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祯希

诗意笔触勾勒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图鉴
热播纪录片《人生第一次》收获9.1分高口碑

眼下 ， 一档名为 《人生第一次 》

的纪录片正在东方卫视及多家网络平

台同步播出 ， 豆瓣网友打出 9.1 分 。

这部由央视网联合上海广播电视台纪

录片中心推出的纪录片， 以出生、 求

学 、 上班 、 结婚 、 退休 、 告别等 12

个人生横断面 ， 勾勒出普通人的一

生。 镜头里， 既有大都市为生活奔波

的白领， 也有边远山区留守儿童， 还

有身患小儿麻痹症的残疾人， 用他们

真实而动人的 “第一次 ”， 勾勒出每

一位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图鉴。

人的一生， 拥有许许多多个 “第

一次 ”。 对于这样一个熟悉的命题 ，

引发观众共鸣、 渲染感动不算难， 但

是要拍出新意， 在感动之余道出人生

命题的丰富意涵并不容易。 而许多观

众， 也 “怕” 看关于人生主题的纪录

片， 他们所惧怕的， 是生老病死所必

须面对的残酷与悲情 。 《人生第一

次》 聚焦的是面对困境甚至生死抉择

的普通人， 却用温情细腻的笔触， 描

绘出他们向往美好生活的精神力量 ，

凝结了中国人生活中的诗性光辉。 面

对高风险的心脏手术， 准妈妈在梦中

唤出双胞胎的名字———春和 、 景明 。

来自 《岳阳楼记 》 的 “至若春和景

明， 波澜不惊”， 道出为母则刚的坚

毅与祈愿。 “双十一 ” 购物狂欢中 ，

你可能不知道， 屏幕背后那句 “亲 ，

有什么我能帮您 ”， 可能出自一位全

身 95%烧伤的残疾客服。

在网上引发广泛共鸣的 《长大》，

是第三集中留守儿童人生第一次写诗

的故事。 对于每一个中国孩子来说 ，

课本中一定少不了各种需要背诵的古

诗词和现代诗。 诗歌的传统在中国绵

延千年， 滋养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

世界。 然而， 面对升学压力， 培养诗

歌写作， 却成了一件奢侈的事。

让人意外的是， 在云南边远山区

的一座中学却特别为留守少年设置了

诗歌课程。 在支教老师的带领下， 孩

子们坐在山野之中， 把叶子卷成筒仰

望天空， 用诗性的眼光重新审视这一

片养育自己的土地。 “种子， 被埋在

大雪下 ， 安静发芽 。 老枯树 ， 在夜

里， 长出一根新枝丫。 而我， 在爸爸

妈妈看不到的地方 ， 偷偷长大 。” 孩

子们的诗歌 “处女作 ”， 没有华丽的

词藻与精致的结构， 笨拙的韵脚与稚

气的字里行间里却透着清新与纯真 ，

让观众赞叹不已。

不过， 纪录片所致力展示的， 并

不是培养 “未来诗人 ”。 尤其是对这

群留守的儿童来说， 诗歌写作不能为

升学带来直接帮助， 甚至学生中只有

一半人有机会考入高中 、 走出大山 。

诗歌， 更像是上给另一半未来继续留

守的———学诗歌的孩子， 不会去砸玻

璃。 诗歌给了他们青春期情绪宣泄的

出口， 也把生活的困境化作前行的动

力。 一次远程的视频通话， 女孩把自

己人生中第一首诗， 分享给外地打工

的母亲。 那段 “母亲去广东的时候 ，

我把我的鞋放在了母亲鞋的旁边， 因

为， 我是母亲的孩子 ”， 让观众与母

亲一同泪如雨下。

值得一提的是， 此次担任纪录片

解说的， 是活跃在荧屏的演技派， 比

如影视话剧均获不俗口碑的辛柏青 、

《双面胶》 里的 “上海女婿” 涂松岩，

还有眼下热播剧 《下一站是幸福》 里

的 “搞怪舅舅” 王耀庆。 他们既是普

通人美好故事的讲述者， 同样也是这

群剧中人的第一批观众。 过去习惯于

演绎悲欢离合的演员 ， 被眼前叫做

“真实” 的普通人所征服 ， 最终所完

成的二度演绎 ， 构成了纪录片的 B

面。 于是有了涂松岩 “如果我儿子出

生时有你们的纪录该多好 ” 的感慨 ；

有了王耀庆反复咀嚼小学生诗句之

后 ， 给出的那句有力结语———诗歌 ，

改变不了一个人的命运 ， 但它有可

能， 改变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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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 寒假已尽， 学生

