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百姓的生活就是历史本身”
金爵论坛上抗疫纪录片引发热议，他们向人文初心“回归”，朝更广阔的表达“出走”，不变的是———突如其来

的疫情， 改变

了 人 们 的 生

活， 也成为无

数纪录片人镜

头的焦点。 对

极端罕见突发

状况的记录 ，

考验着创作者对创作的思考， 也悄然

重塑着纪录片的创作理念。 一边向人

文初心“回归”，一边朝更广阔的表达

“出走”———种种变化正是昨天上海国

际电影节金爵论坛 “抗疫前线的纪录

片人”所探讨的主题。

冲到抗疫前线的纪录片人挖掘真

实的角度各不相同。 他们中有的全副

武装进入方舱医院， 近距离记录下医

务工作者亲历的生死救援， 有的则另

辟蹊径将镜头伸进社区， 在生活现场

采集脉脉温情； 有的采用最传统的蹲

点跟拍方式， 用数以万小时记的素材

“保鲜”真实，有的则索性跳出客观记

录者的身份限定，从幕后走到台前，用

时尚灵活的 Vlog 模式打开 “私人空

间”……

在业内人士看来，聚焦平凡个体、

展现日常生活中的英雄主义， 让纪录片

与生俱来的人文情怀愈发凸显； 而在技

术普及、全民创作的当下，创作者与作品

关系的“位移”，正让真实的维度不断拓

展———这种创作视角与创作主体的双双

下沉， 也让 “老百姓的生活就是历史本

身”这一人文主题更为鲜明夺目。

回归： 用近距离的对
话与客观的视角， 还原生
活的丰富与鲜活

随着国产纪录片工业化水准的飞

跃，“美”成为爆款撬动市场的有力杠杆，

静水流深的生活之“真”反倒显得稀有。

但在从抗疫前线发回的纪录片中， 精心

雕琢的故事、华丽的视效纷纷退场，取而

代之的是创作者用近距离的对话与客观

的视角， 对人性深度与生活复杂性的极

致探索。

“故事的本质是脸谱化与简单化，重

大社会事件不是通过一两个典型故事与

人物就能表现的。 ” 在聊到自己的作品

《人间世·抗击疫情特别节目》 时， 导演

范士广这样说。 这部在豆瓣网上获得了

9.4 超高评分的作品背后， 凝结着纪录

片人深入方舱医院， 蹲守近一个月的努

力。 与高成本的商业大片相比， 《人间

世·抗击疫情特别节目》 的画面不算精

致 ， 不少素材甚至是导演用手机拍摄

的， “抓” 住观众的是那些吉光片羽式

的细节： 害怕感染又体能透支的主治医

生， 摘掉口罩迅速喝光一瓶可乐； 因身

体不适呕吐的护士， 内疚于自己浪费了

一条防护服而哭泣； 互不相识的两地医

生合作完成一场高难度生命接力赛后，

在樱花树下合影留念……这些生活化的

细节让抗疫英雄可亲可爱又可触可感。

范士广说， 自己在拍摄之初也想寻找典

型人物与故事，但面对灾难，每个平凡个

体所涌现出的能量与善意，让这样的“筛

选”变得不再合理。

在诸多疫情题材纪录片中， 得到过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暖心”好评的《好久

不见，武汉》，出自常年居住在中国的日

本纪录片导演竹内亮之手。 他用来自十

个普通家庭的十个故事， 展现武汉的重

生。 “本以为有一万多人看就很了不起

了， 没想到现在各大网站的点击量已经

达到 3000 万”， 让竹内亮自己都倍感意

外。 片中客观真诚的视角展现出的平凡

坚韧， 向世界传递了武汉人民对未来生

活的期待和信心， 引发海内外观众的温

暖共鸣。

出走： 全民记录时代，

让共情与成长的视角逼近
生活本真

“全民记录”是近年纪录片领域的一个

关键词， 大众创作者基于自身性格的观察

视角与同网友互动激发的内容创意， 共同

组成了当代的生活“百工图”，也解决了传

统纪录片的“私人空间”展示困境。 这种创

作模式， 成为近期一批抗疫题材纪录片惊

艳业界的创意突破口。

论坛现场， 短视频创作者林晨的身份

有些特殊。 比起纪录片导演，这位网名为

“林晨同学 ”的 90 后 ，更为网友熟知的身

份是网红 UP 主。 在青少年云集的哔哩哔

哩网上，拥有近 60 万粉丝的他，因为

一组疫情期间的 Vlog 视频为更多人

知晓。 区别于传统纪录片创作者“躲”

