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whb.cn

2024年1月22日 星期一 5文化 责任编辑/杨 燕

■本报记者 王彦

定价每月30元 零售1.00元
上海报业集团印务中心

本报地址: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编:200041 电子信箱:whb@whb.cn

电话总机:(021)22899999 传真:(021)52920001(白天)

本报北京办事处 北京市崇文门东大街6号8门7层 电话:(010)67181551

本报浙江记者站 杭州市庆春路182号7楼 电话:(0571)87221696

发行专线电话:(021)62470350

广告专线电话:(021)62894223

日前，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创投训练营(SIFFNEXT)第

二阶段的冬季项目开发工作坊在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顺利举

办。6个入围项目的创作者进行了公开陈述，其中《她们的妇产

科》和《鸭子丘》获选“最佳训练营项目”。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

主任何文权对创投训练营新人多有赞誉和鼓励：“你们的作品

里，充满了艺术表现力，充满朝气，充满向往，这就是电影未来的

希望。”

创投训练营是上海国际电影节2017年发起的致力于新人

孵化的单元。不同于电影项目创投，创投训练营把目光聚焦于

项目中的新人创作者，致力于挖掘和扶持具有发展潜力的电影

新人，并通过一系列循序渐进的活动板块设计，针对性地帮助他

们进入到电影产业中，为其完成自己的第一、第二部长片作品提

供专业平台。迄今为止，创投训练营已经推荐了80名青年电影

人，孵化了31个项目，其中12个入围各个电影节创投，有5个已

经制作完成，有3部入围国际电影节展，1部已在院线上映。

目光投向两三年后，为新人提供更多发展可能

在此次冬季项目开发工作坊的产业公开日活动中，6个全

新剧情长片项目的创作者进行了精彩的路演。年轻的导演和编

剧们用自己独特的视野解读对社会、历史、文化、美学方面的

思考。这些项目涵盖了各个类型和题材，既有现实题材的深度

挖掘，也有想象力的无限拓展。据悉，相较于此前入选夏天创

投的项目，此次入选冬季训练营的6个项目更为前期，因此有

更多发展的空间和可能性：“它们将会是我们两三年后就能看

到的电影。”

此次获选“最佳训练营项目”的两个项目风格呈现较大差

异。《她们的妇产科》讲述一个失去女儿的妈妈和一个即将成

为妈妈的女孩儿，在医院妇产科共同面对“生育”这个命题的

故事。她们彼此之间产生着理性和感性、秩序和失序的对撞。

导师张家鲁评价该项目：人设鲜明、节奏利索、议题冲击，导

演和编剧的合作默契项目可期。而《鸭子丘》是一部有关家

乡、土地、民俗、记忆的电影，影片由三个发生在鸭子丘的故

事组成。编剧缪吉娜表示希望在电影中营造出很好的人间烟火

气，塑造丰满有力的人物，吸引观众“把目光投向村落中的个

体，呈现出真正鲜活的鸭子丘”。导师梅峰评价这个项目：角

色贯穿、首尾呼应，形成神秘又美丽的故事闭环，具有相对明

确的美学方向。据悉，获得荣誉的两个项目方在今年上半年完

成各自项目相关的一部短片后，即可获得下一届上海国际电影

节 · 电影项目创投的入围资格。

磨合与成长需要真诚面对问题、面对自己

主办方邀请了刘伽茵、梅峰、沈暘、张家鲁这四位资深电影

工作者担任导师，他们的职业范围覆盖了导演、编剧、制片人、监

制，为项目提出了许多中肯宝贵的建议。在产业公开日的圆桌

论坛上，导师们与年轻电影人分享了自己的从业经验和心得，尤

其强调了在青年导演当前这个阶段，剧本稳定性、制片思路成熟度、团队目标一致

非常重要。

通过对创投训练营项目的观察，沈晹提醒青年创作者要爱电影、爱项目本身、

爱项目里的所有角色：“无论是主创还是制片团队，一定是跟项目里的所有角色是

长期相处的过程。”张家鲁也表示，制片人跟导演之间需要不停地“作战”，每个工种

必须要站在自己的工种立场上提出不同的意见，“大家彼此讨论，甚至有点争执，这

样逐渐会形成一种动态平衡”。

如何搭建核心团队是每一位导演都要面对的重要关卡。刘伽茵分享自己的经

验，她表示经历过“非常任性的阶段和与团队合作的阶段”。由于剧本创作、导演创

作，或者说编剧属性跟导演属性之间的区别是很大的，各自承担不一样的压力，所

以自己作为导演从第一性原理出发：“真正对自己诚实，你想要什么，在现在这个阶

段你面临的困难有哪些，如何一个一个地解决。”

