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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共青团中央、江西省人民政府共同主
办的第二届中国青年APP大赛，已经录制成5
期创业电视节目《创客英雄会》，目前正在江
西卫视播出。大赛共收到全国 6000 多个 APP
项目，由盛希泰、邓亚萍、王利芬等名人担
当评委，其中 24 个项目进入到电视晋级赛，
将在节目中决出第二届中国青年 APP 应用类
冠军。

节目自 9 月 14 日在江西卫视播出以来，
给电视真人秀节目带来一股清流。节目以成
熟企业家的视角和建议，为新一代的创业者
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支持，从精神到物质到宣
传，让优秀的创业者和创业项目在数字传媒
时代得到最大程度的曝光。《创客英雄会》不
仅从节目形态上牢牢抓住了创业真人秀的内
核，充当了互联网新秀们创业的孵化器，而
且在节目立意上将李克强总理在 2015年中国
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的“互联网+”精神和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有机结合在一
起，力求为年轻人创业树立新的精神标杆。

24个最优秀的创客项目，经过 4轮 6进 2
的半决赛，最终遴选出8位进入决赛。尽管赛
制简单，赛程很短，但也证明创业市场的异
常残酷。创客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以 APP 本
身的市场潜力、用户定位、产品设计给导师
留下深刻印象，实际上就是现实商界残酷竞
争的可视化。所以，赋予 《创客英雄会》 节
目以可看性，也给具有创业梦想的年轻人以
深刻启迪。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并不仅仅是一
个单纯的口号，在激情背后它更需要对创业
市场的冷静判断，对于消费升级时代的用户
的准确把握。从令人眼前一亮的惊喜创意，
到投入市场后的海量用户使用，中国青年创
新创业的梦想通过电视节目呈现出来。好的
节目不仅要引领收视，更重要的是能为这个
浮躁的社会留下什么，真正地和时代大主题
形成互动。《创客英雄会》正是这么努力的。

编剧：李茂林、张勇手、张凤雏
导演：张勇手
主演：倪萍、王宝坤、张潮

故事简介：长征途中，红四方面军的妇女独立
团得到阻击师全军覆没的消息，必须火速撤离。团
长与政委决定妇女团主动留下来，担任迎击敌人、
掩护主力部队撤退的任务。为了不让敌人发现她们
是女兵，她们剪掉了自己的头发。经过一场场激烈
的战斗，她们打退了马匪的进攻。独立团决定夜间
突围，却没有成功。敌人利用被俘的女战士蛮妞作
诱饵，企图引出红军战士。为阻止盲动，政委牺
牲。团长让田林与妙姑带着政委与赵师长的遗孤突
围出去，自己带着战士们继续战斗。在弹尽之际，
女兵们围在一起拉响了手榴弹。

点评：这是一部正面表现红军妇女独立团战斗
经历的影片。战争对于人的考验，结果已经没有性
别的差异。从这一点看，妇女独立团的成员是军
人，她们要完成的是与男兵同样的战斗任务。影片
也充分展现了她们的英勇顽强以及良好的作战能
力。但同时她们又是女人，是妻子、女儿、母亲。
影片还特别展示了她们作为女性的一面。团长与田
林的夫妻情，政委与小毛头的母子情，蛮妞与桑吉
措的爱情，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表现出一种温情
和美好。而“女的不能当俘虏”，又强烈地表现出妇
女在战争中的悲剧命运。 （张 东）

日前，“一带一路”文商万里行国际交
流项目在北京启动，它由中国商业联合会
和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联合主办。“一
带一路”沿线 20 多个国家的驻华使节、海
内外优秀企业代表、知名艺术家、专家学
者等近200人出席启动仪式。

该活动遵循“文化先行、经贸共

荣”的理念，以一年为执行周期，将在“一
带一路”沿线选择海内外30个重点城市进
行一系列文商交流活动，包括举办文商论
坛，带领在国际上具有美誉度的国宝级艺
术家，到各地传播优秀民族文化，在各地
创建具有展示及销售功能的“中国馆”
等。 （晓 洁）

10 月 2 日至 9 日，《中国民歌
大会》 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这个
节目在合适的时间，提供了合适
的平台，让观众有机会走近民
歌，接触和感受真正的文化国粹。