在镜头之后的身份定位，林晨便是这

些视频的主角，“带” 大家逛超市、买

菜 ，通过鲜活生动的个体视角 ，展现

武汉从封城到重启间的真实状态。 在

学者看来，其中蕴藏的博主心灵成长

史也是一大看点，正如他对镜头所说

的：“经历了那么多，你会知道生活有

多么的难得 ，有多么的不容易 ，所以

要务必把生活过好。 ”

大象纪录创始人秦晓宇分享了自

己参与的一个“全民记录计划”。 这部

名为《余生一日》的纪录片，邀请百姓

在 2020 年 2 月 9 日这一天，拍摄他们

与亲友的日常片段， 最终剪辑成一篇

中国人的抗疫“影像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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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童薇菁） 非遗展、 听戏曲、

品美食， 更有创新剧目让你目不暇接……记者

昨天获悉， 大世界演艺夜市将于 7 月 31 日正

式启动， 每周五、 六、 日三天开设夜场， 在大

世界的建筑特色和灯光效果的烘托下， 各类创

新实验剧目将在一层舞台及各楼层的演出空

间内争奇斗艳。

坐落于上海著名的演艺集聚区———“演艺

大世界”， 大世界坐拥独特丰厚的文化演艺资

源。 “以演艺为主题， 以夜市为配套”， 大世

界夜市的主题特色鲜明， 首批亮相演艺夜市的

剧目包括 ： 音乐剧 《帅小伙的蔬果店 》 音乐

会、 音乐剧 《赵氏孤儿》 音乐会、 音乐剧 《月

亮和六便士》 音乐会、 《金岩的童话镇》 品欢

相声会馆经典专场、 《喜剧联盒国》 爆笑脱口

秀、 《爆力提琴影音派对》 音乐会等， 均采用

独立售票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演出均不

是传统剧场演出的 “户外复制版”， 而是根据

不同演出场地进行个性定制， 并且增加了创新

性和互动性的观演内容 。 每逢演出当晚 ， 大

世界中庭还将设置有演艺文创产品 、 网红饮

品甜品等配套市集 ， 打造以多空间演艺群为

特色的夜游产品 。 演艺夜市还将与周边美食

街区联动 ， 具有很强的品牌性 、 辨识度和人

流吸引力。

主办方表示， 大世界演艺夜市暨大世界演

艺资源交易集聚区项目， 是上海大世界充分发

挥地理位置优势， 升级夜场经营模式———开放

大世界内的各个演艺空间供各类实验性的创新

剧目对外演出， 在普通观众夜间观剧游园的基

础上， 还将重点组织专业观众开展演艺产业的

观摩、 洽谈以及对接采购等活动， 并提供各类

专业服务和孵化配套政策， 力求打造一个独树

一帜的品牌夜市项目。 同时， 演艺夜市也会进

一步完善和丰富交易平台的资源和交易服务方

式， 针对演艺产业的需求提供深度服务， 真正

打造全新的演艺产业园 （线上+线下） 商业模

式， 进一步完善演艺大世界的品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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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彦） 作为国家广播

电视总局庆祝建党百

年重点剧目， 系列短

剧《理想照耀中国》28

日起面向全国征集线

索 、创意 、剧本 、主题

歌词曲等关键元素。

据广电总局电视

剧司介绍，《理想照耀

中国》 定位于平凡中

描绘伟大、 短暂里刻

画不朽， 将采撷百年

历史中的精彩瞬间和

感人画面， 打造青春

励志故事， 记录时代

奋斗者的动人身影。

据介绍， 该剧在

立项之初就紧扣 “念

青春故事、 书家国情

怀 ” 的创作理念 ，以

“美好理想 、 青春奋

斗”为核心主题，广泛

挖掘不同历史阶段各

行各业中生动的青春

故事、 有血有肉的鲜

活人物， 旨在以当下

年轻人更易接受的方

式讲述呈现， 激发年

轻人的青春共鸣。

该剧计划拍摄 40 集，每集 20 分钟。

创作环节进行全民征集，从选题到创意，

从剧本到主题曲，都将汇聚群众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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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移动游戏销售收入达523.9亿元
增长33%，增量超130亿元创历史新高