由于导演和编剧之间的磨合并不容易，所以在电影行业中也出现了不少编导

合一的现象。对此梅峰表示，导演是电影的核心，编导合一具有一定的优势。但

是作为导演，工作中还是要特别清楚剧本的重要性，不能轻易放大自己的主观

性，“没有好的剧本，会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做准确的感情表达，以及用哪个部分

跟观众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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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卫中

抗美援朝题材电视剧《侦察英雄》

正在北京和浙江两家卫视频道播出，由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点指导。这也是

金牌导演郑晓龙艺术生涯的第一部战

争剧。在一个很难开辟全新叙事策略

的题材里，创作者何为？抗美援朝又为

何被评论家们称为“永恒的主题”？剧

集近尾声，答案渐渐明了。

《侦察英雄》聚焦侦察兵这一特殊

兵种，抗美援朝的战场上，他们被称作

“尖刀上的刀尖”。剧中，他们胸怀爱国

心、笃行报国志，英勇无畏、流血牺牲。

与此同时，他们暗度陈仓、将计就计、声

东击西，有“三十六计”在心头；他们知

人悉心、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始终将思

想政治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他们善待俘

虏、团结朝鲜百姓，保家卫国的同时还

有广阔的人文襟怀。

如果说抗美援朝题材的影视作品

常常拥有同一个主题——对正义之战

的笃信、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让一群血肉

之躯的凡人可以淬火成钢，那么新剧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向人们展现了——在

那场“气多钢少”对决“钢多气少”

