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见习记者 李晨琰

放下手机，听父母聊他们的18岁

今年春节，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生

忙于完成一份特殊的“寒假作业”

春节期间的朋友圈，上海对外经贸

大学的学生们纷纷晒起了父母 18 岁的

故事，还为感恩父母制作表情包。 这是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为学生布置的一份

特殊 “寒假作业”———“拾岁月之光，感

父母之恩”。 同时，学校还鼓励同学们通

过社交平台，将与父母的互动发布到网

络 ，吸引更多人加入表达亲情 、感恩父

母的队伍。

重温过往 ， 与父母聊聊
“我们的18岁”

“18 岁那年最大的事就是考上了中

专。 在那个年代，大学生很少，中专是大

部分同学上学时的奋斗目标 。 考上 中

专 后 ，因为当时的生活困苦 ，学费都是

哥哥姐姐们凑起来的。 ”听着父亲讲述

过往的岁月，法学院国际政治专业 1701
班 盛 美 琪 仿 佛 看 到 了 那 一 年 的 父 亲 。
“这也是为何父亲至今都一直怀着一颗

感恩的心。 他读中专时发奋努力，积极

参加各种文化课与专业实践课。 ”盛美

琪告诉记者， 父亲如此励志的过往，也

激发起她的学习积极性。
不同于盛美琪的父亲，法学院国际

政治专业 1601 班高晨璐的父亲是从大

山里走出来的。 “父亲从小生活在一个

落后的小村庄，交通不便。 去一趟县城，
得划几小时船 ，翻过水库大坝 ，再走几

小时山路。 ”高晨璐说，父亲告诉她，当

时的自己深知要走出大山，就得流比常

人更多的汗水 ， 因此也就更加奋发努

力。 “父亲走出大山后成为了一名教师，
用自己的知识帮助更多孩子走出大山。”

父母的故事或感人励志， 或轻松搞

笑， 却都向子女展示了那个激情澎湃的

奋进年代。 “相比父母的 18 岁，我的 18
岁少了很多生活磨难， 少了很多现实压

力，更多的是美好、自由与理想。 我应该

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 努力创造美好未

来，回报父母。 ”盛美琪说。

为父母制作感恩表情包，
享亲情之乐

每个人的 18 岁都似充满希望的春

天，让人舒心、羡慕、憧憬。上海对外经贸

大学学生们纷纷留言，“比起手机， 果然

还是父母的故事有趣”“本来以为没什么

可聊，没想到听得津津有味！ ”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团委副书记缪韵

笛告诉记者， 此次实践活动的目的是为

了让同学们正视与父母之间的 “代沟”，
加强与父母的沟通， 真正做到理解父母

的想法与观念。“我希望同学们在领略世

界精彩的同时， 也能做到回过头来牵着

父母的双手， 带他们去感受新时代的新

气息。 ”缪韵笛说。
在“重温 18 岁”之后，同学们还为父

母特别制作感恩表情包。 与朋友圈里的

自拍、旅游照不同，金融管理学院保险专

业 1701 班袁新和选择了一张特别的照

片：风来了，吹起叶片，飘向远方。小树有

点害怕说了句:“哇，起风了！ ”大树自信

地回应:“别怕，有我在！ ”“父母与我们就

像大树与小树，我们在父母身边寻求一

份安全感。” 袁新和很感激父母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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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胜》开播，希望把“雷人”剧拉下“神”坛
春节期间， 电视剧 《决胜》 在北

京卫视开播， 讲述 1942 年抗日战争

正 胶 着 之 时 ， 大 学 数 学 系 教 授 孔 方

（王千源饰） 在未婚妻向海音 （柯蓝

饰） 的协助下， 与精通中国文化、 熟

读 《孙 子 兵 法 》 的 日 军 少 将 横 尾 阔

（吴刚饰） 上演最强大脑对决， 最终

成功帮助抗战将士夺回被占领的兵工

厂。 区别于以往抗战剧， 该剧最大的

特色是表现了知识分子抗战， 敌我双

方在智力层面上的交锋是主线。
该剧剧本的创作者为宋方金， 他

最出名的作品是 2010 年播出的电视

剧 《手机》。 而最近两年， 他更出名

的标签是影视圈 “卧底”， 敢说敢做，
敢作敢为。 他曾 “卧底” 横店， 带回

一线实录： 《被毁掉的表演》， 一石

激起千层浪。 被他揭开 “老底” 的，
不 止 有 不 背 台 词 、 不 亲 身 上 阵 的 演

员， 还有抄袭、 融梗、 侮辱观众智商

的同行编剧。 有了这层背景， 宋方金

的最新作品， 更多了被关注的理由。

开机之前定下 “军规 ”：
“不雷不俗不神”