 ?2019-2020上海游戏出版产业调查报告》显示，去年上海网络游戏
销售收入达到802亿元，增长率超12%，其中———

本报讯 （记者张祯希）在昨日举行

的上海游戏精英峰会上， 上海市新闻出

版局发布了 《2019-2020上海游戏出版

产业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报

告》显示，2019年上海网络游戏销售收入

达到802亿元，增长率超过12%，较2018

年增速明显提升。 其中移动游戏表现尤

为亮眼，以130亿元增量，创下历史新高。

《报告》指出，近年规模增长较快的

移动游戏， 已成为上海游戏市场的主要

增量。 2019年上海移动游戏销售收入达

到523.9亿元，增长率达33.2%，在上海网

络游戏销售收入构成中占比65.4%。 这

样的高增长， 除了得益于上海头部游戏

企业发力外，也离不开心动网络、鹰角网

络等新兴游戏企业的蓬勃发展。

上海游戏的原创力也在逐年递增。

2019年上海自主研发网络游戏销售收入

达到697.6亿元，增长率为17.6%，增量超

过100亿元。 喜人的数据背后，是上海游

戏企业研发实力的总体提升： 除盛趣游

戏、巨人网络等老牌游戏企业外，三七互

娱、 游族网络等企业通过收购完成了研

发实力的快速提升，莉莉丝、米哈游、鹰

角网络等新兴的移动游戏企业则通过打

磨自身研发实力，产出代表性自研产品。

移动游戏也是上海网络游戏 “走出

去”的主力军。 2019年，上海网络游戏海

外销售收入约18.9亿美元， 同比增长率

达到26%。 上海网络游戏海外出口产品

结构中移动游戏占比约八成。 值得一提

的是，2019年中国自研移动游戏海外收

入占比中，美国市场占比达27.6%、西欧

市场占比达14.6%， 这标志着中国游戏

企业的出海领域不再局限于文化相近的

日韩等地区， 在文化存在差异的西方国

家市场也取得了一定的商业化成果。 业

内人士分析， 上海移动游戏出海数据的

持续提升， 主要得益于海外用户增长红

利， 及上海游戏企业自主研发能力的提

升。鉴于海外移动游戏市场的巨大潜力，

不少上海游戏企业正在强化对这一领域

的布局。

《报告》同时指出，巨大的商业突破，

将促使游戏承载更多社会功能。 目前游

戏产品所带来的商业化价值已处于较高

水平，但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游戏产

品已不满足于本身的娱乐性， 在实用价

值与艺术价值上也有着更高层面的追

求。目前市场上就出现了多款教育类、训

练类游戏， 不少企业也纷纷尝试将传统

文化、科普知识植入到游戏当中。

文化

■本报记者 张祯希

“人民办”的艺术节，
5000张公益票500余项群文活动等你来

第十届浦东文化艺术节明天揭幕，24台43场精品剧目亮相浦东十大剧场

从东海岸边的阡陌乡野， 到社会主

义现代化新城区，浦东走过了30年。第十

届浦东文化艺术节将带来24台、43场精

品剧目，7月30日起至10月30日在浦东10

个剧场轮番上演， 并推出超过5000张低

价票。其中“现象级”舞剧《永不消逝的电

波》将首次越江而来，在浦东亮相。

本届浦东文化艺术节最大的亮点是

“人民办”。除了低价看精品剧目以外，在

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 该艺术节将把

“文化大舞台”交给人民，举行“精品剧目

下基层”“草根文化达人秀”等500余项群

文活动。届时，全区36个街镇的文化中心

将成为主舞台， 让市民在家门口即可享

受文化大餐。

本次艺术节以户外和线上为主，将

通过云上沪剧周、云上艺术节等，让市民

轻松在抖音、喜马拉雅平台、B站等新媒