们却迟迟无法返校， 针对这一情

况，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紧急策

划出版了 《面对疫情 ， 教育何

为？》。 这本心理防护手册面向中

小学教师和校长， 帮助教育工作

者更好地应对疫情。

据悉，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邀约二十余位资深教育专家、 心

理健康教育研究者， 围绕广大教

师在疫情期间面临的诸多困惑 ，

如： 教师如何帮助学生消除负面

情绪、 如何使用线上教育资源等等问题， 提出了许多专业的

应对意见和方法。

要教学生如何对待生命、如何理解责任

在这场全民抗疫的斗争中， 出版人也坚守着自己的岗位。

《面对疫情 ， 教育何为 ？》 一书的责任编辑杨坤向记者表示 ：

“医务人员救治的是人类身体， 而教育工作者， 作为 ‘人类灵

魂的工程师’， 亦不会无动于衷。”

确实如此， 苏州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朱永新是 《面对疫

情，教育何为？ 》的主编之一，他表示：“比起落下几个月的功课，

更为重要的是面对这次灾难， 我们要用什么来教育我们的孩

子？ 我们能不能把灾难当作教材， 把危机变成机遇， 真正重新

构建我们的教育？” 虽然全国多地、 多校、 多所教育机构开展

网络教学，实现“停课不停教、不停学”，但是，相比起互联网对教

育生态的改变，在《面对疫情，教育何为？》中，教育工作者们的思

考更深入：如何坚守教育的根本、反思教育的目的。 “今天的孩

子，就是未来的专家、医护人员、公务员等社会成员，不同的社会

角色究竟要如何对待生命、如何理解责任。 ”朱永新表示。 在书

中，教育专家们建议教师通过情景设置的方式，让孩子接受生命

教育、科学教育、社会教育、道德教育、责任教育。

通过大量案例帮助教师如何应对实际问题

由于抗击疫情需要， 各地的人们自觉遵循着自我隔离， 但

隔离所导致的心理问题是不容忽视的。 《面对疫情， 教育何

为？》 很少谈理论， 而是用大量的案例、 对策和方法来帮助教

师们解决实际中遇到的问题。 比如， 针对教师可能产生的焦虑

情绪， 书中举了一例子： 一位教师工作中是班主任， 生活中又

是有着一个 5 岁女儿的妈妈。 担心学生以及家人的健康让她产

生焦虑情绪， 一次， 当她看到女儿把手指放进嘴里时， 让她产

生极大的恐惧和愤怒情绪， 既担心女儿会感染疾病， 又生气她

不听自己的话。 情绪激动的教师大声呵斥了女儿并赶快拉她去

洗手， 这样虽然阻止了可能的感染， 但也把家庭气氛弄得很紧

张， 这位教师面临的情形可以说在生活中并不少见。 在 《面对

疫情， 教育何为？》 中， 心理学家给出了帮助教师自我发现、

解决问题的方法： 采用一种好奇的态度回顾观察自己在情绪激

动时的想法和行为， 分析这些行为带来好的和不好的后果， 然

后想出一些替代行为， 比如平静地带小朋友去洗手然后再和小

朋友共同制定家庭防疫方案。 这样， 孩子有了参与感后自我约

束能力会加强， 而妈妈的紧张情绪也能得到舒缓。

有些孩子在家隔离期间与家人的沟通很少， 终日无话， 也很少上网与人聊天，

而是整天浏览网页、 玩游戏。 心理学家提出警告： 此类孩子在疫情结束恢复正常上

学后， 也非常有可能继续沉默自闭、 缺少与外界交流。 对此， 苏州大学大学生心理

健康研究中心陶新华副教授给出非常实用的对策： 教师可以和孩子通过网络来共同

涂鸦。 人类在语言行为之前往往大脑中先产生图像的思维活动， 涂鸦对于促进感觉

统合、 刺激智力成长有积极作用。 因此， 对那些由于隔离导致交流障碍加重的孩

子， 教师可以通过网络视频让孩子信手涂鸦。 从过往大量案例来看， 涂鸦后的孩子

