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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雷和韩梅梅”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原
型，但是创作难度有点大，因为除了这两
个名字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英语课本
有关，其它的素材并不多。能利用这么有
限的素材，拍摄出一部既有生活质感，又
能让观众动容的片子十分难能可贵。那个
时代赋予人们的情感是真实的、丰富的、
有趣的。本片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借用“李
雷和韩梅梅”这两个名字和学英语这件事
情去包裹了一段真实躁动的青春回忆、一
段晦涩甜美的情感。

2013 年、2014 年、2015 年之后，青春
片的效益在递减，因为它们缺乏真正的青
春片气质，缺乏对青春生活的一种关照。
这部电影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启示：要回
归生活本身，要到现实的生活当中寻找有
内涵的故事，包括一些小桥段、一些语言
的形态和人物的状态。影片也提供给我们
一个新的范例：众筹观众真实的生活经
历。影片的故事情节全部有生活基础，是
年轻的导演、编剧和剪辑师通过三、四十
个“80 后”同学群，广泛收集来的大家生
动有趣的青春记忆，所以观众体会到了一
种真实的、青春洋溢的气息。

片中女主角的扮演者张子枫有一股干
净、努力的气质，非常贴合教科书中的人物，
能够带给“80 后”观众们美好的青春记忆。
也许影片可以让学过带有这两个符号性人
物课本的人们，重新审视时间长河中的自
己，更充分地适应当下这个时代，才是影片
的意义所在。

我们需要 《李雷与韩梅梅》 这样一种
多样化、情感化的青春片，能够与当下的
年轻观众产生更多情感互动和交流，而且
它有许多符合中国电影市场和中国电影观
众审美现实规律的东西，所以期望它能够
有更大的成功。

年岁有加，翻开高考试卷，发现
只剩作文题可勉强一试。与我有同感
的成年人，可能占了一大半，不然，
怎么解释每年高考作文题都会成为全
民话题——其他的咱们不会呀。

诺 贝 尔 文 学 奖 得 主 法 郎 士 曾
说，在他死后百年，如果能在书林
中挑选，他将毫不迟疑地取一本时
装杂志，“妇女服饰能显示给我的未
来的人类文明，比一切哲学家、小
说家、预言家和学者们告诉我的都
多。”照法郎士这个逻辑，我似乎也
可推断，不断演变的高考作文，所
承载的这个时代的密码，比很多作
家都要多。

比 如 翻 开 今 年 的 高 考 作 文 话
题 ， 首 先 能 留 下 感 慨 的 是 全 国 卷
III，题目聚焦于恢复高考 40 周年，
这一凝聚了几代青年集体记忆与个
人情感的考试，已经造就了无数家
庭与个人的命运改变。如今，第 40
个年头的年轻考生可以幸运地发些
议论，而我们前面这 39 年的考生，
则只能在考场外手痒。

国家发展始终是全国考试选拔中
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个时代的发
展，自然也在高考作文中得到了体
现。比如全国卷 I，干脆给出了包括

“一带一路”“共享单车”“移动支
付”在内的很多“中国关键词”，让
考生们写一篇文章帮助外国青年读懂

中国。这里有个好玩的插曲，看罢此
题，本报编辑部沸腾了一小会儿，因
为这就是30多年来，我们外宣媒体一
直做的事情啊！青年学子们，明年高
考前，知道该读哪家报纸了吧？

大概是与我心有戚戚焉，江苏干
脆选取了一个固定的意象“车”，让
考生写出时代的变迁与观念的转变。

有趣的是，几个作文题不约而同
地关注了未来。北京卷的考题之一，
是“共和国，我为你拍照”，只是拍
照时间设定在了2049年；上海不甘示
弱，干脆让考生写“预测”这个话
题，以至于有网友感慨，“上海：看
你们谁预测到了作文考预测”。

对理念的探讨，同样紧密关照
时代。无论北京卷对“纽带”的关
注，还是浙江卷对“有字之书”“无
字之书”“心灵之书”的辨析，抑或
是 天 津 卷 对 “ 长 辈 这 本 书 ” 的 思
考，都是这几年社会热议的问题。
年轻学子的看法或许不足以影响舆
论，但引导他们想些问题，是高考
这根“指挥棒”应有的使命。

