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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剧

人生的第一次尝试，有着不平
凡的意义。第一次说话、第一次上
学……这些“第一次”串联起人们生
命中的重要时间节点，构成了鲜活而
真实的人生体验。由央视网联合上
海电视台纪录片中心策划推出的纪
录片《人生第一次》，用 12个“第一次”
展现中国人的生活断面，个体故事与
时代背景巧妙融合在一起，揭示了中
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真挚情感，让观众
在收获感动的同时也触碰到了时代
发展的脉搏。

纪录片《人生第一次》的选题独具
匠心精心挑选出《出生》《入学》《长
大》《当兵》《上班》《进城》《买房》《结
婚》《退休》《相守》《养老》《告别》12集
内容，涵盖了人生中的不同时间阶
段，拍摄地点包括医院、军营、学校、
工厂、村庄等人们所熟知的空间场
景，并潜心洞察不同人群在面对这些
“第一次”时的生命状态和心灵触
动。一位准妈妈在分娩时忍受着难以
言说的痛苦，终于迎来婴儿响亮的啼
哭声后，她疲惫的脸庞上映出母爱的
柔光；幼儿园开学时，很多小孩子会
紧紧抱着妈妈，哭闹着不想上学……
纪录片用镜头捕捉到这些生动细腻的
生活情节，与人们的成长历程相呼
应，引起了观众的广泛共鸣，具有极
强的感染力，这也是纪录片尤其打动
观众的地方。

人生的第一次体验蕴含了丰富的
故事性和真实的生活质感，就如纪录
片解说词所说的那样，“这些就像一条
河流，没有太多的惊涛骇浪，但是它暗
潮汹涌，潜藏着我们对于生活最真的
情感”。为了保持这种“最真”的品质，
纪录片采取蹲守拍摄的方式，不设定
剧情脚本，不放大戏剧冲突，尽可能保
持故事的原汁原味。在《当兵》这一集

中，镜头追随徐龙和张书豪两名新兵
的成长轨迹，第一次叠被子、第一次拉
练、第一次整理内务……严格的训练
后，他们终于迎来人生中的第一次跳
伞。在高空中，新兵们跃出机舱，乘风
而行，有的平安着陆，有的摔倒在地，
还有的挂在了树上……观众见证了他
们从地方青年到合格空降兵的转换。
在《长大》这一集中，云南偏远山区的
一群留守孩子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节诗
歌课，在老师的带领下，他们来到野
外，把叶子卷成筒状观察周边的环境，
感受大自然的诗意。纪录片所讲述的
诸多第一次，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虽
然会有“暗潮汹涌”，但这些都是人们
特别珍贵的人生经历。纪录片的整体
风格朴实而温暖，充满了希望和正能
量，在每一个故事中观众都能感知到
自己熟悉的模样，体会到人生的丰富
内涵。

面对人生第一次的命题，纪录片
观照现实，制作团队用温情细腻的
镜头拍出了带有治愈和温暖人心的
画面，传递出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我们活在一个大时代里，共
性的经历，个性的精彩，一个个不同
年龄、身份、境遇的普通中国人跟随
着时代的脉搏共同前行，我们《人生
第一次》希望记录下他们步履不停
的样子，回望那些可能被遗忘的初
心和信念”。

纪录片《人生第一次》——

品鉴生命的独特体验
■周继虎 程 铭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
逐渐变快。诗歌 《从前慢》 中写道：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
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这句诗不仅
承载了人们对于“慢”的美好期待，也
奠定了电影《只有芸知道》舒缓的叙事
节奏。主人公隋东风在影片伊始吟诵这
句诗，预示着接下来的情节会是一种诗
意浪漫的基调。作为一部纯爱式的文艺
片，电影《只有芸知道》用质朴细腻的
处理方式，向观众呈现了一段耐人寻味
的美丽童话。