有很好的释放感， 他们交流和表达的意愿会有很大提高。 除此之外， 书中还提供了

如何科学统筹居家时间、 如何帮助孩子开展个性化的学习、 如何充分利用网上教育

资源等问题的具体操作方法， 是一本让教师 “到手就能用” 的实用手册。

文化

■本报首席记者 黄启哲

■本报记者 卫 中

正 在 央 视

综合频道黄金

档播出的电视

剧 《奋进的旋

律 》 聚焦了新

时代奋进者创

新 、 创业的故

事 ， 展现了近

年来中国经济

社会发展面貌。

（资料图片）

《面对疫情，教育何为？》

荨热播纪录片 《人生第一次》

用诗意的镜头 ， 讲述人生不同时

期真实而动人的 “第一次”， 勾勒

出中国人的生活图鉴 。 图为该片

海报。

茛一群留守儿童人生第一次

尝试诗歌写作 ， 孩子们在老师的

引导下学会感知自然 ， 在诗句中

寄托自己对父母的思念和成长的

快乐与迷惘。 图为剧照。

时代奋斗者的可爱脸庞，温暖千家万户的荧屏
聚焦“中国创造”的突破，央视大剧《奋进的旋律》收视喜人

正在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的

电视剧 《奋进的旋律》 收视喜人。 这

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 苏舟执

导 ， 吴子牛 、 吴俊 、 王雁编剧的作

品， 聚焦了新时代奋进者创新创业的

故事， 展现了近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

展面貌 。 作品自开播起收视节节攀

升， 在同时段节目中稳居前列。

“非常好看的主旋律剧， 剧中透

着幽默风趣， 完全没有科学家和企业

家老套的脸谱化表演。” 有网友给出

了率真评论。 《奋进的旋律》 聚焦了

“中国创造” 的突破———中国潮流能

发展过程中的科学成就， 以及后工业

时代制造业的转型发展 。 包裹 “硬

核 ” 主题的 ， 是观众乐于接受的鲜

活、 温暖表达： 新能源、 工业制造、

企业改革、 海归创业等概念， 被充分

“故事化”， 由三个家族、 三代人的具

体生命体验串联起来。 撑起这一张张

典型时代面孔的， 则是李东学、 张丰

毅、 杨立新、 巫刚、 张光北等一批口

碑演员。

事实上， 从去年起， 现实主义回

暖的中国荧屏， 掀起了一股展现平凡

英雄的热潮。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放弃

海外优渥生活毅然选择回国创业的

科学家、 在国家危难关头无私救助江

南孤儿的蒙古族牧民、 在改革开放大

潮中用奋斗与知识改变命运的青年

人……这些鲜活的个体故事 ， 进一

步完善了荧屏与现实的镜像关系， 也

用时代奋斗者大爱无疆、 勇于拼搏的

精神一次次激励大众。 在当下这个众

志成城、 共克难关的时刻， “中国奇

迹” 背后有血有肉的英雄故事， 更展

现出一种强大的治愈力。

从 “中国制造” 到
“中国创造”， 生动展现
自主研发的重要意义

《奋进的旋律》 属于国剧领域中

罕见的大工业题材。 不少观众正是通

过这部电视剧首次 “被科普 ” 了潮流

能发电等新能源专业名词 ， 而在业内

人士看来 ， 这部剧集将技术攻关 、 研

发与充满戏剧性的人物互动紧密结合，

才让硬核的科技概念得以在观众心头实

现软着陆。

电视剧一开篇就通过双线叙事的方

式， 点明了自主创业、 自主创新的不易

与紧迫。 以主人公林杰 （李东学饰） 为

代表的三位中国留学生， 正在美国自发

研究潮流能 ， 并取得一定的阶段性成

果。 恰巧在资金与实验器材遇到瓶颈的

时候， 一家颇具声望的海外实验室向三

人抛出了橄榄枝。 孰料， 高薪聘请背后

是将他们的技术据为己有的意图。 到底

