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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丝绸之路上，中国出产的丝绸、瓷器
等扮演了文化交流的使者的形象。新时代
的“一带一路”，带什么出去、怎么玩等，是中
国游客“攻略”上迫切需要探路者共同讨论
的议题。由东方卫视中心、东方娱乐打造的
明星旅游体验综艺节目《旅途的花样》，深入
摩洛哥、俄罗斯、挪威、丹麦4国，深入体验
异国文化，为大家呈现“一带一路”上的风光
之美、人文之魅。

首期节目中，嘉宾们为首站摩洛哥做启
程准备，华晨宇整理出游行李，特意从桌子
上拿了个熊猫玩偶。他说，熊猫是外国人心
目中的中国文化标签之一，可以让当地人形
象地感受到中国。

难得的是，节目对异域文化的展示比较
深刻细致，专门设置了嘉宾的深入体验环
节。4位嘉宾分别到4个具有代表性的当地
手工作坊中体验当“小工”。纺织工坊是当
地只接收男性工人的传统作坊，华晨宇自己
缠绕出了手工线轴。嘉宾们与当地文化的

亲密接触，直观、真实地展现在镜头前。
《旅途的花样》在带观众体验异国文化

的同时，也将中国文化带到了旅途中的国
家。节目第三期的录制恰逢摩洛哥当地每
年一度盛大的玫瑰庆典节，林志玲参与了

“玫瑰小姐”的选举，一出场就获得当地人士
的盛赞，现场的外国评委及观众纷纷表示惊
艳，“中国有这么美丽的女性！”

第四期节目中，节目组来到摩洛哥“南方
明珠”马拉喀什。这里不仅有千年历史的世
界文化遗产，中国驻摩洛哥医疗队也驻扎在
这里。嘉宾与医疗队的亲密接触，让观众了
解了中国医生不平凡的“南丁格尔精神”，也促
进了中摩两国人民的情感沟通和文化交流。

目前，除了摩洛哥，节目组还转战俄罗
斯、挪威、丹麦等国家。东方卫视中心、东方
娱乐集团党委书记李逸表示：“依循国家‘一
带一路’倡议，我们打造了这档节目，希望让
明星们代替观众去体会真正的异国文化，也
把中国文化传递到其他国家。”

传统文化的创新有多少种可能？看似
古老的传统文化，如何撩动年轻的心？这些
是传统文化面对娱乐文化冲击的现实问题，
也是坚持文化自信，打造中国文化软实力的
核心问题。东方卫视周播剧《上古情歌》，对
此做出了积极探索。

《上古情歌》深入挖掘中国本土文化，从
中华人文经典中吸取养分。该剧创作取材
于中国古典著作《山海经》之“大荒经”。《上
古情歌》根植于《山海经》，并在此基础上设
置了宣阳、玄牧、凌云等几大部族的纷争纠
葛以及赤云、木青寞等数段恋情，在内容上
延展了《山海经》，也增强了观赏性，使原本
看似古老深奥、曲高和寡的中华人文经典焕
发了新生机。

该剧还融入新时代的审美，养眼的不只
是黄晓明、宋茜、盛一伦、张俪等高颜值的演

员，更在于它为年轻观众创造了一个充满东
方奇幻色彩，具有极佳视觉体验的“上古世
界”。剧中，新科技特效制作的奇幻美境，既
有恢弘的山川密林、高台楼殿、桃花之海，也
有婉约的亭台楼阁、雕栏玉彻、小桥流水，加
上极具灵性的奇异鸟兽，《上古情歌》的每一
帧画面都富有东方古典美，有年轻网友评价

“满眼都是中国风，顿生满心欢喜”。
这部剧还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大情

歌。剧中有思念一人整整10年的痴情男
儿心，有只求一生痴恋一人的相守，有咫
尺天涯爱而不得的痴缠，情爱中人更可以
为国而嫁、为爱赴死、为真爱而牺牲。《上
古情歌》的“情”交汇于“奉献与成全”，

“歌”咏的是家国情怀和大爱。换言之，正
是这种闪耀中国传统文化光芒的“洪荒之
恋”打动了年轻观众。

如何激活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情
感？更重要的是，如何借助新锐的传播
方式让传统文化在年轻人中产生影响？
纪录片《传家本事》（第二季）在央视纪录
片频道播出后，引发一阵讨论热潮。纪
录片以《他们的一天》《山中的传奇》《兄
弟的礼数》《海边的客厅》《天地的承诺》
和《人生的美意》为名，将镜头深入到蒙
晋、京津、巴蜀、钱塘、湘西和闽南六个地
理区域，展现中国人传统文化里的闲适
仁爱、聚合义气、兄弟守护、待客智慧、天