电影《只有芸知道》以一对中国夫
妇异乡漂泊的真实故事为蓝本，运用插
叙、倒叙等表达方式，将现实与回忆交
织在一起。故事本身并不复杂，隋东风
与妻子罗芸相识于异国他乡，婚后在新
西兰的克莱德小镇生活，经营着一家中
餐馆，15 年相濡以沫的生活就像散文
诗般宁静而悠长。在罗芸中年病逝后，
隋东风为了完成妻子的遗愿，踏上一段
跨越万里的行程。他的回忆成为影片的
主要线索，也牵动着观众的情绪。剧情
上几乎没有强烈的戏剧冲突，以情动人
的表演和视觉上的美感是影片的亮点，
导演的艺术拍摄手法和演员的倾情演绎
使整部影片充满艺术气息。主人公的生
活通过大量空镜头和固定机位的拍摄方
法进行展示，田园风光如油画一般那样
唯美，鲸鱼、极光等浪漫符号营造柔情
的意境，一只叫布鲁的小狗闯入二人的
世界，成为情感的寄托……导演曾表
示，“过了 60岁之后，我的心肠越来越

软，想拍一些纯粹的、美好的故事，这
是我内心的需要，我相信也是观众的需
要”。秉持这样的初衷，影片打碎了时
间的脉络，建构起琐碎生活中温馨而又
略带感伤的美好幻想。隋东风一路前
行，一路回忆，克制的陈述中带着深情
的凝望，观众也随之同样经历了一场情
感之旅。

文艺片集文学性和艺术性为一
体，偏重于独特的情怀与体验。电影
《只有芸知道》 就像是一场造梦的过
程，碎片化的情节虽然在逻辑的铺陈
和承接上并不突出，但在时空交错中
营造出静水流深的气氛和情境却令人
动容。影片使用了很多旁白，串联起
男女主人公从相识、相知到相守、相
望的过程。踏上旅程，隋东风与罗芸
的故事逐渐被观众熟知：小镇上平静
的生活，异国租房时的相遇，隐忍而
又无奈的生离死别……“有你的日
子，就是我想过的日子”的倾诉，触
动了很多观众的泪点。影片的最后，
隋东风完成了与妻子真正意义上的道
别，找回了重新开始生活的勇气。两
人初相遇时，留着长发的隋东风吹着
笛子，吸引了罗芸的目光。结束旅程
后，隋东风重新拿起笛子，影片中出
现的特定事物被赋予了象征意义。影
片对情绪的渲染温润如水，观众经过
细细品味，就能体会到其中持久而绵
长的韵味，激荡起心中的波澜。

洗尽铅华始见真，人们终将要学会
接受现实。电影《只有芸知道》讲述的
不仅仅是一个爱情故事，还蕴含了对生
命意义与价值的思考、对亲人的不舍与
怀念之情，同时也在告诉观众，要珍惜
身边的亲人，负爱前行。

电影《只有芸知道》——

静水流深 负爱前行
■张石水 晋超逸

“中国人很善良，每一颗心都温暖，

一方有难八方来援，心中有太阳……”

一段时间以来，在中国军网微信发布

“‘声’援武汉”的征集令后，广大官兵用

多种形式接力合唱《加油武汉》，为武汉

加油鼓劲。在演唱视频中，有身处国防

工程建设一线的官兵、有赴刚果（金）维

和医疗分队的女兵、有武警贵州总队机

动支队的战士……质朴的歌声传递了

各地官兵对武汉人民的牵挂、对“逆行”

勇士的敬意。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各网络

媒体平台反应迅速，凭借多维度的创

作视角、多元化的表达方式，以及内容

覆盖全面的流量输出，为观众带来了

很多感人肺腑的视听作品，在讴歌疫

情防控一线的英雄、普及防疫知识、提

振抗疫士气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人民网发起“人民战‘疫’短视频征集”

