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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为邻

心手相连

2 月 28 日 ， 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国
际电视台推出全国
首部英文抗疫纪录
片 《武汉战疫纪》。
时至今日，该片已
在海外受到广泛关
注：20 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165家境外电
视频道和新媒体平
台 对 其 进 行 了 转
播，Youtube网站点
击量超 1700 万。可
以说，该片是中国
目前为止海外影响
最大的抗疫纪录片
之一。

疫 情 暴 发 以
来，纪录片行业反
应迅速，拍摄者们
深入一线，用镜头
真实记录下疫情期
间的感人故事，传
递出爱、力量与希
望。《武汉：我的战
疫日记》《温暖的一
餐》《山河无恙》 等
优秀纪录片层出不
穷。分析 《武汉战
疫纪》 在海外传播
方面表现抢眼的原
因，将有助于我们
更好地推动中国战
疫故事走向海外。

贴 近 现 实 、 最
大程度深入现场获
取一手资料，建立
与海外观众的共情
体验，是中国战疫
纪录片走向海外的
关键之一。《武汉战
疫纪》 摄制组在疫
情暴发之初即深入
武汉，医疗仪器跳
动的数字、X 光片的肺部透视、医护工作者饱
含深情的双眼等镜头元素的直观呈现，共同催
生出极大的现场感和真实感。尽管相隔万里，
通过朴实的镜头语言和人物的真实情绪，海外
观众仍可感受到危机中的爱、慰藉与希望。在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抗疫纪录
片海外传播的意义已从“记录并展示”转化为

“共同体验”，海外观众在了解事实的同时，更
可在感同身受中汲取精神力量。在这里，纪录
片起到了与海外观众缔结情感桥梁的作用。

采用海外观众容易接受的讲述方式，是抗
疫纪录片走向海外的关键之二。《武汉战疫纪》
以海外观众偏好的“个人叙事”为基本要素，
聚焦战疫期间的普通人：靠“拼命吃”维持高
强度工作的护士、忙到没空聊天的快递小哥、
上门排查敲肿手指的社区工作者等，交织成疫
情面前的人物群像。而穿插影片中的时间轴、
新闻画面、航拍等符号，构成了疫情背景下的

“宏观叙事”。通过二者结合，中国政府对防控
疫情采取的各项重大措施，一线医护人员的奉
献与牺牲，社区工作者、志愿者、快递员等普
通人的执著坚守与顽强精神，被丰富完整地展
现出来。在英文解说及中英双语字幕的诠释
下，《武汉战疫纪》用海外观众熟悉的语态和叙
事，讲出了中国抗疫故事。

增强海外传播意识、多方位挖掘具有海外
传播潜力的优秀作品，也是将抗疫纪录片推向
海外的关键。旅居南京的日本纪录片制作人竹
内亮拍摄的 《南京抗疫日记》，在海外影响广
泛，热心网友将其翻译成 12种语言；网友“蜘
蛛猴面包”拍摄的《武汉日记2020》，被英国媒
体作为素材进行二次创作。这些事例说明，中
国抗疫纪录片在海外赢得越来越多的受众，“本
土经验”或许是打开海外市场的关键。

纪录是纪录片的天职、责任与使命，尤其
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通过
纪录片向海外真实传递中国声音、讲述中国抗
疫故事、分享中国抗疫经验、传递同舟共济的
战疫精神显得尤为重要。中国抗疫纪录片应当
用“高流通”争取“高接受”，既可以是团结协
作、并肩作战的共情，也可以是掷地有声的分
析和洞见。

国图发起“种书计划”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打乱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也迫使
传统的图书出版行业改变了工作方式。虽然不到单位坐
班了，但北京出版集团的编辑们可没闲着，云协作的方
式让一册册图书新鲜出炉，呈现在读者手中。《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后中小学心理成长课》 就是编辑团队通过
线上协作制作完成的一套图书。

《父母必读》是京版集团旗下一份有着40年历史的家
庭教育类期刊，读者群主要面向家长，致力于与广大家
庭携手，让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看到疫情期间，孩子
们无法到校上课也没法和家长出去玩，心情难免憋闷，
杂志主编恽梅萌生了一个想法——是不是出套书，帮助
孩子们调整心态、适应居家生活和学习。

这个想法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刘正奎研究员不
谋而合。刘正奎的团队从 2008年汶川地震开始，就深入
灾区开展儿童心理援助工作。多年的心理援助服务积累
了大量的实践经验，他摸索出一套重大突发事件后儿童
心理援助的科学体系。

确定下选题方向，编辑团队和作者开始在线上忙碌
了起来，一下子拉了好几个群——研发群、审校群、研
发/审校/设计协作群，等等。“前期的选题策划、沟通，

我们就和主编、作者开了数不清的电话会议；编辑过程
中，与作者的线上沟通、二次编辑更是没停。”恽梅说。
通过线上审稿、线下稿件复审、接力式审稿的方式，图
书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了统稿和三审三校。

