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 日 ，电 视 剧

《欢迎来到麦乐村》

播出，获得观众关

注。该剧以中国援

外医疗队的工作生

活为主线，讲述中国

援外医疗队在非洲

救死扶伤、与当地人

民建立深厚友谊的

故事。《欢迎来到麦

乐村》构建远在非洲

“麦乐村”的叙事空

间，塑造马嘉、江大

乔、武梅等代表人

物，并以客观细腻的

细节刻画呈现中国

援外医务工作者的

日常工作生活和非

洲的社会人文图景，

实现了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的创新艺

术表达。

具体到剧集的

叙事中，《欢迎来到

麦乐村》通过平视

的创作视角，以鲜

活的个体故事为援

外医疗作出生动注

解。主人公马嘉是

一位专业水平突出

且责任心强的援外

医生，在投入援外

医疗事业时，他怀揣着在广阔土地上治病救人、促进

中非人民情感交流的理想信念，但内心也饱含着对

家人的爱和愧疚。初到非洲时，他一度难以适应当

地的情况，面对病人不理解、当地医院管理制度特殊

等重重困难一筹莫展。但当感受非洲大地的脉搏，

了解当地的民风民俗和生活习惯后，他被来自这片

热土的力量打动，逐渐从徘徊迷茫走向坚定奉献。

还有多次援外支边的医生江大乔、性格直爽的护士

长武梅，以及非洲当地医务工作者、华商、媒体工作

者、跨国青年创业者等，多种角色的共同演绎让中国

援外医疗落实到了一个个具体的人物成长故事中，

形成一幅中国援外医疗事业的温暖图景。

该剧的创作者还聚焦中国援外医疗队与非洲人

民建立起的深情厚谊。结尾处，江大乔意外中弹，迪

斯马斯和苏莱曼两位非洲医生用中国医疗队留下的

技术完成了手术。该剧还在片尾插入“致敬专辑”

《一起走过的日子——援外医疗影像志》短片，由中

国援外医疗队队员出镜讲述自己在异国他乡的亲身

经历，其中很多是他们与非洲人民交往互助的难忘

故事。这些真实讲述与剧中的情节形成呼应，有效

实现了情感和精神的升华。至此，创作不仅将生命

至上的理念落在实处，还将援外医疗事业的奉献之

美以及国与国、人与人之间心灵相通的情感之美诠

释得淋漓尽致。

为了尽可能真实、生动地呈现这段承载中非深

厚友谊的故事，不仅导演、编剧、美术、摄影、制片等

主创赴非洲调研，还采访来自全国各地的 100 多位

援外医疗队队员，查阅数百万字的书籍、资料。正是

在创作者一步步深入生活、探查医疗队的烟火日常

的过程中，我们感受到了中国医疗队不畏艰险、甘于

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体会到了中

国人民热爱和平、珍视生命的博大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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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陶图绘文化共源