近年来， 一些抗日题材电视剧闹

剧 化 、 武 侠 化 倾 向 严 重 ， 徒 手 撕 鬼

子、 手榴弹炸飞机、 轻功躲子弹等雷

人剧情屡屡出现， 败坏了抗日剧的口

碑。 “抗日神剧” 的不良影响不仅仅是

“不尊重历史”， 更让年轻人无法真正

了解那段悲壮而残酷的历史。 早在开

机前， 导演阎建钢就给 《决胜》 定下

了 “不雷不俗不神” 三大 “军规”， 要

求不做俗套剧、 没有雷人情节或台词，
更不能做成 “神剧”。

此前大家批评 “抗日神剧” 时常把

矛头指向导演， 其实编剧才是决定影视

剧质量的第一道环节。 《决胜》 的编剧

宋方金没有设计太多战斗场面， 而是把

重心放在了双方奇谋百出算无遗策的斗

智上。 “我们以前的抗战戏大多着眼于

战术层面———血与火的比拼， 这次着眼

于头脑与智慧的对决， 因为远见卓识是

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立于不败之地的保

证。” 宋方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决胜》 的剧本框架创作前后经历

八年， 几易其稿。 宋方金说： “艺术作

品是把虚构变为真实， 而我们经常把真

实的东西拍假了 。 《决胜 》 从 创 作 之

初， 就本着一个严肃认真的态度来看待

那一段血与火的历史。”

不看颜值看演技：两大演
技派表演者同台飙戏

《解 救 吾 先 生 》 中 的 悍 匪 张 华 、
《钢的琴》 中的下岗工人陈桂林、 《绣

春刀》 中的百户卢剑星……如此多性格

各异的角色能由一位演员呈现， 以至于

王千源赢得了 “整容般演技” 的评价。
此次在《决胜》中王千源饰演的是一

位数学系的大学教授， 爱国且具远见卓

识，在得知自己弟弟被日军俘虏后，国恨

家仇让他毅然投身到抗日队伍中并成为

团队的“大脑”，以强大的逻辑推理能力

一次次在敌人的险恶布局下绝处逢生。
饰演这个角色要讲很多数理分 析 的 东

西 ，还要用到周易知识 ，自称数学成

绩糟糕的王千源笑称“台词好难”。
通过 《人民的 名 义 》 中 “达 康

书记 ” 为观众熟知的吴刚 ， 同样 是

演技派 。 他在电影 《梅兰芳 》 中 是

费 二 爷 ， 在 《铁 人 》 中 是 王 进 喜 ，
在电视剧 《徐悲鸿》 里是国画大师。
在 《决胜 》 中吴刚饰演横尾阔 ， 貌

似温良但骨子里比一般的敌人更 凶

狠 狡 诈 ， 数 次 把 王 千 源 逼 入 绝 境 。
两人的对手戏也是 《决胜》 的看点。

每个环节都“走脑子”：
希望为抗战剧正名

严肃的剧本和 扎 实 的 表 演 ， 使

得 《决胜》在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抗

日题材电视剧中宛如一道清流。 北京

卫视开播三集后观众反响良好，在豆

瓣上有观众留言 ：“剧中各色人物智

商都在线上 ，剧情紧凑 ，时刻扣人心

弦。 ”另一位观众说：“故事剧情的描

写和人物的刻画都很走心，片头也难

得讲究，一看就知道是好剧。 ”
《决 胜 》 讲 述 的 是 “走 脑 子 ”

抗战的故事 ， 这部电视剧本身也 是

“走脑子” 制作的成果， 从摄影、 服

装 、 美术 、 化妆 、 道具 、 动作与 烟

火爆破各个环节都用心制作 ， 务 求

经得起考验 。 宋方金说 ： “我跟 导

演阎建钢希望 《决胜 》 能为抗战 剧

正名 ， 能让荧屏前的年轻人了解 那

一段艰难困苦的历史 。 抗战这段 历

史无法被遗忘 ， 不能被遗忘 ， 希 望

以后还会有更多关于抗战的严肃 影

视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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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 《决胜》 剧照。

以全球视野，展现中国美食的独特性
《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昨晚开播，这个曾经掀开中国纪录片产业新篇章的IP，将如何点燃新热点———