的正义之战里，中国人民志愿军值得

被铭记的，不仅仅是血肉之躯的斗

志。如今，两家卫视一路包揽全国卫

视同时段收视前二，记忆不朽，英雄

不朽。

多维视角，勾勒战争的
真实面貌

《侦察英雄》的编剧是刘戈建，他上

一部广为人知的战争题材作品是《功

勋》之《能文能武李延年》。那虽是部讴

歌英模人物的单元剧，但不少军事迷观

众称其为同类题材的标杆之作。原因

就是它从连指导员的层面说清楚了我

们因何而战、为谁而战，也第一次十分

直观地让观众看见政治思想工作在战

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紧紧扣题“能文

能武”。

这一回，《侦察英雄》的切口依然很

小，它的主角是一支建立奇功的侦察小

分队，在侦察科长梁辰的带领下，小分

队完成了多次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

务。编剧和导演在看似“小处”的格局

里，展开围绕战争、历史、青春的多层叙

事，也通过武戏与智斗、敌我双方等多

维视角，尽可能以小见大地勾勒战争的

真实面貌。

战争题材，枪林弹雨的武戏是历史

的刚性框架所决定的，许多都有着残酷

的数字佐证，比如武器装备的对比悬

殊，比如英魂埋他乡的累累白骨。论战

争场面，《侦察英雄》有同类题材常见的

阵地战、运动战、穿插作战，也可见闯关

卡、炸桥梁、攀峭壁。甚至，剧中有不少

谋略反转。颇为烧脑的智谋较量里，攻

心计与反间计先后上演，不被降智的敌

手和技高一筹的志愿军战士短兵相接，

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广播喊话和四面

布点的哨声都能在敌人内心攻城拔寨，

英语、朝鲜语、中文的方言则轮番成为

或通关、或加密的工具……多元的战争

细节为观众提供了同类题材里新鲜的

观感。

比如开篇前两集，遭遇敌军坦克，

梁辰准确判断出对方的薄弱环节，采用

携带的轻型火炮成功对抗，显示的是他

行云流水的战术思维。他带领小分队

穿插敌后进行伪装，攻其不备奇袭敌人

的指挥所和弹药库等，都是一场“以少

胜多”战争的局部侧面。同时，侦察小

分队常常腹背受敌，深陷敌阵而难得到

支援，所以牺牲难免，哪怕只留最后一

个“孤胆英雄”。再以314一战为例，梁

辰带着侦察小队和“李伪军”的白昌镐

斗智斗勇，全程反转连着反转，有人螳

螂捕蝉，有人将计就计，双方靠乔装、演

绎、语言试图预判对方的预判，就是为

了知己知彼，抢占军机。

从凡人底色着力，探寻
英雄的铸成

从个人的军事素养看，侦察兵称得

上“特种兵”，是大部队的情报先锋。他

们穿插在敌人的心脏地带，侦察、营救、

奇袭。借用剧中某师师长的话，当梁辰

负伤暂离一线，他甚至感觉自己“没那

么耳聪目明了”。可《侦察英雄》塑造侦

察兵，剧作的重点并不在张扬炮火灼

热，也不是为了刻画艺高胆大、“十项全

能”的个人英雄主义。而是向历史的肌

理深挖，从凡人底色着力，去找寻在鲜

血和生命铸就的传奇功勋里，是什么铸

就了志愿军的强大意志力和大无畏的

战斗精神。

在主角团侦察小分队里，梁辰机

智英勇，李万福粗中有细，金哲舍生

取义，莫日根弹无虚发，齐禄则识图

认路、战场经验丰富，他们环环相

扣，组成了协同作战的团队。他们是

英雄，也是凡人。剧作通过还原他们

人之常情的一面，让观众从共情中触

摸战争残酷的一面、揣度凡人成为英

雄的了不起一面。

比如金哲，人称小秀才，精通英语

和朝鲜语，侦察队靠着他一路过关斩

将。但战士的前史是孤儿，他随身珍藏

着一张照片，那是从画报上剪下来的一

群孤儿的合影。金哲以此为情感寄托，

以自己的艰苦奋战能换来孩子们在和

平年代成长是他的信仰。他最大的愿

望就是胜利之后去看看这群孩子。但

没等到那时候，314一战，金哲为保护

队友，与引燃手榴弹的敌军少校一同翻

出车外，壮烈牺牲。

比如马思纯饰演的文婕，一名文工

队女战士的形象。故事里，文婕热爱文

艺，能说一口流利英语，她先是怀揣理

想奔赴文工队，受伤后又转战到敌工队

广播站工作，利用广播宣传瓦解敌人斗

志。在为和平而战、为人民冲锋的抗美

援朝战场，女性亦有报国之志，女性也

能绽放光彩。

让观众印象深刻的还有齐禄，他原

是国民党军中一员，也曾在抗日战场上

与日本军队厮杀，可后来眼看“全身的

美式装备却跑不过解放军”，自诩“识时

务者”的他弃暗投明，同时学会趋利避

害。抗美援朝战场，他是被梁辰临时拉

来“凑数”的警卫连战士，也是善用“三

步一卧倒、五步一隐蔽”所谓战士自我

保护的聪明人。第四集，齐禄想要在完

成任务后“归建”，梁辰一番循循善诱，

赢得齐禄知己以待的相惜，更触动了这

个投诚过来的战士去思考什么是军人

的最高使命，去思考“畏战”与“必要的

保护自己”之间的一线之隔。

思想上的转变潜移默化左右着齐

禄的日常行动。他在一次又一次的遭

遇战里品出梁辰话里的深意，“为了活

命打仗、为了口粮打仗、为了报仇打仗，

只是小勇小谋。但为了国家、为了民

族，为了中朝人民最终的和平而战，那

才会有大智大勇”。第十集，当连队任

命他为一班副班长，树林间的支部会议

让此前的草蛇灰线在此交汇：批评和自

我批评成型了，团结产生了，纪律也成

为自驱力的一部分。这才是我们的人

民军队区别于其他武装力量的坚强核