地信任与人文美学。
在北京的炮兵大院，篮球健将王璁

和他的队友们深受军人父辈的影响，喜
欢比拼和竞争，并且认为通过这种“良性
竞争”才可以获得彼此的尊重；在潮州，

“90后”办桌师傅阿涛，历经艰辛的学徒
生涯，逐渐领悟“办桌”背后严密的闽南
乡村餐桌待客礼仪；在山西、内蒙古交界
的丰镇，“80后”的郭焱在婆家学习做大
个月饼“月亮爷”，感受中秋佳节带来的
实在喜悦。

在现代化、年轻化的语境下，《传家
本事》第二季传递着传统文化中家族、人
情的基因，将“传家本事”拉近年轻人最
本来的生活体验，激发年轻人从身边发
现传统，从自己做起践行传承。借助新
媒体平台，《传家本事》也在年轻人群中
得到很好的传播效果。2016年纪实影
像的全网点击量达49.4亿次，《传家本
事》第一季获得近亿点击量。而第二季
以爱奇艺为播出平台，也显示其影响

“19-35岁、高学历、中高消费的年轻人”
人群的强烈愿望。

由人化文，以文化人。只有成为体
验的文化，才能真正打动人、感染人。除
了在央视及视频网站播出外，《传家本
事》第二季还同步推出《未来生活家》生
活美学引领行动及《四季风流》妙趣生活

养成计划等。前者瞄准年轻的中产阶层
受众，推出50部微纪录片、举办10场线
下活动并开展1场年度生活节；后者面
对的则是渴望体验传统文化的孩子们。

去年，一部反映文物修复者工作与
生活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在弹幕
网站走红，作为片中主角的文物修复师王
津也一同成为“网红”。虽然片中人物所
从事的工作看似单调乏味，与当今时代大
多数人的追求不尽一致，但该片却在年轻
人中引发强烈反响。如何向传统文化寻
求破解生命之道？《传家本事》正是这样的
一扇门。它通过展现那些被当代人忽略
的细节和讲究，挖掘那些被渐渐遗落的

“传家本事”之美，带领年轻人以真的体
验、善的哲学与美的观感，在传统文化中
找回世代传承的生活美学及处世智慧。

一部好电影能影响人的一生，尤其是青年人，就像有人怀
着对《战狼》《湄公河行动》的英雄情结去当兵、去加入公安队
伍，有人带着被《中国合伙人》激发的热情投身创业洪流，对于
三观还未完全形成的青少年而言，一部好的电影有可能成为
他们在校园中生动活泼的第二课堂。

多年来，用优秀国产影片滋养广大学生的心灵都是教育
工作者和艺术工作者的梦想。近日，将立足全国校园电影院
线主体运营的中教华影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宣布成
立。中教华影将依托校园院线，让学生在学校看电影，利用院
线开展思想教育，这正是创新教育资源供给和教育手段的有
益尝试。校园院线的发展，等于为中国教育模式打开了新的
一页，利用电影艺术与校园文化和日常教学深度结合，可以让
学生从不同类型的电影中，获得教益和快乐。

中教华影电影院线成立后的第一个活动，是“纪录电影
《重生》百所高校巡展”，这部打头阵的影片讲述了从中国共产
党建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8年的奋斗历程，内容尊重史
实的同时，也考虑到主流观众年轻化趋势，采用强化剧情式叙
事的情景再现方式拍摄，并与《纸牌屋》的摄影团队和《超胆
侠》的灯光指导合作，灵活运用电影语汇，起用年轻人喜欢的
演员。院线还邀请知名人士为学生讲述他们所理解的《重
生》，开展了系列学习教育活动，并与同学们交流，电影真正成
为一本活的书本。

想让电影成为一个新的教学资源，并非易事，因为校园院
线建设有其自身的难度。大部分高校都没有专门的电影院，
放映电影主要在礼堂、教室，采用的是电视录像、多媒体投影
等陈旧设备，视听效果和场地环境差，影片放映效果不好。另
外片源也是一个问题。我国每年生产六七百部电影，但能与
观众见面的是一小部分。有明星阵容和话题效应的商业片在
市场上更吃香，部分主旋律电影、文艺片、纪录片的放映空间
较为狭小，导致很多影迷想看的电影却看不到。考虑到学生
的消费水平，校园院线的票价又不能太高，导致回报率较低，
因此造成校园院线往往雷声大雨点小，不是难以形成规模效
应，就是不能融入校园文化生活。

在这种背景下，得到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新闻出版广电
部门以及各地院校大力支持的中教华影校园院线，颇具标杆
意义。身兼中教华影校园院线发起方、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
盟发起方双重身份的华夏电影公司，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