活动、四川广电网络和封面新闻开启

家庭战“疫”短视频大赛……各类网

站、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征集并制

作了大量作品，如防疫宣传短片、微视

频、纪录片、主题歌曲等，受到观众的

青睐，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注入了

信心。

在疫情防控时期，好作品具有鼓

舞人心的作用。由腾讯视频制作的特

别节目《见字如面》，通过疫情有关的

信件展现人们的抗疫决心。抗疫护士

的家书、后方记者写给前线妻子的信、

小学生写给护士妈妈的信……文字内

容与视频画面结合在一起，感动了很

多观众。在优酷平台播出的人物类系

列微纪录片《中国面孔》，从多角度记

录了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医生、护士、

军人、普通市民、患者家属等每一位普

通人的付出与努力，表现了危难时刻

中国人团结一致防控疫情的决心。央

视网的融媒体短视频《武汉：我的战

“疫”日记》采用Vlog形式，通过武汉疫

情亲历者的视角，讲述抗击疫情的温

暖故事。还有视频播主在相应网络媒

体平台上创作的纪实短视频作品如

《武汉日记 2020》等，成为人们了解武

汉当下情况的一个窗口。疫情发生没

多久，十多位来自武汉的文艺工作者

用手机录下自己的声音，制作成MV《武

汉伢》在全网发布，表达了他们对武汉

的祝福和期盼。MV一经发布，很快在

各类媒体平台上刷屏。很多网络媒体

平台也推出了《坚信爱会赢》《手牵手》

《爱心守望众志成城》等抗疫主题MV作

品，触动观众泪点的同时，还给予人们

战“疫”必胜的信念。

进入全媒体时代，各网络媒体平

台在抗疫过程中发挥出巨大的传播优

势，构成了全民战“疫”的鲜活图景。

爱奇艺、优酷、腾讯、喜马拉雅、抖音、

快手、微视等平台，推送了大量优秀的

影像作品。全民参与创作、专业人员

进行艺术加工的模式，使很多作品保

持了精良的品质，用真实、客观、立体

的影像呈现了全国人民共抗疫情的画

面和瞬间。特别是在武汉火神山、雷

神山医院的建设期间，千万网友在网

络直播过程中当起了“云监工”，不仅

见证了中国速度，也将全国人民的心

紧密连接在一起。在当前疫情防控形

势呈现持续向好的态势中，我们还应

继续发挥网络媒体平台的积极作用，

为取得最后的胜利集聚众志成城、团

结战“疫”的强大合力。

网络视频节目——

凝聚抗疫必胜的信心力量
■王忠波 陶 然

在这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

中，“逆行”勇士感人至深；在没有硝烟

的战场上，遍地都是英雄的身影。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艺频道推出的电

视节目《战“疫”故事》，将疫情防控期间

那些诠释人间大爱的典型人物、典型事

例、典型场景、典型画面生动呈现出

来。每一个战“疫”故事就像是一束光，

照亮胜利的希望，强信心、暖人心，激励

人们团结向前、共克时艰。

真实是中国战“疫”故事的生命力，

情感是拨动心弦的乐章。电视节目《战

“疫”故事》在举国抗疫的宏大背景下，

从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护工作者、社区

工作者、志愿者、公安干警等不同群体

中选取平凡个体的英勇壮举：武汉儿童

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董宗祈教授在

17年前义无反顾地冲在了抗击非典的

第一线，而今86岁高龄的他又坚守在抗

击新冠肺炎的一线；社区民警樊树峰连

续17天奋战在疫情防控工作一线，“十

过家门而不入”，最后不幸牺牲在战位

上……“有人可以在家，是因为有人在

路上”，在这次疫情中，“逆行”的平凡英

雄缔造了那些令人热泪盈眶的战“疫”