民歌作为文化的一种承载形
式，是民族精神的积淀，也是民
族性格的诠释。中国 56 个民族，
每个民族都因为地域和生活环境
的不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歌
文化。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任凭踏上哪一方水土，都能风尘
仆仆地前往，幸福满满地归来，
因为民歌所带给人们的是实实在
在的爱和感动。原生态文化最大的魅力也许就
在于它简单的“真”，那些来自于田间地头、码头
船舶中最纯粹的歌者，是将心灵最朴素的情感凝
结成旋律，讲述着他们对于生活的理解和信仰。

《中国民歌大会》在以往民歌类节目基础上另
辟蹊径，推陈出新，立足寓教于乐，运用纪录片式
的创作手法，从主持人下乡采风，到最终的舞台呈
现，使观众能够对民歌及其根源有一个宏观全面
的了解。节目以传播民歌知识，让更多人了解各
民族的民歌文化为首要任务，重挖掘、重讲述、重
人文。特别设计的嘉宾点评环节，邀请文艺圈与
文化圈的名家和专家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抛砖引
玉、由表及里地为观众解读每首民歌背后的含
义。从节目播出后收集到的各方评论来看，观众
对节目的创新精神和良苦用心表示认可和赞赏。

除了内容好，《中国民歌大会》还有一大重
要特点就是接地气，不仅摒弃了居高临下、单
纯说教的方式，还让主持人下乡采风，走进田

间地头，真正去接触民歌的源头，搜集不同民
族最经典、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倾听来自乡野
的声音。这种“让双脚走进泥土里”的做法能
够让观众感受到节目组的诚意所在，对节目敞
开心扉，建立信任。节目的舞台布景也极具原
生态特色，极大程度地还原了民歌创作早期的生
活场景，使观众能有强烈的代入感，从而更加深
刻地感受民歌背后的故事和文化。节目评比环
节采用的是来自民间的“抓豆子评歌王”的民俗，
这种“从民间来，到民间去”的创作理念切切实实
抓住了观众的心。

中国音乐学院院长王黎光认为，民歌震撼
人的不是艺术，而是人民朴实的生活。艺术方
式只是手段，不是终极目标，通过艺术方式反
映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文明进化，才是艺术的根
本。现象级节目追求的目标永远都不是收视率
有多高，而是节目是否能走进观众的心里。目
前看来，《中国民歌大会》做到了。

当下荧屏上，李易峰、周冬雨、张鲁一、张若昀、阚
清子、尹正等主演的谍战剧 《麻雀》 极受关注，是行业内
人士和观众的关注焦点。自从9月5日湖南卫视金鹰独播剧
场开播以来，该剧热度直线上升，让 《麻雀》 在好剧纷呈
的谍战题材中独占一席之地，可谓“麻雀”亦有鸿鹄之志。

该剧以较长的篇幅，讲述了一个波诡云谲、扑朔迷离
的谍战故事：汪伪政府时期的上海，代号“麻雀”的中共
地下工作者陈深潜伏在汪伪特务机构，寻找机会暗中破坏
日本人与汪伪汉奸的侵略计划。汪伪特别行动处处长毕忠
良老奸巨猾，虽与救命恩人陈深情同兄弟，却对其产生怀
疑，设重重陷阱步步紧逼。陈深的昔日恋人徐碧城，与另
一国民党情报人员唐山海潜伏进特别行动处，为陈深制造
了麻烦，也带来了合作机会。最终，陈深利用日寇、汪伪
分子等各派势力之间的微妙缝隙，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
价，成功地获取了日军的重要作战计划。原小说作者兼该
剧编剧海飞认为，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剧情是一部优秀
谍战剧的根基，因此，《麻雀》在逐渐推进中设置了环环相
扣的悬念，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紧凑的叙事节奏渲染出惊
心动魄的紧张氛围，精彩好看。

