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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岭、戈壁、漫天黄沙，青年、摩
托、速度与激情。电视剧《大海道》凭
借壮美神秘的西部风貌和青春热血的
逐梦故事，将观众带入充满活力与热
爱的人文画卷之中。该剧作为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周年“与时代同
行 与人民同心”重点展播电视剧，由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点指导，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作为联合摄制
单位参与拍摄，新疆自治区广电局全
力协助，剧集既有青年追梦的竞技之
美，亦有新疆美食美景美如画的生活
之美，将地域特色与人文建设融合，展
现出这片辽阔土地的生机与活力。

美，是很多观众对《大海道》的直
观印象。这里有美景，从陡峭的雅丹
地貌到连绵的沙丘，从广袤的戈壁滩
到迷人的绿洲，每一帧画面都如同一
幅精美的画卷，展示着新疆的壮丽风
光，让观众在欣赏剧情的同时，仿佛进
行了一次心灵的旅行，隔着屏幕也能
感受到西部土地的神秘与壮丽。这里
有美食，烤馕、烧烤、抓饭等新疆特色
美食通过生动的镜头语言，让观众仿
佛能闻到那股诱人的香气。这里还有
充满烟火气的美好生活，人来人往的
集市、街坊邻里的问候、热情奔放的歌
舞，共同勾勒着这片土地生机蓬勃的
生活底色。

热血，则是随着剧情深入，《大海
道》所散发出的另一重魅力。从开篇
的惊险救援场景，到后续的摩托车竞
技比赛，紧张刺激的热血名场面比比
皆是。剧中，主角林浩和哈里克等人
在大海道无人区的驰骋，不仅是对自
我极限的挑战，更是对梦想无畏追求
的表现。摩托车引擎的轰鸣声，与广
袤的戈壁、浩瀚的沙漠相映成趣，形成
了强烈的视觉冲击，他们怀揣梦想，在
追梦过程中不断成长和蜕变，创造着
青春的无限可能。

当然，或许沙漠戈壁、拉力摩托、
风驰电掣离我们尚有一定距离，但林
浩与哈里克却依然像是当代热血追
梦青年的缩影。他们有初出茅庐的
鲁莽，更有勇敢面对一切困难的冲劲
儿，追梦过程中，他们同样也要面对
家庭责任和个人梦想之间的抉择，要
克服内心的恐惧和部分人的成见。
他们的追梦之旅充满了挑战和艰辛，
但正是这些挑战和艰辛，让他们更加
认定自己的梦想和信念勇往直前。
不少观众因此找到共情，他们在林浩
与哈里克的身上，或看到了曾经满怀
激情的自己，或坚定了摇摆不定的内
心，或感受到了拼搏、奋斗、未来、希
望的召唤。

值得一提的是，剧中两位主角不
仅仅只为实现自己的摩托车拉力赛梦
想，更希望借由此让更多人知道“大海
道”，了解这里、来到这里、爱上这里，
这既是对个人理想的坚持，更是对家
乡建设的希望。显然，这亦是《大海
道》这部作品的又一重升华。恰如总
制片人、总编剧周劲翔说的那样，“我
们想让更多人看到有那么一批人活得
很热血，敢于为梦想燃烧自己，做出一
部属于当代新疆的生活史诗。”

在当前大环境下，电影行业正面
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如何利用新兴
技术为电影创作注入活力成为重要
议题，也标志着电影行业发展的新方
向。另外，受短视频化审美影响，某
些电影创作过度追求短时间内的吸
引力，试图通过短暂而频繁的感官刺
激来吸引观众，导致近年电影创作呈
现出追求复杂化或“直给”的两种趋
势。

在此背景下，正在上映的泰国电
影《姥姥的外孙》如一股清泉，将观众
注意力重新拉回到电影本身的魅力
之上。

电影以无业青年阿安与身患绝
症的姥姥之间的深情故事为主线，细
腻描绘了两人情感的演变。阿安原
为继承遗产搬进姥姥家，但被姥姥坚
韧的生活态度和深沉的慈爱所打动，
隔阂逐渐消融。亲情在日常点滴中
积累，阿安心态由功利转为真心陪
伴，渴望共度姥姥余生，分享生活喜
怒哀乐。