心，也是他们之所以被称为“最可爱的

人”的真正能量。战士们达成一致的时

刻，阳光穿透树林。

从某种角度，《侦察英雄》如同抗美

援朝两年零九个月的高度浓缩，它证明

了，“以少胜多”是建立在中国人民志愿

军的英勇无畏与智慧胸襟上，一切有迹

可循，一切不可忘却。

郑晓龙导演生涯首部战争题材剧《侦察英雄》包揽全国卫视同时段收视前二

值得被铭记的，
不仅是血肉之躯的斗志

创新与梦想不分国界。沪上老牌电视节

目《少年爱迪生》日前迎来第八季《明日世界》，

来自中国、美国、丹麦、突尼斯等多个国家与地

区的16组少年发明家将陪伴他们的同龄观众

过寒假。

作为一档青少年科学梦想秀，《少年爱迪

生》注重与上海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

技创新中心的步伐同频共振。数年来，节目始

终观照未来创新基因，已逐渐打造成为全球少

年创新思想交汇、融合、碰撞的平台。第八季

《明日世界》中，少年爱迪生们将以探索人类的

下一个家园为目标，插上智慧和勇气的翅膀，

带领观众展开一段梦想之旅。

据悉，本季节目聚焦来自40个国家和地区

的数千名青少年发明家的研究成果，搜寻了近

万张年轻充满朝气的面孔，并最终遴选、锁定

了16组少年发明家。他们中有2023年ISEF青

年科学家奖项获得者瑞瑟 ·贾恩，2023年ISEF

戈登摩尔奖获得者娜塔莎 ·库尔维瓦特，2023

年ISEF一等奖获得者艾玛 ·德尔加多，2022年

丹麦青年科学家比赛二等奖获得者安德雷斯

和西奥多，2023年ISEF特等奖、一等奖获得者

陈羿锦，第21届上海市青少年“明日科技之星”

评选活动科技希望之星、上海市青少年科技创

新大赛一等奖获得者戴名玹，2023上海市青少

年科创大赛主席奖、一等奖获得者任思渔等。

少年们的发明创造涵盖了医学、人工智能、物

理、化学、机械工程、材料学、生命科学等多个

科技前沿学科。

担任节目科学顾问、为少年人梦想护航的

也都是科创界的大咖，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陈凯先，上

海科技馆馆长倪闽景，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

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副所长、脑虎创始人兼首席

科学家陶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天问一号

月球及火星探测器副总设计师贾阳，北京化工

大学特聘教授戴伟，上海科技大学信息科学与

技术学院研究员汪婧雅等专家。

在专家顾问们看来，是梦想的力量、创新

的力量让这些少年发明家被发现，又是上海对

教育的重视、对科创的推崇、对未来的畅想，让

这些“未来之星”汇聚在科技创新中心上海。

这也恰是《少年爱迪生》节目的一贯创作理念：

通过记录少年发明家探索实践的历程和造梦

之旅，点燃更多青少年乃至大众追求真理、追

求科学的热情。

作为一档持续到第八季的“老”节目，

本季《少年爱迪生》继续深耕创新，设置了

从“寻找解决世界问题的少年方案”到“探

索人类下一个家园”的总议题，将视野和格

局拓展到了更远大的星际宇宙和未来时空。

少年们将在节目中进行一次科学实境体验、

一次打破各种界限的创想碰撞，通过跨国

别、跨文化、跨时空的科学畅想，让“家

园”和“未来”建立链接，为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交上一份少年视野的方案。

待本季复赛阶段，将有九组少年科学家以

明日世界“先锋探索者”的身份，前往位于青海

俄博梁的雅丹地貌区域，在地球上最像火星的

地方“冷湖火星小镇”，全球最高、聚光面积最

大的熔岩塔式光热电站，海拔4200米的冷湖赛

什腾山天文台址，展开一场模拟“异星环境”的

体验发明，挑战72小时极限脑洞碰撞。他们不

仅要共同协作、研发一份“异星生存计划”，更

要在有限时间内做出科创发明，以验证人类星

际移民的各种可能，以年轻无所畏惧的想象，

展现创新的力量、梦想的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少年爱迪生》第八季也更

注重少年成长轨迹，旨在聚光灯外找寻这些科

创少年的成长密码。青少年科学梦想秀《少年

爱迪生》第八季《明日世界》由上海市科委、上

海市教委和上海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每周六

20:30黄金时段在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以

及看看新闻App同步播出。

青少年科学梦想秀《少年爱迪生》第八季《明日世界》开播

这里有全球科创少年的创新与梦想
■本报记者 王彦

《侦察英雄》聚焦侦察兵这一特殊兵

种，抗美援朝的战场上，他们被称作“尖刀

上的刀尖”，他们胸怀爱国心、笃行报国

志，英勇无畏、流血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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