作为历史的见证，图像构成了史前文明

的重要承载方式。在文字尚未被发明的历

史阶段，这些绘制于各类器物之上的几何图

形、人物和动植物图像，不仅见证了先民们

非凡的艺术创造力，也成为了解人类史前文

化、生活方式、经济水平和社会结构的重要

依据。《何以中国》作为追溯中华文明如何形

成的历史纪录片，自然将这些图像作为文明

开端叙述的重要依据。

甘肃彩陶自大地湾起，历经仰韶文化、

马家窑文化，直至辛店、沙井文化的尾声，在

五千多年的发展和演变中，形成了完整且清

晰的文化发展脉络。这份世界范围内独一

无二的完整彩陶发展史，成了早期中国文化

研究的绝好材料。纪录片在对这段历史书

写中，并没有采用宏大的叙事逻辑，也没有

选择资料堆积和人物采访等常用纪录手段，

而是以陶绘图案的变迁为切口，以花卉纹图

案的同一性为关注焦点，以小见大，以此来

形成叙事的重心。

对于历时近两千年的仰韶文化而言，在

其发展的早期，彩陶流行区域从南到北，覆

盖范围极为广泛。此时的大地湾彩陶上的

绘制图案和其他黄河、长江流域的彩陶图案

并无相同之处，纹理样式也各不相同。但当

仰韶文化进入庙底沟时期后，这时的大地湾

彩陶图案便开始同中原地区的彩陶图案形

成了高度的相似性。最为典型的，便是花卉

纹、回旋勾连纹、豆荚纹等在中原地区彩陶

中常见的图案开始在大地湾彩陶中频繁出

现。从完全不同，到逐渐趋同，图案的变迁

见证了文化的交融，也充分证实这一阶段的

仰韶文化已经开始以黄河中上游为起点，传

播并影响到了西北地区。正是在中原文化

的影响下，稍晚的马家窑彩陶开始蓬勃发展

并成为随后中国彩陶文化的中心。

从独自发展，到相对统一。在纪录片的

详细考证中，经由陶绘图案的变迁，便可管

窥史前多元文化逐渐趋同并最终融合的历

史过程。在文化交流的背景下，人群的聚集

和区隔，不再只限于血缘这唯一的因素，开

始逐渐形成以文化和生活方式作为族群差

异的标志。同样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背景，不

仅建构起了彼此间的认同，也在文化的共同

繁荣中形成了中华民族最早的文化基因。

考古学家严文明曾就中国的史前文化

格局提出过著名的“重瓣花朵”理论。所谓

重瓣花朵，是一种形象的比喻。它将史前的

中 国 文 化 结 构 看 作 一 朵 灼 灼 盛 开 的 花 朵 。

这朵美丽之花以中原文化为花朵之蕊，以黄

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中的多重文化样态形成

花朵之瓣。花瓣之间，互有重叠，相互联系。

因此在纪录片的视听表现形态上，这朵

中华文明的“重瓣花朵”，也被用数字特效形

象巧妙地绘制，并和中华大地的地图完美融

合。在这朵象征着文明统一的“重瓣花朵”

之上，甘肃大地湾所代表的陇原文化也构成

了多重花朵中重要一瓣和多瓣花朵文化联

动中的关键一环。

透过大地湾彩陶样式的变迁，得以让我

们清晰地看到华夏大地在数千年前所开启

的第一次大范围文化交流和大规模的文化

互动。彩陶图像也由此成为早期中国先民

跨地区的文化交流并对中国文化形成共源

的 图 像 之 证 。 恰 如 纪 录 片 中 解 说 词 所 言 ：

“在古汉语中，‘花’‘华’同音，‘华’的本意为

‘花’，因此，考古学家苏秉琦将庙底沟彩陶

中常见的纹样誉为‘华山玫瑰’，而把创造庙

底沟之花的人群称为最初的‘华人’。”

