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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北京电 ( 记
者 高凯 )
   如何将真实的“好
人好事”呈现在大银幕
并感染观众？电影《天
大的事》专家研讨会在
日前中国电影家协会举
行，与会专家围绕该片
的叙事、人物，就相关
题材的创作发表了各自
见解。
　　电影《天大的事》
根据郑州市基层社区民
警樊树锋的事迹创作拍
摄，是一部反映基层社
区党员干部工作生活的
温情影片。当日研讨会
由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
心、郑州市电影电视家
协会主办。
　　樊树锋是郑州市金
水区白庙社区一名普通
的社区民警，常年工
作在社区一线，他因劳
累过度牺牲在工作岗位
上，年仅 39 岁。樊树锋
牺牲后，家人遵其遗嘱，
将器官无偿捐献，延续
了 5 名患者的生命。樊
树锋将人民群众的困难
记心间，为他们做实事，
一言一行间展现了一位
普通基层民警的伟大情
怀。他是全国广大公安
民警的缩影，用实际行
动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
的初心与使命。《天大
的事》以他的事迹为创
作原型，以国家改善城
市居民生活环境的“老
旧小区改造民心工程”
为切入点，讲述了关于
这位凡人英雄的感人故
事。
　　该片由河南视界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湖北
建红影视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河南欢娱视线影

视制作公司等七家公司
联合出品，由青年导演
吴双执导，邵峰主演。
总制片人郭永涛当日介
绍，影片筹备历时三年，
中间经历了很多困难，
这是他从事电影十多年
来，参与创作 20 多部
影片中最让人难忘的一
部。他表示，希望《天
大的事》能让普通观众
感受到广大基层党员干
部在平凡工作岗位上做
出的感人事迹，体会到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
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这一精神。
　　在当天举行的专家
研讨会上，中国电影评
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表
示，近年来先进人物的
影片数量越来越多，也
形成了一个有中国特色
的电影类型。这类题材
的创作着力点在哪？如
何创新，如何突破，如
何表达？如何与年轻观
众形成更大的共性？相
关课题都需要深入的讨
论。
　　他认为，《天大的
事》中主人公人物形象
的塑造具备个性，没
有拔高，创作者把他作
为一个普通人来加以刻
画，也写出了他的一些
无奈和困境，对女儿、
妻子的愧疚，更多的赋
予了主人公普通人、基
层民警的一些生活状
态，这些状态的呈现非
常真实，非常感人。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
常务副会长张卫认为，
《天大的事》做到了
人物塑造的一点多面。
影片主人公是亲切可爱
的，其中又有不同侧面，

电视剧《三体》主创走进厦大 探讨科幻宇宙的创作之路

    中新网北京电 ( 记
者 高凯 )
   首届中国电视剧大会
5日在厦门开幕，以“中
国科幻剧的理想、实践
与未来”为主题的大会
分论坛日前在厦门大学
举行，腾讯视频携手电
视剧《三体》主创走进
厦门大学，与青年学子
对谈，并讲述了《三体》
剧集创作的幕后之声。
　　国家广电总局电视
剧司内容一处副处长程
海礁，电视剧《三体》
的出品人、总制片人白
一骢，总导演杨磊，视

觉导演、动画导演陆贝
珂，总编剧田良良等出
席了此次活动。会上，
嘉宾与到场师生一起探
讨了科幻宇宙的现实呈
现。
　　电视剧《三体》自
2023 年 1 月上线以来，
收获了高口碑评价和热
度，该剧经过七年打磨，
在忠于原著的基础上为
观众呈现了一部高质量
科幻作品，被认为开创
了科幻现实主义创作的
先河。此次活动内容主
要分为圆桌对谈和交流
提问环节，其中圆桌对

谈主要围绕电视剧《三
体》的中国科幻剧集探
索之路和青年力量助力
中国科幻影视作品两个
方向展开讨论。
　　在对谈中，杨磊坦
言，对于主创团队来说，
拍摄电视剧《三体》的
过程中最大的难点在于
此前国内科幻剧没有任
何可对标和参考的项目，
对于以人物为核心、以
人物关系为建构推进故
事的《三体》来说，将
大量科学的阐释和气氛
用画面展示出来非常关
键；同时，他认为，“中

国式科幻是有自己的内
核的，它是落地的，现
实的，能给我们带来丰
富的感受。我们要用中
国的方式来思考属于中
国的科幻。”
　　陆贝珂则详细分享
了在剧集创作过程中的
细节，例如在前期筹备
过程中需要根据不同画
面的风格内容差异化前
置设定特效分镜、“古
筝行动”涉及到的船舶
动力学相关知识等，他
表示，最终，所有的工
作也同样落在了中国式
科幻作品的打造上，陆

贝珂说：“《三体》中
包含着人类对外太空积
极探索的氛围，我们觉
得把握这种气氛的同时，
需要落地在中国人自己
的思维方式上，用底层
的思维去驱动各种设
计。”
　　对于中国科幻剧集
的未来发展，白一骢表
示，“我们希望大环境
能多给科幻剧集一点机
会，当前科幻作品的土
壤还是有些太薄了，这
个积累的过程可能需要
一代人甚至更久的努力，
但是希望未来等到同学