说来有些无奈，高考作文有些像
我们新闻行业，考试过后就乏人问津
了，就连考生自己，也大都从此不闻
不问。这也无妨，这股来得凶猛、去
得飞快的文化潮流，一年总会上演一
次，流水无情、落花有意，我们借此
看看身处的时代。

非 洲 A 国 刚 刚 南 北 统 一 ， 中 国 “80
后”工程师严键受派前去参与通信基站竞
标。然而，主持招标的国际通讯联盟女专
家对中国企业充满歧视，中标希望渺茫。
不料，由于西方情报机构破坏，该国副总
统飞机失事，南北再次对峙，战争一触即
发。关键时刻，严键与女专家一道，战胜
西方情报机构阴谋，冲破分裂武装追杀，
修复一座座通信塔，使南北双方及时对话，
消除误解，重归和平。严键赢得女专家和该
国信任。但此时，伪装成竞标方的西方情报
人员诬陷严健侵犯知识产权，打击他所在公
司全球信誉，导致严健被解雇。面对危局，
严键智勇双全，最终不仅夺得了非洲A国的
竞标，赢得了欧洲通信巨头的重大合同，同

时收获了女专家的爱情。贬义的“中国推销
员”成了荣耀的爱称。

影片以中国通信企业艰难开拓海外市
场的真实故事为核心内容，最大亮点在于
对主流电影题材领域的开拓，具有丰富的
现实内涵，同时在主流电影的艺术样式和
表现手法上别开生面，富有创新意义。

影片融商战、战争、动作、爱情多种类型
于一体，气势恢宏，剧情紧张，悬念迭起，制
作精良。影片采取的宏大叙事、个体表达的
好莱坞式艺术手法，令人耳目一新。一些业
界人士称该片是“当下中国影坛的一大惊
喜”“中国主流电影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作品”。

影片将于今年6月中旬起在全国公映。

这是一档用古法还原古代物品的节目，
一档用双手重现匠心工艺的节目，一档用心
灵感悟先人智慧的节目，一档用行动完成古
今穿越的节目。

中央电视台日前播出大型文化纪实类真
人秀《天工开物：古法制造传习之旅》“还原
陶瓷古法制造”系列节目前 3 集。从全国挑
选出的10位选手，来自不同的行业，有专业
文物及艺术品修复师，有普通果农，有自由
摄影师……他们都怀揣着向传统工艺致敬的
初心，来到古老的“瓷都”景德镇，通过拜
师学艺的传统方式，学习古法制瓷的高难技
艺，完成一次中国传统文化的穿越寻根之旅。

在“真”不在“秀”

参加节目的 10 位年轻人，从头开始体验
和学习古法制瓷的 72 道工序，经过制泥、拉
坯、青花、上釉、粉彩 5 位师傅的测试，留下 5
人，组成团队，在总共 12 集节目中，他们将拜
传统匠人为师，不借助科技手段，从零开始学
习古人的技法，还原古代技术与工艺，最终挑
战完成一件顶级瓷器——斗彩鸡缸杯。

这将是一场与古代先贤的智慧和技艺的
隔空对话，也是一次让现代人亲自用双手感
悟真实完整的匠人匠心的过程。

但这档节目的定位是文化纪实类真人秀，
在导演杨兴华看来，真人秀只是一个载体，节
目是用类似纪录片的手法，完整拍摄素人从零
开始到最后合力完成一件瓷器的过程，可以算
是一档“养成类真人秀”。但是，“这档节目是
以真人秀为载体，实际上以纪实风格为主，剪
辑采用纪录片手法。我们的节目在于‘真’不
在于‘秀’”。他表示，节目虽然采用了大家喜
闻乐见的“真人秀”形式，但坚持不娱乐、不综
艺的原则，正正经经地着眼于文化，踏踏实实
地做好纪实，重在真情实感、真实还原。

抢明星、高投资、设计各种离奇的游戏
或竞技环节，是许多真人秀节目的必杀技。
而在这档节目中，学员们是真实地、踏踏实
实地学，师傅们是真实地、踏踏实实地教，
规则设置好之后，没有任何水分和表演。它
摒弃明星，选取素人作为选手；在师傅的选
择上，也放弃了名头显赫的大师，选择那些
技艺精纯却声名不显的普通工匠。