值得注意的是，电影内部构建了
多重观看关系，正是这一系列复杂而
细腻的多重观看网络，促使人物之间
逐步建立起共情与理解。电影让人
的性格、情感和情绪变得可见，尤其
在演员身上得以体现。最为典型的
是通过特写镜头，演员的表演被放
大，每一个微妙表情和眼神变化都能
被观众捕捉，这构成演员吸引力的重
要部分。演员的表演不仅提供视觉
享受，更与观众建立起触及情感和心
理层面的特殊联系。特写镜头在该
电影的观看过程中可谓发挥最大作
用，成为观众深入探索人物内心世界
的重要手段。

电影高频出现阿安的面部特写
镜头，当其面部前置时，镜头紧贴捕
捉他与姥姥交流时的每一个微妙表
情，细微的肌肉颤动和眼神变化直接
反映出他的情感与内心活动。而当
他的脸被后置，则转为旁观者，当镜
头再次聚焦于他的脸，则突出展现他
在姥姥与他人对话后的反思和感
悟。这些特写镜头不仅捕捉了阿安
的面部表情，更深入揭示了他内心的

微妙动态，经由特写放大的恰恰通常
是日常生活中难以察觉的，从而引领
观众进入角色的精神或心灵领域。

最终，在电影结尾阿安为姥姥敲
棺引路的场景中，其面部特写被再次
前置，情感彻底释放，喊出姥姥是他
心里的第一名，将情感的质变展现得
淋漓尽致，且变化过程自然合情。特
写镜头的巧妙运用，触动观众视觉，
深入心灵，揭示了角色的内心世界与
隐秘情感，使阿安角色更加饱满，故
事情感层次丰富，让观众与角色产生
共鸣，体验到内心微妙变化。这正是
电影的艺术魅力所在，也是其成功的
关键。

电影在结构构思与细节处理上
可谓匠心独运、层层剥笋、环环相扣、
细致入微。

开篇即展现一家人上坟的场景，
姥姥表示希望去世后能买一块价值
100万的漂亮墓地，这一愿望连同她
的房产就成为贯穿电影的重要叙事
和情感线索。阿安及其两个舅舅起
初都希望获得姥姥的房产，这也是阿
安选择照顾姥姥的初衷。然而，当姥
姥发现阿安最初照顾她的动机是为
了继承房子时，她并未直接挑明，而
是第二天带着阿安到她哥哥家索要
100万买墓地。或许此行并非真的为
了墓地，而是希望拿到这笔钱为小儿
子还债，从而保全房产留给阿安。姥
姥去世后，阿安才得知姥姥为他存下
了 100万，这时他也想起了小时候说
过要为姥姥买新房子。最终，阿安取
出所有存款，为姥姥买了一块漂亮的
大墓地。或许祖孙俩都未曾意识到，
其实对方早已在彼此心中排在第一。

关于墓地，起初观众可能认为姥
姥系利己，但后来发现她实则希望子
孙后代能享受富贵，同时也希望子女
能被夸赞孝顺。若说私心，那也只因
她觉得如果墓地更漂亮一些，子孙后
代来看望的可能性会更大，这依旧源
于她对子孙的深深牵挂。

电影通过描绘家庭成员间的动
态关系，展现了亚洲家庭的复杂性。

姥姥的两个儿子，一个负债累
累，另一个冷酷贪婪。阿安母亲如姥

姥自己一般，代表被边缘化的女儿，
其生活经历映照出亚洲传统家庭中
女性角色的命运：默默奉献却常被忽
视，总被置于其他男性成员之后。台
词“儿子继承遗产，女儿继承癌症”透
露出无奈和辛酸。姥姥在生命尽头
做出与父母相似的选择，让不少女性
观众深感心酸和痛楚。正如某豆瓣
网友所言，“作为女性的观感其实不
太轻松，女儿明明是最真心、付出最
多的，但是最后却什么也没有”，女性
在家庭中的牺牲以及无奈依旧在代
际间重演。

尽管如此，我认为姥姥最后的遗
产决定并非完全基于重男轻女的观
念而对小儿子有所偏袒，也并非仅因
为谁照顾得好就偏向谁。她看到了
女儿的辛苦付出与无私奉献（相信她
也从女儿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也在心里早就把阿安排在第一名，但
做选择时，因小儿子亟需还赌债而不
得不“权衡”。因此，姥姥的遗愿也许
不是“偏向”，而是在极力“调和”与

“抚平”。
此外，《姥姥的外孙》将青年就

业、遗产继承、家庭结构、养老等具有
广泛普遍性和现实紧迫性的社会议
题融入叙事，展现了其在探讨当代社
会问题方面的深度和广度。

在视觉艺术层面，《姥姥的外孙》
采用简约而温情的风格，镜头精准捕
捉城市旧街巷的生活场景，传递出浓
厚的生活气息与鲜明的地域特色。叙
事上，电影含蓄克制，避免戏剧化煽
情，却以真挚情感深深触动观众，引发
深层次情感共鸣。观众易沉浸于故
事，仿佛置身角色之中，感受其生活。