们打开科幻剧集这座‘库
房’的时候，已经有很
多过去积攒下来的图纸，
这对于行业的发展还是
有很大积极作用的。”
　　田良良当日与年轻
学子们分享创作体会称，
“不管要进入哪个领域
的创作，首先要热爱，
要先喜欢，才能让自己
的思想在里面放飞起来。
其次要有足够的耐心，
不管哪个题材，都要精
雕细琢，去把每个细节
打磨好。抛去技术以外，
这两个东西是最重要
的。”

聚焦如何表现“好人好事” 电影《天大的事》
研讨会举办

第一是朴实中有善良，
第二是复杂中有细致，
第三是憨厚中有机灵，
第四是和蔼中有坚定，
第五是坚定中有幽默。
“影片中对每一面都有
具体的情节细节呈现，
形成了非常立体的人物
形象。”张卫说。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
视所所长、中国电影评
论学会副会长赵卫防指
出，影片对“好人好事”
的叙述主线是拆迁，围
绕着拆迁涉及到很多其
他的情节，包括救助孤
寡，对于刑满释放人员
的帮助、捐款等等。在
主线故事的维系下，其
他的副线的不断叠加，
带动观众完成感情的一
步一步积累，最终形成
了一个情绪的高潮。这
样的叙事结构中，各种
“好事”不是互相游离的，
而是彼此勾连的，它们
叠加起来，最终形成了
共鸣的力量。
　　他还特别提到影片
以摄影为代表的电影语
言应用，“影片开头就
是长镜头，大概有两分
钟。镜头一直往前走，
时而俯拍、时而仰拍，
时而平拍，把小区的环
境给交代出来了，这种
镜头更能够凸显出环境
真实，让观众身陷其中，
亦于无声之中呈现出颇
具温度的创作底色。”
　　《天大的事》的创
作真实而不失文艺，观
众看后感动而不乏思考，
被认为是一部难得一见
的反映基层工作者生活
状态的主旋律温情影片。

“世界围屋之都”江西龙南：让非遗传承
从“活起来”到“火起来”

    中新网赣州 6 月 7
日电 ( 熊锦阳 ) 龙南客
家山歌受邀参加“一带
一路中泰文化艺术节”，
“围屋之变”亮相威尼
斯建筑双年展，打造关
西村和虔心小镇非遗小
镇 ..... 近年来，有着
“世界围屋之都”美誉
的江西省龙南市非遗项
目频频以新面貌展现出
新活力。
　　位于江西省最南端
的龙南市拥有 7 个中国
传统村落和 2 个中国历
史文化名村，形成了一
系列独具特色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截至目前，
该市共有国家级非遗名
录项目 1 个，省级以上
非遗名录项目 6 个，市
级以上非遗名录项目 18

个；市级以上非遗传承
人 16 个，非遗传播基地
6个，非遗传承所 15个。
    近年来，江西龙南
根据“保护为主、抢救
第一、合理利用、传承
发展”的工作方针，通
过强阵地、育人才、办
活动等多种方式，积极
探索、创新实践，推动
非遗文化在传承中“活
起来”。
　　“不仅能欣赏到围
屋建筑，还能近距离观
看客家织带制作、学唱
客家山歌，丰富多彩的
旅游体验让我回味无
穷。”来自湖南的游客
万女士游览了龙南关西
新围后十分高兴。
　　龙南市关西镇关西
村是赣州市第一批非遗

小镇，在当地政府的鼓
励下，许多企业和商家
加入到客家饰品、客家
工艺品等非遗产品的生
产与经营行业。香火龙、
客家山歌、板凳龙、制
作冬头帕和凤眼珍珠等
经过重新编排包装，开
始以商品化的形式进入
关西村非遗小镇，为小
镇产业发展注入了新活
力。
　　截至目前，龙南市
共设立赣南客家围屋营
造技艺 (国家级 )、杨村
米酒酿造技艺 (省级 )、
龙南客家山歌 ( 省级 )
等 15 个非遗传承所，累
计开展传承传播活动360
次，受众达16000人次。
    让非遗“火起来”，
关键在于传承人的培养。

客家奶奶正在制作江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龙南杨村米酒”。(资料图 ) 徐
丽芸 摄

   “现在会唱山歌的群
体，主要是七八十岁的
老人，如果再不加以传
承，很容易就会消失。”
客家山歌传承人陈科发
说，几年前，他就开始
有意识地整理龙南山歌，
如今，龙南客家山歌传
习所已招收学员 20 多

名，形成了老中青少四
代梯队。
　　据了解，龙南市已
完成对全市非遗的全面
普查，基本摸清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起源、延续、
发展、分布和保存现状
等情况，并及时整理建
立起了《龙南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工作档案》。
　　截至目前，龙南市
共收集民间文学 520 多
个，龙南山歌2300多首，
调查收集婚、嫁、娶、
丧等人生礼俗习俗 30 多
种 ( 类 )，民间美术 30
多种，传统手工技艺 80
多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