简牍书写秦汉细节

在 大 众 的 印 象 中 ，历 史 的 阅 读 和 观 看

不 仅 有 着 时 间 上 的 距 离 ，还 有 着 身 份 的 差

别 。 那 些 能 够 入 选 史 书 列 传 的 王 侯 将 相 、

社 会 精 英 和 英 雄 人 物 往 往 构 成 了“ 历 史 人

物 ”这 四 个 字 所 包 括 的 全 部 意 义 。 即 使 偶

尔 在 史 书 的 缝 隙 中 ，为 那 些 普 通 人 留 下 一

些位置，但他们往往只是在匆匆出场之后，

便被一笔带过。

相 对 于 宏 大 的 历 史 叙 事 ，微 观 视 角 更

关注“历史中的普通人”，从普通人的视角

来入手，不仅可以看到历史的另一面，更可

以从细节中对彼时的历史现实拥有更为清

晰的理解。《何以中国》采用了大量的微观

视角，并以文物的考古成果为支撑，让观众

重 新 认 识 了 那 些 湮 没 在 历 史 中 的 普 通 人 。

而 在 对 这 些 微 观 历 史 的 观 看 中 ，来 自 甘 肃

简 牍 中 的 文 字 记 录 ，也 成 了 纪 录 片 叙 述 的

关注对象。

张骞凿空西域、卫青直捣龙城、霍去病

征战漠北，这些英雄人物的壮举构成了大众

认知中“大写的历史”。但在这些大写历史

的背后，那些征战沙场、为国戍边的普通士

兵 ，在 历 史 的 记 载 中 几 乎 没 有 留 下 什 么 痕

迹。但因为甘肃居延汉简的考古，让观众看

到 了 汉 代 一 位 名 叫 作 转 的 普 通 士 兵 的 家

书。透过这封书写于简牍之上的家书，两千

年前一位普通人对家中老人的关心、对自己

挚友的关怀跃然于竹简之上。虽然其只有

寥寥数语，但这份穿越千年的亲情，至今读

来依然动人。

在《何 以 中 国》的 影 像 中 ，通 过 甘 肃 悬

泉 置 遗 址 的 汉 简 ，观 众 还 可 以 看 到 一 位 叫

做 啬 夫 弘 的“ 普 通 邮 局 公 务 员 ”的 日 常 生

活 。 作 为 汉 代 丝 绸 之 路 上 规 格 最 高 的 驿

站 ，位 于 敦 煌 的 悬 泉 置 在 其 运 行 的 数 百 年

间，负责来往官员和使者的接待以及公文、

邮 书 的 传 递 。 而 作 为 驿 站 负 责 人 的 啬 夫

弘 ，则 是 在 这 里 工 作 时 间 较 久 的 。 在 简 牍

中，我们有幸作为一名旁观者，看到一位普

通邮驿官员所亲历的历史片段。我们可以

看 到 经 过 这 座 驿 站 的 ，有 一 个 个 来 自 他 国

的使者，一位位军功显赫的将军，既有位高

权重的丞相，也有远嫁他乡的公主，但我们

看到的更多的是一个个过客和客死异乡的

戍 卒 。 透 过 这 些 竹 简 ，也 让 后 世 看 到 了 这

些普通人，共同成就伟大历史。

通过细末的考古材料来叙述历史，通过

纪录影像的镜头来观看宏观历史中的微观

人生。简牍作为叙述秦汉中国历史细节的

重要举证，也让那些在历史中消失的普通人

得以重新发现，也被重新认识。

除此之外，在这些简牍所记载的细节中，

更能发现两千多年前，中国作为一个教育意

义上的共同体。无论是平民学子还是高门大

户，无论是中原关中，还是边陲关隘，所有人

都用同样的《仓颉篇》来识文学字，所有人也

都通过相同的教育内容来认同这个国家。简

牍是历史的书写，更是历史的痕迹。

何以中国？如此中国。无论是通过彩

陶图像看到的早期文明，还是透过简牍书写

所认识到的历史细节。作为华夏文明的重

要发祥地，作为人文始祖伏羲的诞生之地，

从大地湾起，拥有悠久历史的甘肃文化和物

质遗产都是中国历史话语中不可或缺的构

成部分，经由甘肃，也必然看到“何以中国”

叙述中的陇原脉络。

（本文图片均为纪录片《何以中国》海报

和剧照）

□ 赵 洋

《何以中国》中的甘肃元素 剧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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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反 映 庆 阳 非 遗 文 化 和 民 俗 风 情 的 电 影

《唢呐客》在全国院线上映。

电影《唢呐客》表现的时间跨度从 20 世纪 20 年

代到 20 世纪末，讲述了陇东地区唢呐艺人张树林一

家三代为了传承和发扬本土优秀传统文化，历经艰

难困苦，追求艺术真谛的感人故事，精心绘制出了由

一杆唢呐、一个家庭和一个时代组成的关于非遗文

化的艺术图谱。

整 部 影 片 在 拍 摄 和 剪 辑 方 面 ，进 行 了 大 胆 尝

试，以大量中近景来呈现客观冷静的视角，以慢节

奏的剪辑方式，延长人物或者事件在画面上的停留

时间，意在增强人物的时代感，也给观众带来沉浸

式的体验，拓展角色的内在空间。

该片由黑格儿影视倾力打造，获第十三届北京

国际网络电影展主竞赛单元提名奖。 （孙玉珍）

电影《唢呐客》上映

大 型 纪 录 片《何 以
中 国》以 严 谨 的 考 古 视
角 ，在 历 史 的 纵 深 与 贯
穿 中 ，在 对 一 座 座 文 化
遗址的考证和对一件件
历 史 文 物 的 探 源 中 ，以
物证史，以景现史。

在这部寻脉中华的
历 史 纪 录 片 中 ，甘 肃 作
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
地，延绵不息的黄河、宽
广辽阔的黄土高原以及
千 里 河 西 走 廊 ，在 中 国
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起到
了 重 要 作 用 。 因 此 ，在
甘肃这片土地之上诞生
和孕育的文化与传统也
构成了这部纪录片书写
的重要脉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