尤其对文化亲缘性极高的中国
观众而言，观看《姥姥的外孙》无异于
观看“自我的家庭”以及“家庭中的自
我”，而它也不仅是一部“亚洲家庭图
鉴”，更触及全球普通人共同面临的
问题——脆弱与死亡。姥姥深夜哭
泣呼喊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场景，
让观众反观自身，意识到年迈的亲人
也曾是孩子，而临近死亡的经历也是
所有人终将面临的命运。这种叙述
是真实的，情感也是真实的，足以取

信观众，使电影更具普遍性，且有望
获得更多全球观众的认同。

今年暑期档电影市场氛围稍显
萧条，其关键问题并非如某些评论所
言是类型或流量的失效，实则在于创
作质量良莠不齐。在此背景下，泰国
电影《姥姥的外孙》的引进为国产电
影创作带来启示：首先，从情感表达
方面而言，真挚的情感系电影触动观
众、引发深思的灵魂所在。无论电影
的类型与风格如何变幻，真实细腻的
情感描绘始终是电影的基石，亦是电
影与观众之间的重要纽带，能让观众
在观影过程中找到情感的共鸣并得
以释放。其次，在创作技巧上，应摒
弃过度依赖表面情感煽动或苦难展
现的叙事套路，像“强行吃苦”“强行
煽情”之类的做法不可取，而要转而
注重故事本身的深度以及情感的真
挚表达。同时，避免“故弄玄虚”“无
病呻吟”，防止电影因刻意复杂的处
理而使观众感到困惑。电影应当注
重演员的表演、艺术结构的构思以及
思想内涵的探寻，通过这些元素的有
机融合，提升电影的层次与深度。最
后，从观众体验的角度来看，电影如
同一面特殊的镜子，观众在其中不但
能够看见他者，也能临镜自照，进而
引发对自身经历、情感和欲望的反
思。创作者应明确电影不仅仅是一
种娱乐形式，更应将电影视为一种促
进观众心灵成长与自我认知深化的
重要媒介。

1911年，意大利诗人乔托·卡努杜
以一篇《第七艺术宣言》，郑重地将电影
推上艺术的神圣殿堂，并预见其无限的
潜力。他深情宣称，电影系心灵之镜，
能映照灵魂深处。此般宣告，无疑是电
影作为一门艺术最浪漫、最梦幻的起
点。历经百年变迁，无论何时我们探讨

“电影是什么”，其核心定义理应始终如
一。而在这其中，最核心、最动人的元
素，毫无疑问就是——爱。相信《姥姥
的外孙》的影响力必会溢出银幕，缓缓
流入每一位观众的心田，触及他们情感
的最深处。而这部电影的另一重大意
义，还在于它提醒我们，电影终究还应
该是一门爱的艺术！

“让学生们远方有灯，脚下有路、眼前有
光”是张桂梅多年孜孜以求的目标，提灯引路、
点燃女孩们人生梦想的“燃灯校长”感动和鼓
舞了无数人。电视剧《山花烂漫时》近日开播，
讲述张桂梅坚定创办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
中学，以师者初心和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
帮助大山中的贫困女高中生重返校园、改变命
运的故事。

当故事主人公的事迹已被大众熟知，当真
实故事本身已足够动人，如何通过影视创作呈现
新表达、给出新诠释，《山花烂漫时》对此进行了
新探索。

还原女高创办故事

剧集伊始，时间回到 2007年，由宋佳饰演的
张桂梅疾行在乡间小路上，她着急去挽回即将
失学的女学生——年仅 14岁的谷雨，因家庭贫
困她决定辍学嫁人把自己“卖个好价钱”。剧中
的谷雨，映射的是无数被张桂梅改变命运的女
孩，也引出了张桂梅的“免费女高梦”，这个梦想
正是由一位现实中与谷雨经历相似的女孩所触
发。2007年是张桂梅“免费女高梦”开启的重要
一年。这一年，她被选为中共十七大代表赴北
京开会，穿着破旧牛仔裤的她被媒体关注、报
道，也获得了筹办女高的经费与支持，这期间经
历的漫长过程与艰苦奋斗，成为剧集创作的着
眼处与发力点。