昨晚， 《舌尖上的中国》 第三季

（以下简称 《舌尖三》） 在央视综合频

道与央视纪录频道播出。 从 2012 年

推出第一季开始， “舌尖系列” 俨然

成了中国原创纪录片界的超级大 IP，
这部作品掀起的收看热潮也是中国纪

录片产业 “入春” 的转折点。
“千呼万唤始出来” 的最新一季

会有哪些变与不变？ 总导演刘鸿彦表

示， 第三季依旧延续透过食物与人物

展示中国文化 的 路 数 ， 在 “中 国 味

道 ” 里 不 仅 尝 到 “味 ” ， 还 要 品 出

“道”。 只是随着美食题材节目的日益

丰 富 ， 以 及 观 众 审 美 情 趣 的 提 高 ，
《舌尖三》 将以更年轻、 更国际化的

视角展现美食， 并且开垦更多衍生话

题。 所以在最新一季中我们既能看到

一份陕西水盆羊肉背后的匠心传承， 也

能体验辣椒从观赏植物变身食材背后的

饮食文化变迁融合， 还能了解灶、 刀、
坛、 锅、 盘、 碗等美食器具的故事。

这个由不少 “90 后 ” 组成 ， 甚至

加入了欧洲 “外援” 的制作团队， 希望

让观众为美食垂涎 、 为故事流 泪 的 同

时， 更对食物背后的文化魅力与精神认

同有更深刻的体会。

食物 、 人物 、 文化 ， 还
是一个不少

“舌尖系列” 的成功， 在于抓住了

“吃” 这个人类的共同话题， 更得益于

把 “吃”这件再日常不过的生活体验，解
读出了人情、人性，生活观、价值观，甚至

历史文化， 成为了解中国与中国人的一

扇窗。这种食物、人物、文化交织并行，互
为表里的展现手法，撬动味蕾温润心田，

让“舌尖系列”自成一格。
在第三季中， 这样的叙事风格被延

续下来。 “食物、 人物、 文化， 是第三

季一开始就定下的关键词”， 刘鸿彦介

绍， 为了将这三个元素结合得更为生动

紧密， 剧组耗时 10 个月， 足迹遍布全

国 20 多个省市自治区， 在 115 个拍摄

地中， 将 400 多道美味纳入镜头。 “爱
是最好的调味料”， 在对 300 多人的采

访中， 类似质朴鲜活的表达不时涌现，
让剧组感动。 他们用航拍、 延迟等技术

镜头捕捉中国佳肴的极致之美的同时，
也试图挖掘出根植在食物背后的文化魅

力与精神认同。
“陕西水盆 羊 肉 ” 是 入 镜 美 食 之

一， 在这道看似平淡无奇的家常美味背

后， 展现的是一个父子两代人传承技艺

与匠心的温情故事。 在陕西一家水盆羊

肉 店 中 ， 店 主 老 白 定 下 这 样 一 个 规

矩———开店前必须亲自品尝羊肉汤的味

道， 味道不合格就不开门。 这样的坚持

让店铺中水盆羊肉的口味几十年如一日

地传承下来。 佳肴的美味与烹饪技巧背

后， 是中国人对火候的理解与坚持， 我

们的今天不正由这样一个个渺小又伟大

的 “坚持” 塑造？
挖掘平凡食物的前世今生， 普及趣

味知识点， 亦是第三季的看点。 有一集

聚焦辣椒的演变———辣椒在数百年前曾

是江南人家的观赏植物 ， 后来 向 西 迁

移， 才开启了自己在中国菜中的 “食材

生涯”。 与人一样， 食物的 “迁徙地图”
中亦包含着融合与创新， 辣椒是一个小

小的切口。 导演说， 食材的流变让观众

得以在全球视野下审视中国美食的独特

性， 在历史演化过程中探究中国美食与

文化的流变， 进而对人与食物的关系有

进一步的理解。

话题、 班底、 音乐， 都在
升级换代

六年前， 《舌尖上的中国》 的出现让

美食题材纪录片成为香饽饽， 这部作品的

拍摄手法与旁白设计也一度被同类作品争

相模仿 。 如今 ， 没有了 “唯一性 ” 的优

势， 观众的审美与期待又在不断上涨， 这

给第三季的创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继承

前两季的优势之外， 针对新审美的创新升

级在所难免。
《舌尖三》 的创新从其涵盖的话题中

就有最直观的体现。 这一季的八集分别讲

述了器具、 宴席、 厨人、 小吃、 点心、 食

养、 时节与融合等话题。 其中的器具、 食

养、 宴席与融合都是之前未曾涉及的，导