是回国搞自主研发还是寄人篱下享受高

薪， 成了摆在青年人面前的抉择； 另一

头， 以林杰父亲林桥栋 （张丰毅饰） 为

代表的中国企业家也站到了发展的十字

路口上。 从事轴承加工的盛林集团， 多

年来并未掌握核心技术， 依靠与外国公

司的技术合作维持业务。 然而， 商场如

战场， 与之常年合作的海外公司突遭吞

并， 新公司借机对盛林坐地起价。 从长

远看， 自主研发是最好的出路， 但缩减

业务又影响到企业上万员工的收益。 转

型之痛， 让管理层陷入困局……科技自

新自强的重要性， 在这两条情节鲜明真

实的叙事线中不言自明， 获得不少观众

的情感共鸣。

在一些细节的处理上， 《奋进的旋

律》 也显得颇为 “懂经”， 剧中金句频

出。 盛林集团向国企寻求技术支援， 国

企老领导说： “企业之间就是要相互扶

持， 才能生生不息。 国企要有担当和责

任感， 国企是压舱石， 民企则是重要的

助推器。” 这组形象的比喻， 获得了观

众的弹幕点赞； 决定走自主研发之路的

林桥栋如此反驳对转型心存疑虑的伙

伴：“员工 30 多年跟咱们打拼到现在，靠

的是什么？ 靠的是他们提供的核心部件

吗？ 不是。 靠的是国家的政策，靠的是员

工的勤劳和汗水以及坚韧不拔的精神。 ”

奋斗者“不为生存当逃
兵 ”的高光时刻 ，一次次点
亮荧屏

因 《奋进的旋律》 走入人心的， 还有

一张张典型可爱的时代面孔 。 剧中以林

杰、 孙云茹、 叶豆豆、 李滨为代表的年轻

科技人才， 在老一辈企业家以及政府的扶

持下攻克万难进行研发的故事颇为鼓舞人

心。 更令观众惊喜的是， 这群当代追梦人

的形象并非坚硬如铁、 无懈可击， 相反，

他们有自己的性格、 局限甚至无奈， 而正

是这些平凡的 “不完美”， 让人物内

心的那份 “不为生存当逃兵” 的坚守

与追求更显熠熠生辉。

剧中主人公 “创二代” 林杰的人

物设定， 获得不少年轻观众的认可。

以传统的眼光看 ， 林杰是一个有点

“叛逆” 的角色。 海外留学的他， 先

是瞒着父亲将自己的专业从工商管理

改成了机电工程 ， 边在餐厅驻唱打

工， 边与伙伴合作进行潮流能研究。

之后， 为了能回国继续自己的科研项

目， 又先斩后奏提前退了学； 在职场

上， 一心搞科研的他，更是没把“明哲

保身”那一套职场生存法则放在心上。

他会被外国学者一句 “现在的中国只

会享受我们的科研成果”激怒，放弃条

件优渥的就职机会， 前辈的实验数据

出现错误，更是一刻不耽误立马提出。

林杰对科研的执着也绝不是一句简单

的“热爱”可以概括的。观众发现，这个

从小被严父规划好人生路线的青年，

比起舒适的生活， 更渴望父亲的关怀

与认可。 对他而言，科研是为国争光、

自我实现的路径， 也是一个男孩向父

亲证明自我的机会。有网友评论，在这

个“创二代”身上，能看到中国年轻一

代的忠于自我、 意气风发，更重要的

是， 他的理想与生活环境乃至成长经

历并不脱节。

事实上， 越来越多既符合时代特

质 ， 又具有鲜明个性的正能量奋斗

者， 正成为荧屏中的绝对主角。 《大

江大河》 中身处低谷， 却从不放弃自

己， 用刻苦与知识在历史转折期改变

命运的宋运辉； 《奔腾岁月》 里终生

致力于中国机车开发事业 ， 在逆境

中鼓励同仁 “腿短 ， 但志不能短 ”

的乐观科学家常汉卿 ； 《激情的岁

月 》 中在祖国最需要自己的时候毅

然归来， 为中国核研究打下基础， 甚

至奉献生命的王怀明； 《国家孩子》

中悉心照料江南孤儿， 用真诚与爱让

孩子发自肺腑喊出一声 “额吉” 的草

原母亲……这些脚底有泥 、 心中有

爱、 眼里有光的平凡英雄， 正一次次

点亮中国荧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