该剧别具匠心的人物设定对演员的演技有着较高的要
求，主演凭技巧与实力，纷纷实现自我突破，在夯实的内
容基础上为该剧锦上添花。男主角陈深由当红青年偶像演
员李易峰饰演，这是他首次尝试谍战剧。剧中，李易峰与
张鲁一饰演的角色互为正反势力代表，二人之间的斗智斗
勇是该剧一大看点，双方表面上称兄道弟，暗地里却互相
步步设防。李易峰饰演的陈深看上去玩世不恭，一派花花
公子模样，实际上心思深沉、虑事周密。他的演绎让观众
切实感受到演员对角色所付出的努力。张鲁一饰演的毕忠
良对妻子温柔以待，工作中却工于心计、心狠手辣。张鲁
一于不同态度间切换自如。饰演军统女特工徐碧城的周冬
雨首次挑战成熟女性角色，着力表现了人物隐忍挣扎的内
心。

“唯祖国与信仰不可辜负”是《麻雀》希望传递给观众
的精神信念。出品方此次大胆采用以青年演员为主的阵
容，一方面是一次新的尝试与突破，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
好地吸引年轻观众，作为文化和信仰的传承者，艺术工作
者应该承担起自身的责任与使命。

□回顾老电影

红色题材电视剧的新作
——简评谍战剧《麻雀》

肖 龙

《麻雀》剧照《麻雀》剧照

《中国民歌大会》：

一部中国民歌的纪录片
宣 沂

《中国民歌大会》：

一部中国民歌的纪录片
宣 沂

江
西
卫
视
播
出
《
创
客
英
雄
会
》

展
现
大
众
创
业
时
代
的
多
彩
梦
想

张
奉
琴

文
商
万
里
行

项
目
启
动

祁连山的回声（1983）

秋风瑟瑟，雁阵惊寒。1934 年 10 月
16 日，平日里冷冷清清的江西于都河码
头，突然繁忙起来。一队队脚步匆匆的
红军集结到这里。受周恩来委托，病中
的毛泽东躺在担架上组织架桥，搭浮桥
用的全都是老百姓的门板。于都全县800
多条船也全部集中到河边。为了避免被
敌人发现，红军每天晚上架通浮桥过
河，次日凌晨再拆除。不但战士，连干部
都不知道目的地是哪里，更没有考虑哪一
天反攻、什么时候会师之类的问题，就是
随着部队走。长征，就这样开始了。

这是8集大型纪录片《长征》中，对
这次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远征的
起始的描述。10月 13日起，这部为纪念
红军长征胜利 80周年拍摄的纪录片将在
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几十年来，
涉及长征的影视作品有数百部，这一部
有什么特点？本报记者采访了该片总编
导、制片人闫东和总撰稿江英。

用真实的材料还原历史

闫东介绍，正式开始创作之前，他先组织所有创作人
员，花费数天，对几十年来纪念长征的经典作品进行了集
中观摩，博采众长，争取在前人基础上再攀高峰。“这个功
夫下得很硬。”江英说。

从今年5月23日到7月25日，摄制组兵分5路，分乘
30辆越野车，分别去往红军长征的十几个省，最终用两个
月多一点的时间，行程 5.4万公里，完成了前期拍摄。不
但拍摄了所有长征路上的战役、会议发生地等重要遗址，
也爬了雪山，过了草地，山的苍茫、河的湍急、雪野的酷
寒、深陷草地的危险境况，都一一记录呈现。

该片最着力拍摄也是最令人瞩目的，是出镜的百位
老红军集体完成了最精准的长征历史表达。他们中约50
位采访拍摄于上世纪 90年代，来自闫东 30年纪录片生
涯中的积累，另外 49 位老红军则是这次集中采访拍摄
的。对老红军的抢救性采访，闫东一开始就高度重视，
用足力量，“他们坐在那里就是历史，不开口就是历
史。”接受采访时，他们最年轻的 92 岁，最大的 106
岁，有的如今已经作古。其中有原国家领导人，也有普
通战士。片中也采用了近40位革命前辈的回忆录。“我
对群体口述历史有独特的理解，这种手法可以将宏大历
史和微观细节融汇在一起，讲好我们大家似乎熟悉又非
常陌生的历史。”老红军的神态、语气、讲述的内容，
营造了纪录片真实的历史气氛，大大提高了该片的吸引
力和可信性。

江英说，老红军不仅仅是当事人，而且是见证人，
不少人后来成为高层领导，他们从宏观的角度，从军事
专家、指挥员的角度，对历史和当时的军事行动进行评
价，得出了许多难能可贵的结论。

