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 讯

由甘肃省人社厅组织拍摄的短视频《用生

命守护文物》，获得“如意甘肃”“中铁二十一局

杯”短视频大赛二等奖。

该片讲述了敦煌壁画修复大师李云鹤的

事迹。李云鹤作为敦煌研究院修复师，坚守文

物修复保护第一线 65 年，在抢修洞窟、修复壁

画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被誉为我国“文物修

复界泰斗”。李云鹤非常注重技艺传承，目前，

以其子李波为代表的一支壁画修复专业队伍，

逐渐成为我省文物保护的重要力量。在 2023

年全国第二届技能大赛绝技绝活展演中，“省

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李波的敦煌壁画修

复入选“全国最受欢迎的十大绝技”。

近年来，甘肃省人社厅高度重视高技能人

才队伍建设，发掘、培养了一批行业领先、技艺

精湛的技能大师。 （甘肃省人社厅供稿）

《用生命守护文物》获奖

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联合摄制的大型文化节目《中国中医药

大会》将中国中医文化的内涵进行科技化、时

尚化、生活化表达，在观众尤其是年轻人中产

生热烈反响。

该节目共 11 期，每期 90 分钟，按照中医药

的历史发展脉络，以中医药的科学价值和文化

特点进行内容架构、布局谋篇，用亲切动人的

语态、国际化的视角，全面、立体呈现中国中医

药之美，深入挖掘中医药的历史渊源，传递健

康的生活方式和养生知识，让更多人受益于中

医药文化的智慧。

《中国中医药大会》将中医传统符号与科

技元素结合，进行故事化演绎，牢牢抓住了观

众的眼球。在节目“一指明秋毫”环节，细细丝

线的一头接在钢琴的琴弦上，另一头悬在“扁

鹊脉学诊法”传承人齐向华的手指上。由电脑

控制的机械臂敲击琴键，每一次敲击只有细微

的力量差异，齐向华需要按照力的大小进行排

序。台上专家和台下观众眉头紧锁，齐向华一

口气在白板上写出了答案，精准判断震撼全

场。通过这种巧妙设计，望闻问切的四诊合参

走出诊室，实现场景化表达，把传承数千年的

诊疗技艺转译为可看、可感、可叹的现代故事。

《中国中医药大会》还通过创新化的内容

表达和多元化的叙事空间，深描中医药文化，

承担起讲好新时代中医药文化故事的使命。

节目中的“医承有道”环节引入了古今对话的

方式，通过古代大医故事和现代中医故事的双

线叙事，致敬先辈医者的精湛医术和高尚医

德，也展现了现代医生对医道精神的传承。首

期节目中，展开古今对话的是“古代名医扁鹊”

和来自四川雅安的医生陈怀炯。借助舞台技

术，两位医者实现隔空对话，演绎出中医文化

千载而下的精神传承和继往开来的磅礴生机。

创作者还以古今辩证的创作视野，一边带

领观众溯源探流，一边关注当下、思考未来，拓

展中医药文化的哲学叙事空间。中国中医科

学院首席研究员史大卓从望闻问切谈起，从整

体观、变化观、联系观和平衡观四个方面阐明

中医的哲学观念，并指出四个维度的有机结合

才能更全面地了解人的健康状况。中医药文

化正是基于人对世界质朴的认知方式发展起

来，运用自己的感官来认识人体，诊断疾病。

而节目借助舞台上的互动对话，使中医文化的

辩证思想愈加清晰。

享有健康是人们的共同愿望。中医药不

仅是传统中国医学的瑰宝，也是世界医学宝库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中医药大会》通过

生动展示灿若星河的名医大家、传承智慧的经

典医籍、叹为观止的非遗技艺、融合发展的前

沿科技，为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感知中

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打开了一扇窗。从国际传

播的意义上讲，该节目的播出能助力中国文化

与多元受众进行内容共享和有效对话，从而助

力中外文明互鉴、中外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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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体验类节目《国之大雅·二十四节气》