选手王昱珩现在是这档节目中人气最高
的选手，人称“水哥”。他毕业于清华美院，
是一位平面设计师，也是一名“网红”，有几
百万粉丝。他放弃了很多赚钱的机会，准备
花费数月时间参与这档节目的录制。在节目
录制过程中，他曾因低血糖险些昏厥，可他
没有放弃。“我是带着一颗向传统致敬和学习
的心而来的，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我必须
用我最大的努力去做。”他说他从来没有考虑
自己在这个节目中的人气会怎样，“我对这个
节目是真爱。”

要“传”更要“承”

节目中的10名选手都不曾完整接触过制

瓷全过程，出生在景德镇的年轻人龚秋逸虽然
父亲是制瓷的，但小龚从小对陶瓷不感兴趣，
后来到北京当了摄影师。杨兴华说，选中龚秋
逸参与节目是因为他父亲替他报了名，他本人
也没有特别强烈地反对。“父亲想传但是孩子
不想承，其实制瓷行业的人从传到承的过程中
发生的这种情况特别多。”

节目曾在媒体广发英雄帖，召唤想传承文
化、致敬匠心的真心人。“匠心不应该是用嘴说
出来的，而是应该用手能触碰到的。”杨兴华说。

目前节目只是完成了第一步，选出了 5
位选手，跟各自的师傅进行了专项学习。再
集结是在7月份，5位选手开始实际的制作过
程，将完成 100 个斗彩鸡缸杯的坯子。最后
几集将在10月份拍摄，主要内容是烧窑。

杨兴华说，接下来要拍摄的几集没有剧
本，只有根据可能发生情况做的预案，比如
配釉、立坯这些步骤，可能选手不能独自完
成，需要找师傅教。

选手们最终究竟能不能做出完美的鸡缸
杯，杨兴华似乎并没有信心。他说，工艺上
有很多难题，比如 7 月的景德镇是梅雨季
节，而古法制瓷不能用电，晾干这步需要时
间；更重要的是，5 人团队必须密切配合，
有足够的耐心和精力，5 个选手各自进行一
道工序，只要一道工序、一个人出错，瓷器
就失败了，团队就必须重来。另外，杯子成
品率较低，只有25%-15%，精品率不足5%。

现在大家都在刻苦练习，“水哥”在家拉
坯，龚秋逸在家练上釉，陈芳竹在家练画青
花……

“水哥”说，很多学徒可能头三年五年学
不到任何东西，像他们这样想在短短数日数
月之间就提高到某种程度，去完成一个以前
可能几代匠人都很难完成的一个东西，这个
难度太大了。“我们传承古法不是做一个表面
的杯子就行了。既然老师傅已经‘传’了，那我

们应该做更多‘承’的事情，至于能不能成器，
可能只有时间才说了算。”

对央视、对节目组、对选手们来说，这
是一步一步向传统靠近的过程，也是在向中
国传统文化致敬的过程。

求“术”更修“道”

杨兴华说，相对于学习“术”，也就是制
瓷的方法、手艺，也许徒弟的感悟、历练，
他们心态的成熟、思想的转变更重要。

热情活泼的陈芳竹曾学了7年京剧，最终
却放弃京剧转行了，她来节目组抱的是玩的心
态。但 10 天的学习后，她真的被触动了，她
说，她感到当今年轻人最大的缺点也许就是容
易放弃，不坚持，这或许就是欠缺匠人精神。

已被淘汰的选手徐擘说，不论能否进入团
队，这是一次成长。王木直也在与“水哥”的比
拼中被淘汰，但她说败给最强的“水哥”不丢人，
她还要去景德镇拉坯，要真的学会这门手艺。

“水哥”说，他想体会中国古代的格物精
神，通过这样的方式达到一种境界。“我认识
了一群在电视圈里做匠人的工作人员，认识
了 9 位在各行业都做得很用心的匠人。我希
望这档节目一直办下去，我会永远支持它。
我们这个节目不会是快餐，而是有涵养、有
内容的，让人想去收藏，像一本书，而不是
像一本普通的杂志。”

杨兴华说，“尽管我们不能指望用一档真
人秀节目转变当下传统手工业所面临的后继
乏人的困境，但起码可以通过它，让更多人
关注、了解传统文化，最终有人愿意去守住
它。这个过程可能漫长，但这正是我们想表
达的思想——用双手触摸到初心的余温，感
受到匠心的存在。”《天工开物》 共 18 个篇
章，“这就是一个特别大的素材库，我们可以
任取一瓢，一直拍下去。”他说。

