十人。他们
用各自的画笔来想象对方的国度、文化和生
活。他们的作品各不相同又充满乐趣，在不
经意间体现了文化交流的真正含义。

专程前来参观的戴女士表示，中法漫画
展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展示了两国文化，使交
流过程变得更加有趣。

北京法语联盟校长李岚在接受采访时
称，活动一方面提升了中国民众对法国文化
的兴趣，另一方面又通过漫画这种简洁的形
式引起有关社会生活的思考。“这样的活动还
会继续，我们将邀请更多的艺术家来到中
国”，李岚兴奋地告诉笔者。

优酷土豆
携手大疆

共建航拍平台

新疆克拉玛依魔鬼城、
正在喷发的火山口……这些
平时难得一见的景致，今后
都将有望在视频网站上看
到。优酷土豆日前宣布与
DJI 大疆创新结成战略合作
伙伴。双方表示，将充分利
用优酷土豆的网络视频资源
和文化娱乐生态力量、DJI
大疆创新的航拍设备以及航
拍视频资源，携手共建国内
首个“一站式”航拍频道，
打造垂直生态系统，为用户
创造更多价值。

据介绍，为给航拍爱好
者提供一个高品质一站式航
拍视频平台，优酷将为此搭
建专属的航拍频道。该频道
包含新品发布、产品测评、
新手教学、用户分享等内
容。该平台同时还将为优质
的航拍视频内容创作者提供
收益分成，以吸引更多的合
作伙伴参与其中。

（文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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