本剧以近乎白描的方式呈现了当时部分地
区发展落后、教育资源不平衡、某些基层女性求
学困难等问题。这些情节的展现，与该剧的温暖
现实主义基调并不冲突，呈现了彼此呼应的表
达。

整部作品由真人真事改编，但绝非仅对事实
做一比一的复刻，而是基于时代背景与现实关
切，对其进行重新架构，通过对人物与故事的艺
术再现，传递对中国教育的深远思考。

挖掘展现“燃灯精神”

贴合人物与生活，用细节诠释教育的精神内
核。在剧情讲述上，《山花烂漫时》有着清晰的主
线，即张桂梅如何帮助大山中失去上学机会的贫
困女高中生重返校园，实现人生价值。这其中牵
涉的一个基本问题是，这群大山中的女孩为什么
需要继续学习和重燃梦想？在2023年的一场读书活动上，张桂梅解答
了这个问题：当你生活在井底的时候，你只能看到头顶的一片天空，以
为那是唯一的选择。而读书就是让你看到人生还有更多的选项，让你
在人生路上拥有更多的可能性，只有努力学习，才能拥有人生的选择
权。

“上高中有什么用？我走了家里的活儿谁干？”“我走了我妈咋
办？”“上高中能挣钱吗？”剧中许多女孩在初闻有一所免费女高时的这
些反应，更让人意识到普及教育的重要性。一道道山路，一遍遍游说，
张桂梅点亮女孩们的心灯，帮她们看到人生道路的开阔和许多可能
性。张桂梅长期扎根贫困山区、脱贫攻坚一线，深刻感知现实中的社
会与教育问题。她捧着一颗甘于奉献的初心，做铺路石托举起山区女
孩们的希望与梦想。与十几年前的境况相比，她为当地带来的改变，
让人感慨万千。

挖掘和展现张桂梅的“燃灯精神”是《山花烂漫时》主创团队的创
作初衷。历时3年，基于大量的采风、调研，多次与张桂梅、女校师生们
的亲身接触，重走张桂梅的家访路，主创团队收集到大量一手资料与
创作素材，确保所有的戏剧改编和创作均有依据。与创作一个原创人
物相比，对于典型人物的描写与刻画稍有不慎便会落入“造神”而非

“写人”的陷阱。秉持着人物有依据、创作有底气、戏剧有升华的原则，
主创团队在精准把握人物的基础上，以回归现实的拍摄手法与自然平
实的视觉呈现，为观众带来了一个有血有肉而具体的张桂梅形象。

群像叙事引发共情

《山花烂漫时》讲述的不是张桂梅一个人的奋斗史、成长史，也并
非为她作传，而是以群像叙事讲述了大时代中一群人的奋斗、成长故
事，这其中有被她点燃梦想、确立人生理想并开始绽放光彩的学生，也
有与她惺惺相惜、共同诠释着“大道不孤”的同行者们。“山花”群像的
塑造，展现了教育家精神的薪火相传。

怀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坚决，张桂梅奋斗在女高梦上，有人被
她感动，选择毅然加入，也有人被她改变，从泥泞中开出花。生活在
城市、家庭条件优渥的丁笑笑，她由敬佩张桂梅到确立自己的人生理
想，毅然来到华坪投身基层教育事业；作为从华坪走出去的大学生魏
庭云，有志于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帮助重返校园的女孩们学习知识，
开阔视野；作为华坪女高的第一名学生，谷雨在命运的关键时刻被张
桂梅拉了一把，毕业后回到女高做语文老师，跟随张桂梅一起改变更
多女孩的命运……剧中女性角色还有很多，她们身上显现着不同代
际女性们的守望互助与励志成长，她们共同在大山里努力着，温柔且
坚定。

作为一部群像剧，《山花烂漫时》中一些基层官员的角色也塑造得
生动而丰满，例如由姜超饰演的副县长马永强，初出场时希望“硬钉
子”张桂梅给他“少找点事儿”，但看张桂梅为女高到处奔走、为学生们
点起希望，他也随之成为共同的建设者、同行者。一群普通人坚守着
教育强国的大梦想，他们身上闪耀的人性光辉，更是理想与信念的光
芒。“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山花们的灿烂绽放，正是教育家
精神薪火相传的生动写照。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中国正从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国，以影
视艺术创作的方式弘扬主旋律，讴歌新时代，勾勒大国良师形象，正是
文艺作品呼应时代的生动表达。

《姥姥的外孙》

电影终究应该是一门爱的艺术

《大海道》

讲述热血逐梦故事 勾勒文旅建设图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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