探索我国各地具有时令特征的美景美食、民俗

雅趣、特产风物，让观众在欣赏社会现实图景的

同时，领略中华节气文化的独特韵味。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一年四季周而复始。

古人将太阳周年运动轨迹划分为 24 等份，每一

等份为一个节气，统称二十四节气。《国之大雅·

二十四节气》节目摄制组根据不同节气的特点

前往全国各地，寻找能代表这一节气的青山绿

水和风土人情。如在惊蛰、雨水、清明时节，前

往绍兴、杭州等地，欣赏江南地区养眼的春色，

进行挖笋、赏兰、采茶等春日活动。在夏至、小

暑等酷暑时节，前往湖南沅陵，在酉水河上乘船

探景，感受号子和龙舟文化；在避暑胜地福建武

夷山，于暑气中寻找一方清凉，体验编竹、赏荷

等通古贯今的消暑雅事。在菊黄蟹肥的秋分时

节，来到苏州阳澄湖畔，看纵横交错的渔网，了

解养蟹的故事；又前往有“菊城”美誉的广东中

山小榄镇赏菊、品菊，享受寒露时节的清与雅。

节目从一个个小切口出发，展现中华节气文化，

彰显“国之大雅”。

节气文化镌刻着传统农耕文明的印记，也

实现了与现代生活的融通。《国之大雅·二十四

节气》展现了人们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之道，主持

人和嘉宾带领观众在体验节气民俗、感知季节

交替中体悟顺应规律、敬畏自然的人生哲理，从

源远流长的节气智慧中汲取现代生活的养料。

同时节目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赋予节气文化

新视角、新表达和新内涵，甚至创造了与时俱进

的新民俗。如在“清明篇”中，主持人通过焚香、

插花、挂画和点茶连接古人生活，体悟清丽风雅

的宋代生活情趣和古代诗人笔下的品茗之乐；

在“立秋篇”，学习中医药知识和八段锦，了解古

今相通的养生之道。透过镜头，古老节气与现

代文明发生了“化学反应”，历史感与时代感完

美结合。

在形式方面，节目融合了直播、评论互动、

短视频及新媒体推送等融媒体方式，从第一视

角切入，以主持人和嘉宾们满怀好奇心的探寻

和富有沉浸感的体验，拉近了其和网友之间的

心理距离。比如，“芒种篇”节目组来到贵州丹

寨县高要梯田，主持人站在水田中插秧，体验

“忙种”的快乐；“小满篇”中，主持人与蚕娘一起

摘桑叶、喂蚕、缫丝，体验新丝上市时的各项劳

作场景，感受“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满足。在

对话与探访中，节目还着重呈现了耕耘的劳动

者以及非遗传承人的故事，通过拍摄船工、茶

农、渔民、采菌人、挖笋人的真实生活和劳动场

景，让观众了解更加丰富的社会现实和人生故

事，引发情感共鸣和心灵共振。

我国的“二十四节气”已被列入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节

气文化的传播促进了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国

之大雅·二十四节气》为影视创作如何助力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以及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提供了新思路，开辟

了新路径。

□ 赵艳明

《国之大雅·二十四节气》——

农耕文明与节气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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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自己生活的导演