演说，想要通过展现更多与美食相关的“衍
生话题”，表现中国食文化的博大精深。 拿

器具为例，中国有“美食不如美器”一说，然

而在以往的美食节目中， 器具却是被

忽略的存在。 《舌尖三》为“器具”专开

一集，将灶、刀、坛、锅、盘、碗等食器的

故事搬上荧屏。
与前两季相比， 这一季的拍摄团

队也更为国际化、 年轻化。 摄制组中

出现了一些老外的身影。 在外国人眼

中， 中国食物奇在哪， 美在哪？ 他们

又如何将我们熟悉的食物拍出新意与

陌生感的？ 这些细节 “彩蛋” 都隐藏

在第三季的镜头语言中。
除了内容呈现与镜头语言之外，

一些细节也在更新换代。 比如， 每一

集的片名都会从 “说文解字” 的角度

切入———根据主题， 选取一个合适的

汉字为名， 把对字的追根溯源与食文

化结合。 再比如， 前两季非常成功的

配乐也迎来创新， 将民乐与现代元素

巧妙融合。

《舌尖上的中国》 第三季依旧延续透过食物与人物展示中国文化的路数， 在 “中国味道” 里不仅尝到 “味”， 还要品出 “道”。 （央视纪录频道供图）

怎样的电视剧能让鲜活的故事与时代共振
（上接第一版）

好的人物与新的表达，
为主旋律增添“人气”

《人民的名义》 是去年网络关注

度最高的电视 剧 ， 网 络 播 放 量 高 达

320 亿， 剧中人物的各色表情包也一

度风靡网络。 这部年度 “反腐大剧”
是去年崛起的一批主旋律题材电视剧

中的典型 。 它们立足 现 实 ， 主 题 严

肃 ， 却抛开了 非 黑 即 白 的 脸 谱 化 扁

平人物， 丢弃了生硬的灌输式说教，

转而用耐人寻味的复杂人物 ， 以 当 代

观众喜爱的方式挖掘精彩。
《人民的名 义 》 得 以 走 红 离 不 开

“题材红利 ”， 却也是人物塑造 的 经 典

案 例 。 拿 剧 中 的 高 人 书 记 “李 达 康 ”
为例 ， 电视剧播出期间 ， 达康 书 记 便

成了不折不扣的网络红人 ， 拥 有 一 套

不断更新的表情包， 一首 《GDP 之歌》
单曲 ， 甚至青少年云集的二次 元 网 站

上也出现了不少以他为主角的 二 次 创

作 视 频 。 这 种 年 轻 偶 像 的 专 享 待 遇 ，

昭示着达康书记深入人心的高人气 。 有

业内人士分析 ， 达康书记之所以受到青

年观众的喜爱 ， 因 为 他 “反 套 路 ” ———
一开始， 他急躁冒进， 唯 GDP 是瞻， 却

管不了下属与家人 ， 这与人们心中德高

望重的干部形象落差很大； 但是随着剧情

的发展， 观众发现他始终坚守底线， 心里

装着党和人民。 这样的内外反差造成的复

杂性， 让这个不像书记的书记走红网络。
事实上 ， 串起这部电视剧中 大 大 小 小 的

人物 ， 大都是如李达康一般耐人琢磨的

“复杂人物”。
性格层次丰富的人物之外， 不少电

视剧亦尝试用不一样的视角打开红色历

史。 《爱人同志》用“青春质感”重走革命

前辈上下求索的心路历程， 剧中的革命

前辈们由一批青年演员饰演， 时代的困

惑之外是每个时代的青年人都必须面对

的自我求索。 《热血军旗》则通过北伐战

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大

小数十次战役， 客观真实地还原了人民

军队建立的光荣历程，回答了“为什么建

军”“如何建军”及“建立一支什么性质的

军队”的三个关键问题。

“软科学”出招，疏解长江口拥堵
（上接第一版）

吴淞海事局整整花了四年对超宽交

会开展论证研究。 今年 1 月 1 日起， 黄

浦江畔这一港口率先成为长江口深水航

道超宽交会的试验田， 交会宽度由原先

的 80 米拓宽至 90 米。 “现在超宽交会

举措仍然处于试行阶段， 之后国家规范

会相应调整， 使它成为一个常规措施。”
黄建伟说。

作为超宽交会举措的配套， 吴淞海

事局还推出 “全网格” （All Network）、
“全 跟 踪 ” （All-the-Way-Tracking） 、
“无 缝 隙 ” （All Connecting） 的 邮 轮