画家马万国日前将自己创作的巨幅作品《昆
仑曙光》捐赠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昆仑曙光》
采用全景式的构图，描绘出昆仑山脉独特的风
貌，气势雄浑苍茫，展现出一种大意境。

马万国，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作品以
西北昆仑风情最为引人注目。马万国与昆仑
山结缘于 2001 年，当时他初次踏访昆仑山，
被其高寒浑莽的壮丽景色征服，从此开始长
达十几年的“昆仑”系列创作之旅。

（林苑均）

由甘肃省委宣传部牵头，甘肃省文联、
庆阳市委宣传部和读者出版集团等单位联合
推动实施的重大历史题材创作项目——纪实
文学 《英雄初心——李培福“面向群众”的
传奇》（高凯、刘镜著），近日由敦煌文艺出
版社出版发行。

《英雄初心》被誉为近年来纪实文学不可
多得的力作。作品生动地叙述了 1943年曾获
得毛泽东“面向群众”题词的华池县县长李
培福始终为群众谋幸福的历程，成功地塑造
了一个以“面向群众”为座右铭和墓志铭的
优秀共产党人的典型形象。作品将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李培福推动实施景电工程的初
心故事融汇于 1943年同时获得毛泽东题词的
王震等 22个生产英雄的精神脉络之中，又链
接其在陇东老区的烽火岁月，同时穿插作者
的人生经历和感悟，重新讲述了一个已经感
动三代人的故事，深情地反映了老一辈中国
共产党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品质，
进而深刻地诠释了“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的历史内涵和现实意义。

（文彩园）

画家马万国捐赠作品《昆仑曙光》

纪实文学《英雄初心》出版

◎墙内开花

高考作文中看到时代
□刘少华

《中国推销员》

主流电影题材领域的新开拓
□华 星

放你的匠心 在我的手心
——记中央电视台《天工开物：古法制造传习之旅》节目

□本报记者 苗 春

放你的匠心 在我的手心
——记中央电视台《天工开物：古法制造传习之旅》节目

□本报记者 苗 春

优秀青春片不走套路。高考刚一结束，就有《李雷和韩梅
梅》《我心雀跃》这两部青春类型的国产电影在6月9日同日上
映。虽然它们内容不同，一部描写少女暗恋老师的微妙心理，
一部描写两小无猜的初恋滋味，但都纯粹、唯美、清新。

有人说，《我心雀跃》 是一部特别
慢的电影，像一节课那么慢，像一整段
青春期那么慢。情感萌动不就是这样
吗？自作多情地扑腾翅膀，却始终没有
飞起来……影片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上
世纪 90 年代的故事：一个高二女生在
学校结识了美术老师，老师独特的气质
和举止让她第一次有了怦然心动的感
觉。青春期少女特有的大胆和自以为是
让女生沉浸在自己想象中的感情互动里
无法自拔……

《我心雀跃》 在公映前就在青年人
当中有很好的口碑，女主角孙伊涵获得
第 10 届 FIRST 青年电影展青年电影竞
赛最佳演员，极受当时评委会主席王家
卫的青睐；影片也获得第 10 届 FIRST
青年电影展青年电影竞赛最佳影片提
名；导演刘紫薇还曾获得第 19 届上海
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最佳导演提名。

《黑处有什么》 导演王一淳用一句
歌词表达了她的观影感受：“你是我记
忆中最美的春天，是我最难以回去的昨
天。”影片把一个暗恋故事讲述得非常
纯净、细腻、美好，一步步引导观众重
启自己心中尘封的小心事。作为导演刘
紫薇的半自传，影片也非常真实，不走
狗血套路，观众看到的都是记忆的纹
路。正因为这份真实和诚意，《我心雀
跃》吸引来了一群幕后大咖：第五代著
名导演田壮壮担当艺术顾问，侯勇担任
摄影指导，杨红雨担任剪辑指导，让这
部电影的艺术成色上升了几个档次。

有观众认为，这部电影的质感与法
国电影《阿黛尔的生活》非常相似，讲
述的故事又和姜文的 《阳光灿烂的日
子》有异曲同工之妙。的确，青春的共
同记忆没有国界，而且能跨越时代。

《李雷和韩梅梅》

众筹难忘的青春记忆
□饶 星

《我心雀跃》

记忆中最美的春天
□文 依

《我心雀跃》

记忆中最美的春天
□文 依

选手们在跟师傅学习拉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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