“对我们来说，线上协作是一种体力与脑力的双重考
验。”恽梅说。令她印象最深的是，由于《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后中小学心理成长课》是一套书，包括1本教师
用书、3本学生用书，还有部分放在网络上的家长指导材
料，三部分内容需要协调一致的地方非常多。“由于时间
紧，我们的编写、设计、审校滚动进行，就是边编写、
边设计、边审核。”WORD 和 PDF 文档上数不清的标注
意见、长长的微信截图和语音通话让这本书最终在今年3
月初呈现在读者面前。

“人对电子读物的错误容忍度一般比纸质书高一些，
一些在纸上发现的错误在电子阅读时不一定能发现。所
以在线上审稿时，编校老师们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来完
成审稿校对工作。”恽梅说。

说起近两个月来，线上协作的酸甜苦辣，恽梅记忆
犹新的是绘制小南瓜图示的一件小事。“教材中有一个活
动是让孩子们用纸做一个立体南瓜，审稿人认为制作过
程单纯用语言描述难以让孩子理解，要增加制作过程的
图示。于是，协作群马上行动起来，为这小小南瓜绞尽
脑汁，有手绘示意图的，有直接上手制作、拍摄图片
的，大家对不同方案反复讨论、修改，终于在万家灯火
陪伴下圆满解决了问题。”

虽然线上办公一开始令编辑们不太适应，比如审稿
和校对由纸上标注变为用审校软件在电子版上标注，但
这次初步尝试也让团队成员认识到，通过借助适当的软
件，在出版行业开展线上
办公是可行的。多线程操
作、平行开展工作，不仅
可以节约时间，也可以避
免纸张的浪费。

用音乐传递勇气和力量

“用音乐温暖世界”直播音乐会是由中
国音乐家许忠发起的全球音乐接力倡议的
延续。今年2月，为给中国抗疫加油，许忠
发起全球音乐接力倡议，多家世界顶级乐
团、剧院录制音乐视频声援中国抗疫。

“音乐可以提升我们面对困难时的勇气
和力量。中国国内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
很多国际友人发来声援。现在，我们也要
为世界送上问候。”谈到再度发起这次直播
音乐会的原因时，许忠说。

从早8时到晚8时，这场12小时不间断
的全球音乐之旅按照时区的顺序，一路从
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出发，经过新加坡、日
本、韩国等亚洲国家，穿越色彩斑斓的丝
绸之路抵达以色列、蒙古、德国、摩尔多
瓦、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瑞士、
意大利、西班牙、美国，最后回到中国。
整场直播音乐会联动了全球十多个国家的
著名乐团、剧院和近百位音乐家。

澳大利亚是今年2月全球音乐接力的第
一站，此次“用音乐温暖世界”直播音乐
会的第一站也回到澳大利亚。澳大利亚著
名女高音歌唱家埃莉诺·莱昂斯在家中演唱
了艺术歌曲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随着

“接力棒”传到韩国，大邱交响乐团音乐总
监、德国指挥家朱利安·科瓦切夫通过视频
向各国人民表达祝福，并带来大邱交响乐
团疫情前的表演视频——肖斯塔科维奇的

《第七交响曲“列宁格勒”》。“这部作品象
征着人道主义的胜利，人性的光辉会照亮
一切。”科瓦切夫说。紧随其后，日本、新
加坡、以色列、蒙古、摩尔多瓦、俄罗斯
等国的音乐家，陆续为大家呈现了精彩纷
呈的表演。

音乐会最后以一首“云端”合奏作为
尾声。来自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苏州交
响乐团及世界各大乐团的 60 多位音乐家，
共同演奏了埃尔加经典名曲 《爱的致意》，
这首乐曲经过改编后，情绪由原来温情蜜
意的“小爱”，转变成气势恢弘的人间大
爱，向世界各国人民传递出美好的祝愿。

中外音乐家期待回归舞台

“用音乐温暖世界”直播音乐会的成功
举办赢得多位中国驻华使节点赞。中国驻
澳大利亚大使馆公使衔文化参赞杨治表
示：“此次特别直播传递出‘国际社会是一
个大家庭’的信息，我们要同舟共济、守
望相助、团结一致、共克时艰。”中国驻以
色列大使詹永新表示：“音乐是人类的共同
语言，无需通过翻译即可交流、沟通、理
解。举办这样的音乐会恰逢其时，一方面
可展示全球音乐人团结抗疫之精神，并给
予各国人民鼓舞，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中国
音乐人、文化人的责任感。”

世界各地大型音乐演出因疫情被叫
停，此次直播音乐会在向国际社会传递温
暖之外，也把镜头对准了无法正常工作的
音乐家们。

此前，意大利“阳台音乐会”在社交
网络上走红，尤其是小提琴家阿尔多·奇科
里尼在阳台上演奏的小提琴协奏曲 《梁
祝》，被隔壁的中国邻居录制下来，登上微
博热搜。在 22 日的直播音乐会中，被誉为

“意大利歌剧界最美声音”的男高音歌唱家
马克·贝尔蒂也站在自家阳台前，带来了脍
炙人口的 《我的太阳》，尽管只是手机录
制，但高亢的歌声穿过屏幕，震撼人心。

此次音乐会中还有一批熟悉的华人音
乐家面孔，包括指挥家叶聪，钢琴家张昊
辰，大提琴家王健，小提琴家宁峰，歌唱
家和慧、沈洋、韩蓬等。距离从未隔断他
们对家乡的思念和对艺术的执著。