本身拥有大量片源，而中国电影资料馆作为联盟的另一发起方，也储有3万多部馆
藏电影，并保持每年六七百部的增量，因此片源不足的问题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得
到了解决。

“以文养心，以文育人，以文化人。”如果说校园电影院线好比图书馆，那么每一部
好电影都是一本给同学们准备的有情有趣有教益的好书。但愿中教华影电影院线不
断发展壮大，造福更多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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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全最初的兴趣爱好是画画，后来受军旅影视
文学作品的影响，决定去当兵，于是报考了军校。
报到那天，他带了写生的画板等全套绘画工具，一
下子引起了大家的好奇和关注，于是在学校里一直
受到同学的优待。

在海军航空兵部队服役期间，肖全翱翔在蓝天
上，以不同的视角俯瞰大地，为这壮丽的山河美景
而倾倒，萌生了记录下这些美景的想法。开始他会
用自己的特长去画，但慢慢的，肖全觉得，仅靠画画
已经满足不了他的表达需求了。他想到了摄影并
开始尝试。从部队出来，肖全去了一家杂志社工
作，开始了他的摄影生涯。

盛名之下

上世纪90年代初，正是市场经济全面发展的
时代，也是文化大繁荣的时代。不同的文化形态和
文化立场公开化，一时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景象。

那时，赵野、钟鸣等人创办了《象罔》杂志，其中
有一期有庞德专辑，里面的一张照片使肖全深受触
动：老年庞德杵着手杖，立于石桥，目光坚毅沧桑，形
如雕像。下附文字：“理解来得太迟了。一切都是那
么艰难，那么徒劳，我不再工作，我什么也不想做。”
这张照片和这段话，让肖全决心要为一代人留下肖
像。于是，肖全跟赵野、钟鸣、吕澎、柏桦等人一起敲
定拍摄名单。刚开始时候比较难，需要一些机缘巧
合，更需要主动去寻找名人来说服他们。但是因为
拍出来的照片实在太好了，肖全的影响越来越大，一
些名人开始主动找到肖全为他们拍照，肖全由此名
声大振，于是有了《我们这一代》。肖全用手中的相
机，通过一个个的人物肖像记录下了时代的变迁，被
赞誉“他拍谁就是谁一生中最好的照片”。

三毛，是肖全绕不过去的话题。肖全说，第一
次见到三毛时，简直惊为天人。“我见过很多漂亮女
人，但从没有像三毛这样动人的。”

肖全还有一张照片广为流传，那便是他镜头下
的易知难。易知难代表了当时文艺女青年的形象：
长裙着身、长发披肩。拍摄是在易知难的琴房，她
的头顶挂着陈逸飞的油画，而她静静地坐在钢琴
旁，一边抽烟，一边心事重重，想着生活的不幸，不
知不觉间，她的眼里含满了泪水，神情是那么悲
伤。这一幕被肖全记录了下来。这张照片展出后
引起轰动，无数人为它着迷。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距离拍摄《我们这一代》十几年过去了，那些留
在肖全镜头中的人，有的早已离开了人世，有的退
出了时代潮流，有的依然站在舞台上，渐渐老去。
肖全说，“我还会继续为他们拍照”。

20世纪50年代，玛格南图片社主席马克·吕
布来到了中国，开始了时间跨度长达20多年的拍
摄，留下了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照片。1993年，肖全

毛遂自荐成为了马克·吕布的助手。后来，肖全完
成了作品集《跟着马克·吕布拍中国》。

肖全送马克·吕布回法国的时候，萌生了“走出
去”的想法。2007年，他去了尼泊尔。回来后，他
减掉了飘逸的长发，开始留短发，他整个心境也开
始转变。

2012年，联合国举办了一个公益项目《2032
我们期望的未来》，周迅是这个项目的亲善大使，
她把肖全引进了这个项目。32位来自各地的中
国民众表达了自己的未来愿景，肖全同期创作了
所有志愿参演者的肖像摄影作品。这些照片后
来被送往联合国总部，受到了时任联合国秘书长
潘基文的表彰。

此后，肖全开始了只拍摄普通人的摄影项目。
2013年，肖全在西双版纳和被称为“雨林精

灵”的林妲、宛妲姐妹俩结缘，为她们拍下了一幅幅
美丽的肖像。林妲和宛妲是德国生态学家马悠博
士与著名环保工作者、天籽生物多样性保护创始人
李旻果的女儿，她们在父母打造的热带雨林中自在
成长。

在《时代肖像——重庆女人》的拍摄中，肖全结
识了“小三毛”刘畅。“我和重庆很有缘”，他说，“三
毛可以算是我拍的重庆的第一代女人；易知难是我
拍的重庆的第二代女人；现在的‘小三毛’算是我拍
的重庆的新一代女人。”