体平台上全天候、不间断地享受多门类、

跨时空、多样性的艺术产品鉴赏体验，打

破时空维度局限，形成“一万在剧场、百

万在现场、亿万在线上”的文化氛围和参

与热潮。

“电波 ”打头阵 ，红色文
化 、海派文化 、江南文化精品
剧目纷至沓来

翻看本届艺术节的节目单，除了“爆

款”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还有明星话

剧 《洋麻将 》、舞剧 《花木兰 》、当代昆剧

《春江花月夜》等佳作。 这些剧目的票价

非常亲民，价格在20元至80元之间。艺术

节还将推出文化致敬抗疫英雄系列活

动， 届时将拿出约30%精品剧目的演出

票，免费提供给抗疫一线的医护工作者。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 艺术节在近半

年的筹备中通过问卷调查和大数据分析

筛选出精品剧目，努力做到“百姓喜欢什

么，我们送什么”。 这些剧目体现了上海

的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

梅派青衣史依弘将在艺术节上带来

《锁麟囊》《凤还巢》 两场京剧专场演出，

尽显传统戏曲之美。 “80年前，程砚秋大

师携《锁麟囊》亮相上海一炮而红，海纳

百川的上海舞台见证了这部程派戏的高

光时刻；梅派代表剧目《凤还巢》则是一

部诙谐幽默、结局皆大欢喜的喜剧，愿这

部作品能为观众带来快乐。 ” 史依弘坦

言，之前她学会了拍抖音、做直播，可最

挂念的依旧是舞台。“能够在剧场里和戏

迷见面，是我最大的期待。 ”

在2020年B站春晚中获得很多年轻

粉丝喜爱的国乐艺术家方锦龙， 将为上

海乐迷呈现一场结合了脱口秀和表演的

国乐聆享会。“上海有着深厚的江南文化

底蕴，也有着源远流长的民乐根基，我希

望带领大家解读江南丝竹的音乐魅力。”

方锦龙介绍， 为了让聆享会更加寓教于

乐， 他将在琵琶表演中穿插古今中外的

音乐小知识，还会因地制宜地加入越剧、

沪剧、上海话等元素。“在我心中，‘民乐’

意味着‘与民同乐’，我也希望可以和上

海的乐迷同乐。 ”

联动长三角 ，打造 “群众
演、演群众、演给群众看”的人
民节日

目前， 浦东新区有6000多支群众文

化团队，无一不渴望展演的舞台。而本届

艺术节的一大亮点便是 “群众演、 演群

众、演给群众看”，为百姓文化团队大展

示大PK搭建艺术平台， 如舞林大会·浦

东广场舞大赛、大地芳菲·浦东新区群众

文艺创作节目汇演、大地繁花·浦东文化

团队嘉年华等。 据浦东新区文化艺术指

导中心主任王玺昌介绍， 节日期间将打

造群众文化草根达人和网红团队， 力推

“本土李佳琦”。

本届艺术节还将辐射长三角， 形成

区域联动、市区联动、街镇联动的活动新

机制。 节日期间，主办方将推出“美好生

活”长三角公共文化空间创新大赛、2020

长三角戏曲节、上海淮音艺术节、江南舞

蹈节以及曹路杯·全国故事邀请赛、惠南

杯·首届全国莲湘舞邀请大赛、浦东古镇

文学周等长三角特色活动。

■本报记者 姜方

音乐剧 《帅小伙的蔬果店》 剧照。 (资料照片)

京剧表演艺术家史依弘主演

《锁麟囊》剧照。 国乐艺术家方锦龙。 （均东艺供图） 制图：李洁

■ 2019年上海自主研
发网络游戏销售收入达到
697.6 亿元 ， 增长率为
17.6%?增量超过 100亿元

■ 2019 年上海移动游戏销
售收入达到 523.9 亿元? 增长率
达 33.2%? 在上海网络游戏销售
收入构成中占比 65.4%

■ 2019 年上海网络
游 戏 海 外 销 售 收 入 约
18.9 亿美元 ? 同比增长
率达到 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