旅居德国的小提琴家宁峰在家中反而
更加“忙碌”，他一人用小提琴、中提琴、
大提琴分饰多角，完成了门德尔松 《八重
奏》 录制。在意大利的女高音歌唱家和慧
一直在家中练习新的音乐会曲目，她说：

“艺术给予人心灵的陪伴，直至我们的生活
恢复如常。”大提琴家王健在芬兰的家中向
乐迷推荐了贝多芬的 《第三交响曲“英
雄”》，他表示，现在中外音乐家最期待的
就是复工，“乐迷通过线上音乐会积蓄起期
待和热情，艺术家们也渴望早日回归舞台。”

海量经典齐聚线上受欢迎

作为“用音乐温暖世界”直播音乐会
的另一发起方，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947
也是头一次举办规模这么大的直播节目。

“难以想象，从发起到收集完成全部演
奏视频，总共不到10天。”上海广播电视台
东方广播中心公益事业部艺术总监沈舒强
介绍，“音乐家把录好的演出视频、祝福发
了过来，视频时长接近150个小时，最终需
要把这些浓缩进 12 小时的直播节目中，难
度可想而知。”

当天，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947的 8
位主持人两两搭档，两三个小时换一次
班。第一次参与网络直播的许忠，则足足
播满 12 个小时。他在节目中担纲解说，和
听众一起分享每个乐章背后的美好故事，
还妙趣横生地聊起与音乐家们的交往及合
作。

除了在广播电台播出，此次音乐会还
在阿基米德、哔哩哔哩、优酷、大麦、快
手等多家网络音视频平台同步直播。听众
除了能听到巴赫、莫扎特、贝多芬、比
才、维瓦尔第、德沃夏克、勃拉姆斯等大
师的知名作品，《茶花女》《图兰朵》 等歌
剧的知名选段，《我的太阳》等脍炙人口的
名曲，还能听到各国具有当地特色的器乐
作品、艺术歌曲。今年恰逢贝多芬诞辰250
周年，音乐会特设“纪念贝多芬”专题，
从不同角度带领听众走进这位古典音乐的
永恒传奇。

“花多少钱才能听齐这些大咖名作！”
弹幕中，有网友感叹道。直播结束时，这
场音乐会的观看量、收听量已达千万。这
样的反响，令人看到全球演艺行业按下暂
停键之后，线上音乐会的生机和古典音乐
的魅力。

据了解，“用音乐温暖世界”直播音乐
会的精华版有望登上全球最大古典音乐在
线平台 Medici.tv、巴黎爱乐大厅官网、澳
大利亚歌剧院官网等网络平台。届时，将
有更多音乐爱好者通过网络感受到这份

“爱的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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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2 日，北京时间 8 时，
一场规模空前的线上音乐会“用
音乐温暖世界”12小时特别直
播，在 《黄河颂》 的旋律中开
启。柏林爱乐乐团、巴黎管弦乐
团等世界名团、剧院的近百位音
乐家在线上接力演出，以经典乐
章为身处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各国
人民献上“爱的致意”。

线上编校初体验
本报记者 张鹏禹

线上编校初体验
本报记者 张鹏禹

本报电（记者张稚丹） 读过的书，就是种下的
树，注定会在后来的日子结出果实，撑起你的一片
天。4月 19日至 25日，国家图书馆联合新浪微博发
起“种书计划”：将历届文津图书奖获奖图书和推荐
图书作为“种书”的种子，邀请网友晒出自己的读
书计划和读书心得，聊聊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书、最
想推荐的书或是最期待阅读的书。

国图还启动了中国战疫记忆库项目，联动各级
各类图书馆，获取与战疫主题相关的著作、文章、
图片、音频、视频、多媒体资源和手稿、书信、照
片、书画作品等实物文献，并在合适时机开展对亲
历者和见证者的口述采访，通过专业化的组织与整
合，形成立体鲜活的中国战疫记忆库。

第 25个“世界读书日”期间，国图推出 《哪吒
闹海》 线上展览、线上听艺术名家讲经典以及微博
故事挑战赛、人生著书书名大赛、锦鲤大奖等互动
活动，以多彩活动满足读者多元化、个性化需求，
同舟共济，共抗疫情。

▲近日，上海图书馆通过网络直播平台举办“上图之夜——阅读点
亮城市”活动，受邀嘉宾通过网络与广大读者共话读书，开启一场别开
生面的云上交流。 新华社记者 方 喆摄

▶“世界读书日”当天，钟书阁扬州五彩世界店通过短视频、网络
视频直播等方式介绍推广书籍，为不方便到实体店购买的读者提供购书
参考，并通过外卖平台快递给读者。 孟德龙摄 （人民图片）

①“用音乐温暖世界”直播音乐会期间，法国音乐家在家中用小提琴演奏。
②活动期间，以色列歌唱家在家中演唱。
③活动期间，西班牙音乐家在家中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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