在对形形色色的普通人的拍摄中，肖全收获了
一个又一个丰富多彩的故事，感受到了芸芸众生身
上许许多多的闪光点，他认为，每个普通人都值得
去记录。

最是平凡动人心

当被问到拍摄技巧时，肖全说：“我和相机早就
融为了一体，它和我的心、眼睛是接通的，通过它，
我和被拍摄对象也相通了。而我的作品就是我的
理念。”相对于拍摄技巧，他更关注照片和人物以及
拍摄者和被拍摄者之间的情感流动。肖全说，想要
让对方在你的镜头前展现出一个真实的自我，首先
你要先对他人付出真诚和善意，只有这样，对方才
会在你的镜头面前放松，才会回馈给你真诚，才会
让你拍摄出他内心的真实情感，这幅摄影作品才是

“活”的。
在肖全的众多人物肖像中，有个特别的姑娘，

她的右臂是木头做的假肢，在面对镜头时，开始她
很不自然。肖全笑着对她说：你不就是右手有点麻
烦，这真的没什么……听了这话，这个起先腼腆自
卑的姑娘转身摘下假肢，坦然微笑着面对肖全的镜
头。这件事让肖全感触很深。他说，虽然看似他给
了她安慰和勇气，其实，又何尝不是她给了他安慰
和善意。

肖全说：“今天很多人在我的镜头前微笑，即便
遭遇苦难，他们依旧传递出真诚和热情。你内心是
什么，你看到的就是什么。”

而这，也是他的信念。
（《雨林精灵》《周迅》《易知难》均为肖全作品）

肖全：最是平凡动人心
●李璐璐

肖全，1959 年生于四川成都，曾在海军航空兵部队飞行 4
年。拍摄并出版《天堂之鸟》《我们这一代》《我镜头下的美丽女
人》《跟着马克·吕布拍中国》，记录了一代人物肖像与历史的发
展变化，对中国摄影史有深刻影响，并多次斩获国际奖项，在瑞
士、北京、上海等全球各地多次举办个展。

“野草渴了想露水，露水困了想月亮；月亮累了想
星星，星星闷了想太阳……爸爸呀爸爸，啥时才让我看
见，你的眼睛、嘴巴和肩膀！啥时才能爬上你的后背，
暖暖我的胸膛。”随着《蓝蝴蝶》主题曲响起，中国福利
会儿童艺术剧院在国家大剧院的演出拉开帷幕。受国
家大剧院邀请，7月11日至7月15日，中国福利会儿
童艺术剧院在此上演了两部经典儿童剧《蓝蝴蝶》和
《泰坦尼克号》，共5场。

儿童剧《蓝蝴蝶》由欧阳逸冰编剧，胡宗琪导演，以
留守儿童大顺子进城寻父为线索，聚焦我国城市化进
程中乡村留守儿童的生存状态和身心成长。该剧于去
年9月首演，演出近50场，受到师生和家长的广泛好
评。儿童剧的现实题材不好把握，中国福利会儿童艺
术剧院的创作团队用童话手法来描写留守儿童“大顺
子”的内心世界，希望孩子能从剧中体会到社会公平、
公正的意义，让他们从小就形成正直的概念。剧中充

满民族风情的舞美设计以及朗朗上口的经典童谣等，
也凸显出主创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弘扬的自觉。

儿童剧《泰坦尼克号》是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
近年来开拓的世界经典作品卡通版系列工程的第一
部。该剧跳出经典电影的框框，以泰坦尼克号为载体，
叙述了3只猫和一群老鼠在灾难面前的种种表现，通
过小动物的视野演绎普通人生命中的亲情、友情和爱
情，展现天灾来临时的人生百态。把经典文艺作品搬

上儿童剧舞台，用孩子们容易接受的卡通形式来阐释
精髓，正是该系列儿童剧的创作初衷。

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是宋庆龄于1947年4
月10日在上海创立的中国第一家专业儿童艺术团
体。剧院成立70年以来，创作出《马兰花》《小足球队》
《童心》《雁奴莎莎》《白马飞飞》《享受艰难》《灿烂的阳
光》《成长的快乐》《彩虹》等近400部题材各异的儿童
剧目，累计演出19000余场，观众达1639万余人次。

古老的文化撩动年轻的心
●钱俊

《旅途的花样》
呈现“一带一路”风光人文之美

●朕杰

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70周年

携《蓝蝴蝶》《泰坦尼克号》进京演出
●郑娜

纪录片《传家本事》

激活传统生活美学
●林沛

肖全近影

雨林精灵

周迅

易知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