“3A” 服务法 。 在指挥中心值班大厅 ，
电话声此起彼伏， 监控单在各值班台之

间无缝流转， 还不时与现场巡逻艇进行

联动沟通———这套全方位、 立体式的监

管服务体系可以确保邮轮有效服务率和

安全率达到 100%。

声声提醒，就是最亲切的问候

“吴淞交管， 盛世公主轮现在已进

入长江口深水航道， 向你报告！”
“中心收到！ 你船将与长星轮和长

茂轮在 D20 浮附近水域进行超宽交会，

请提前做好沟通协调， 谨慎驾驶， 注意

安全。”
吴淞海事局船舶交通管理中心青荷

班组长毛 晓 琳 正 在 从 容 地 指 挥 着 来 往

船只交会 。 她管理的班组正是 全 国 首

支 全 部 由 女 性 指 挥 员 组 成 的 值 班 班

组 ： “遇到有超宽交会的情况 ， 我 们

都 会 提 前 48 小 时 安 排 部 署 ， 详 细 了

解邮轮方的各项情况 ， 确保交 会 的 安

全顺利 。”
这份看似简单重复的工作背后， 暗

藏着值班人员的满满心意。 从风力、 水

面情况， 甚至是气象预报， 船舶交通管

理中心都会把尽可能多的信息传递给来

往船只， 帮助其准确判断方位。 在毛晓

琳看来， 这份工作实质是交通警察、 路

面救援和救护车的混合体： 每天， 他们

都要确保来往船只能在狭窄的航道上安

全无碍地通过； 水上通行， 船只间一旦

发生擦碰情况， 后果不堪设想， “尤其

是超大型船舶的交会， 一定要小心再小

心， 我们多提醒一些， 船员就能够更细

心， 少一点意外发生。” 毛晓琳总觉得，
自己在空中的那一声声提醒， 是对船员

们最亲切的问候。

在滨江赏美景，既方便也舒心
（上接第一版） 便位隔板和门板也要

擦洗， 用的是深蓝色的干净抹布。 接

下来， 扫地拖地， 改用棉线拖把。 其

实地面并不显脏， 但她仍然弯着腰、
用力拖地。 “要横向拖， 能彻底弄干

净污斑、 污渍， 因为竖向拖不干净，
干活也慢。” 做了十年保洁员， 她总

结出不少 “妙招”。
今年元旦， 黄浦江两岸 45 公里

滨江公共空间贯通开放， 配套新建的

五号望江驿站于去年 12 月 31 日提前

投用， 设施设备都比较新。 但邵丽琴

丝毫不含糊 ， 每 一 样 都 擦 得 认 真 细

致， 不留死角。 清理第三卫生间的儿

童安全座椅和婴儿护理台时， 她用湿布

擦了又擦， 完了还用卷纸拭干。 “有小

朋 友 一 进 来 就 说 ， ‘哇 ， 这 里 好 干

净！’” 她腼腆地说， 满足地笑了。
一个多小时后， 三个卫生间清洁完

成， 游人还不多。 邵丽琴又去室外擦洗

驿站墙面和栏杆。 “这里是著名景点，
外 墙 和 玻 璃 不 能 积 灰 ， 每 天 都 要 扫 、
擦。” 她说， “陆家嘴北滨江段的望江

驿一号厕所 ， 去年底被评为 ‘2017 年

上海最美旅游厕所’， 五号驿站虽然使

用人数更多， 但标准一样， 内外都要干

净、 好看； 厕所天冷天热都开空调， 更不

能有异味。 我们要把厕所做成滨江景点。”

留守岗位， 等忙过这阵子
再回家

邵丽琴和 38 名同事负责陆家嘴周边

2.5 公里滨江公共空间贯通道、 道路及四

个望江驿站和五个公共卫生间的保洁。 这

个春节， 他们之中只有三人在长假期间返

乡， 其余外地同事都留守岗位， 等忙过这

阵子再回家。 “假期游人特别多， 卫生间

的工作量比平时更大， 所以我们大家都安

排错峰休息。” 邵丽琴说， “平时， 每

个便位的纸篓一天要换几十次， 一个厕

位要刷、 拖几十遍， 过年估计工作量得

翻倍， 不能缺人。”
与邵丽琴搭班的杜乃忠， 负责五号

望江驿站 、 周边道路及附近江 边 的 安

保。 今年春节， 老杜也在岗， 等节后再

回江苏宜兴老家。 他在上海做了四年保

安， 去年春节也是错峰回家。 “春节陆

家嘴滨江的游客实在太多了， 我们引导

大家安全游览 ， 给有需要的游 客 指 指

路， 帮些小忙。” 让他欣慰的是， 现在

不文明现象越来越少， 绝大部分游客都

能做到有序游览， 爱护美好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