故事，让我们见证了中国风骨，理解了

医者仁心。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节目

中，这些战“疫”故事由朱迅、尼格买提、

欧阳夏丹、李梓萌等央视主持人讲述出

来。演播室中落下的热泪、富有张力的

情感表达，让人们在产生共鸣的同时收

获感动，拉近了与故事主人公的心理距

离。结尾处，文艺工作者用动人的诗篇

向这些默默奉献、恪尽职守、舍生忘死

的平凡英雄致敬，为节目增添了鼓舞士

气、振奋精神的人文关怀和社会温度。

当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武汉所有

方舱医院全部“休舱”，各省区市的援鄂

医疗队胜利凯旋，新冠疫苗临床试验已

经获批，《战“疫”故事》第一季节目也逐

渐进入尾声。一位位在疫情中最美“逆

行”者就像黑夜里璀璨的星光，带给人

们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信心和底气，

迎来春暖花开的美好时光。紧随其后

推出的第二季节目，在保持原有品质的

基础上进行了全新升级，将切入点放在

了口罩、物资箱、防护服、车票、手札等

“疫情见证物”上面。从曾经防尘保暖

的防护用品到现在抵御病毒的生命屏

障，见证了人间的温暖。如今，饱含中

国人民热切关爱的口罩正被送往世界

多个国家；咖啡杯上写下的祝福语、母

亲写给护士女儿的信件……这些纸短情

长的手札，沟通着人与人之间真挚的情

感；疫情期间,护士执业资格证、记者的

新闻采访证等证件，成为“逆行”者最美

的勋章……《战“疫”故事》第二季节目的

选材视角新颖独特，以“小切口”展开叙

事，把这些常见而又带有特殊故事的“疫

情见证物”作为内容载体,给观众留下印

象深刻的抗疫记忆，具有强烈的真实感，

更加容易产生共情共鸣共振的效果。

从第一季的平民英雄叙事到第二

季的“疫情见证物”陈述，电视节目《战

“疫”故事》在出镜人员的选用、主题内

容的策划、文字语言的使用等方面进行

了精心细致的打磨，并充分借鉴短视频

的传播特点，融合了情景报告、文学朗

读、歌曲展播、视频连线等多种形式，充

分发挥出全媒体传播的优势。节目凭

借短小精悍的体量、高质量的制作，引

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千帆竞发，勇

进者胜。在电视节目《战“疫”故事》中，

一个个与时间赛跑、为生命护航的战

“疫”故事，让更多人看到了中国人面对

挫折和苦难时不屈的力量，带给观众柔

软而深情的感动。

电视节目《战“疫”故事》——

在真诚讲述中展现不屈力量
■李南辛 强天林

微 言

约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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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一个都不能少》日前在央视
开播。该剧以全新视角聚焦脱贫攻坚，以
小人物命运折射大时代变迁，讲述了我国
西部某地贫困村“焉支村”合并到本县最
富裕的“丹霞村”后，两村村民逐步摒弃过
往嫌隙，共同走上致富道路的故事。

该剧坚持以真实贴近生活、以鲜活打
动观众。总编剧曹锐长期在甘肃工作，对
我国西部地区的地域特色和风土人情相
当熟悉，对农村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也十
分了解。在创作过程中，主创团队多次深
入到甘肃、陕西、贵州等地的农村体验生
活，那些发生在农村和扶贫一线的真实故
事成为剧本扎实创作的根基与源泉。

电视剧《一个都不能少》以真实而鲜
活的内容，充分反映出在国家脱贫攻坚的
大背景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都不
能少”这一主题思想，描绘出一幅广大民
众在脱贫致富路上砥砺前行的时代画卷。

电视剧《一个都不能少》——

聚焦脱贫攻坚
■何博庆 任 为

电视剧《绿水青山带笑颜》正在湖
南卫视热播。该剧根据真实事迹改编，
讲述了两位在城市打拼的年轻人回到乡
村，积极返乡创业，投身生态文明建设，
建设美丽乡村的励志故事。

剧中，主人公许晗在北京做了8年艺
考培训学校，偶然被乡村风景所吸引，决
定回乡创办精品民宿，却遭遇了一连串意
外挑战。另一位主人公杜笑语果断独立，
对家乡制琉璃的“老手艺”有着深厚的情
感，辞职回乡后，决定要成立一家琉璃工
坊，却无法得到家人的理解与支持。两名
年轻人历经波折，在大学生村官郑菲、许
晗老同学及当地村民的协助和支持下，最
终不仅实现自我梦想，也将落后的家乡扶
上小康之路。电视剧《绿水青山带笑颜》
除了展现出山清水秀的美丽乡村风貌，还
书写了当代年轻人返乡创业的奋斗精神。

该剧紧扣“生态文明”“乡村振兴”两
大主题，勾勒出城市“反哺”农村、协力攻
坚的扶贫新格局。剧中有志青年回乡创
业的经历，不仅展现出当代新青年积极向
上、勤恳务实的精神风貌，也折射时代洪
流中都市与乡村新关系的缩影，细腻真实
地刻画出了返乡创业的种种现实境遇。

电视剧《绿水青山带笑颜》——

讲述创业励志故事
■索朗塔杰 周 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