用当下的视角解读历史

观片可以发现，这部纪录片强调当下性、针对性，
对史实的撷取、剪裁以此为中心，十分精当。片中呈现
的历史，常常都在跟今天对话，无论鸿篇大论还是寥寥
几笔，往往跟今天相对应、相关联。闫东举例说，第四
集 《战史奇观》 结尾写到：“战争的较量不仅是军事的
较量，更是民心的较量。离开了人民群众的支持，红军
将寸步难行。”这是为第五集 《民心所向》 破题，更是
我们今天一直在强调的。

江英指出，该片从开始就确定了重要的指导思想，即
紧紧围绕近年来中共中央的有关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的
有关讲话精神结构全片，所以，首先该片具有很强的原则
性；其次，在学术上对大历史的阐述也比以往向前推进了
一步，比如第八集《永远长征》讲到陕北既是红军长征的
落脚点，也是红军投身抗日战争的出发点；长征不仅是退
却，而且是向抗日前线的进军；第三，在具体史实的深入
考证方面也有一些新的发现，比如对遵义会议的展现和
有关史实细节的叙述，比以往深入，时有洞见。

该片有一个新颖而精妙的结构，谋篇布局上主要沿
着长征路线讲述故事，全景式描述了长征的历程，这从
各集的名称就可以看出来：第一集 《英雄史诗》、第二
集《路在何方》、第三集《伟大转折》、第四集《战史奇
观》、第五集 《民心所向》、第六集 《雪山草地》、第七
集 《百川归海》 和第八集 《永远长征》。但每一集又是
独立的专题，结构上互相关联，不但按照时间线索和敌
我斗争的逻辑线索对长征做了整体描述，每一集又各有
主题，构成了近年来所强调的长征精神的几大方面，结
构上下了很大工夫。8集的篇幅有 6集讲长征本体，第

一集和第八集是综合性论述，特别是最
后一集，以一半的篇幅说明长征永远在
路上，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
路，把我们的新长征跟前面做了衔接。

具有较强文学性和感染力

该片不但具有理论含量、史实含
量，而且也具有文学含量、情感含量。
全片叙述语言很有感染力，穿插的毛泽
东诗词，版画、油画、漫画以及遥感动
画、航拍画面，与理论阐述、史实呈现

等融为一炉，激情澎湃，撼动人心。
闫东介绍，该片的主创人员，除了纪录片拍摄团

队，还包括各方面专家，如中共党史专家、时事政治研
究家、军事历史学家、历史考据专家，还有文学家和传
媒人士。除了多次的专家论证，团队里也有很多年轻
人，为该片提供了可贵的创作视角、创意角度。

江英说，思想与情感对一个片子而言是相得益彰
的，“因为思想本身就能够促进情感，情感又能够促进
观众对思想的理解。”比如第六集《雪山草地》，通过老
红军的回忆和大量史料，展现了过雪山草地时的情景，
悲壮凄恻，但充分体现了红军心目中“信仰的力量”，
是“铁心跟党走”的生动写照。

用多种手段加强国际化表达

闫东表示，希望打造一个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让
中国的百姓甚至让全世界的人了解长征。他透露，纪录
片《长征》共 400 分钟，他正在与澳大利亚野熊团队联合
制作一个100分钟的《长征》国际版，将在海外播出。

在创作时，该片就十分注重国际化表达，注意采撷
国际性的内容，如在结构上开篇第一集就给长征定位，
进行综合评论，融入历史上长征的国际化传播的内容。
有关长征，瑞士传教士勃沙特写过 《神灵之手》，美国
记者斯诺写过 《红星照耀中国》，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
写过 《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还有许多外国人曾
来华采访报道长征，留下海内外脍炙人口的文字。长征
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闫东希望，《长征》 不仅能把长
征的故事讲给中国人听，也讲给外国人听；不但把长征
精神刻在中华民族的骨髓里，也要更深入更普遍地走进
世界各国人民的心中。

节目主持人尼格买提（中）下乡采风，和民歌手在一起

大型电视纪录片《长征》将在央视播出

英雄史诗 全新呈现
本报记者 苗 春

电视纪录片《长征》总编导、制片人闫东（左）带领工作人员采访92岁的老红军万曼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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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