影片以一种细腻而真实的笔触描绘了当代

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从进城务工人员到职场

白领，从学生到老人，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独特

的经历和故事。在快速变迁的时代背景下，这

些个体虽然平凡且普通，但却有着不可忽视的

价值和意义。影片通过这些个体的故事，让观

众看到了一个生动真实的当代中国。

导演有意识地在竖屏与横屏之间做形式实

验，从快手平台庞大的素材中精挑细选，选出 887

条短视频，按照一箪“食”一瓢饮、云想“衣”裳花想

容、“行”路难归去来、衣食“住”行、吾心安处是吾

“家”这 5 个章节进行剪辑，每个章节内部也自有

其内在的剪辑章法，从庞大的素材量中选材，并按

照一定的规则理出较为清晰的线条来。影片展现

了劳动者的劳作之美，涉及渔夫、棉厂女工、播种

的农民、塔吊工、货运卡车司机等。他们过得有滋

有味，活得生机勃勃，几百位普通人作为“联合导

演”，共同书写了一部鲜活生动的生活史诗。

对于创作初衷，导演孙虹表示，尽管自我记

录生活的影像跟传统的纪实影像相比，显得有

些粗粝，但足够真实。

孙虹表示，如果人们渴望对世界保持好奇

心、打破信息茧房，那就可以抬头看看电影中容

易被忽略的那个世界。同时，短视频的情感冲

击虽然很强，但仍然是短暂的，很快就会被遗

忘，《烟火人间》希望能将瞬时的感动留存。

普通人值得被看见

《烟火人间》在 2018 年左右开始创作，同年

短视频开始进入井喷期。

“他们自己拍的比我们专业的人拍得好，专

业的人该干什么？”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雷建军

注意到，短视频已经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相比

传统影像，自我拍摄记录的生活影像具备不可

替代的价值。

孙虹解释称，传统影像、纪录片是专业的人

观察生活并拍摄记录下的影像，是一种第三方

视角，这种视角避免不了来自他者的主观性。

而在自我纪录影像足够丰富的短视频时代，创

作者可以进行“捕捞”并进行二次创作，创新成

为一种新式的纪录片。

《烟火人间》从 5 万多条初选视频中最终选

择了 887 条视频进行剪辑拼接，孙虹和团队在

寻找目标视频的过程中有一个共同感受：打开

了新世界。

“每个人都要为衣食住行而奔波，他们的工

作是他们的劳动，而他们的劳动成果是我们生

活的一部分。”孙虹说。

在寻找视频的过程中，一位在大河上跟着

父亲跑船拉货的年轻女性给孙虹留下了深刻印

象。她在船上面朝河岸炒菜时说：“一边做饭，

还能一边看风景。”

孙虹认为，他们虽然有孤独、脆弱的时刻，

但对生活充满乐观。希望电影能关注人与人之

间本有的密切联系。

纪实影像的创新

如何才能让这些影像被看见？

制作方一开始就确定《烟火人间》需要走进

院线。因为，影院是纪录片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影

环境。更重要的是，电影是一个更大众的媒介。

这部在电影史上少有的用横屏来进行竖屏

蒙太奇剪辑的电影，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存在难

点。如何把海量碎片化的内容用一个故事线或

者有逻辑地呈现？如何解决竖屏单一地放在横

屏上导致的空间浪费？

起初，导演想用生老病死作为故事逻辑串

联，但发现行不通，因为有些阶段素材会比较丰

富，但某些人生阶段的素材就会比较稀缺。后

来采用了衣食住行的线索，“因为发现影像中的

他们和我们都有一个共性，也就是所有人都在

为衣食住行而奔波”，电影因此用这个主题贯

穿，最后落下来的主题是“家”。形式上最后采

用了多屏拼接的方式。

清华大学教授、《烟火人间》总监制尹鸿认

为，“我们一直说要讲中国故事，其实这就是中

国故事、是中国人的故事、是中国人民的劳动生

活，他们充满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故事”。

“在现在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里，如何

把瞬间的点滴感动真正沉淀、留存下来，成为一

段能够回溯的历史记忆，也许电影可以完成这

个使命。”孙虹说。

电影《烟火人间》就如同名字一样，是一部

充 满 了 烟 火 气 的 纪 录 片 ，聚 焦 的 点 是 身 边 的

人，那么真实，那么鲜活。从衣食住行家五个

篇 章 展 现 生 活 中 的 不 易 ，那 么 感 人 ，那 么 乐

观。每个人都像是冬日的一缕阳光，用短视频

的方式照耀自己、温暖网络。人间的烟火，温

暖 了 人 间 。 烟 火 人 间 ，最 后 汇 聚 成 温 暖 的 港

湾：亲人和家乡。

（本版编辑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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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部 竖 屏 电 影《烟 火 人
间》近日在院线上映。该片
也是全国首部基于 UGC（用
户生成内容）竖屏短视频创
作的大银幕电影，由 509 位普
通人拍摄、887 条快手视频剪
辑组成，呈现了普通劳动者
自 己 用 镜 头 记 录 生 活 的 影
像，简单又真实，“非常具有
当代性”。

（本文图片为竖屏电影《烟火人间》海报和剧照）

《国之大雅·二十四节气》节目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