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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著作者兼影片制片人裴
蓓透露，《我们的岁月》的拍摄
正逢疫情，原来选定的校园场
景无法使用，最终剧组辗转多
地，最终在江西上饶的大山中
找到一所废弃的老校园——那
里残留的老礼堂，门窗、泥巴
墙，恰好符合片中所需的时代
氛围。也因为疫情影响，影片
被迫缩小了原定的制作规模。
裴蓓表示：“或许《我们的岁月》
并不是豪华大餐，但它会是一
杯温馨的奶茶。”

影片导演谢悠出生于1989
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曾在 24
岁时凭借电影《青涩日记》获得
第30届金鸡奖“最佳导演处女
作”和“最佳儿童片”两项提
名。当天，谢悠通过视频，向观
众“云介绍”自己的创作理念：

“我试着用散文诗的方式去叙
述故事，用强光影去还原那个
年代的怀旧感和人们的执著与
热血。”

制片人裴蓓认为，谢悠以
当代青年的视角展现了当时青
年的状态：“如果这部电影能引
起两代人的共情，那我们就算

是成功了。”当天，曹正昌的饰
演者李肖宁和“奶油哥哥”的饰
演者刘奚子来到影院跟观众见
面。李肖宁出道以来演绎过多
部作品，是电视观众眼中的“老
熟脸”，他告诉羊城晚报记者：

“演这部戏最难的一点就是，每
一场戏我都要保持满满的激
情，所以每次演完都觉得耗尽
了全身力气。”“奶油哥哥”的饰
演者刘奚子则是一位 90 后新
生代演员，他曾与陈凯歌、张艺
谋等知名导演合作。片中他特
意采用了偏戏剧化的表演方
式，每次出场都会引发影院笑
声一片，成为全片的“笑点担
当”。

片中年龄最小的演员，自
然是饰演“根号 2”的张杍涵。
2011年出生的他今年才10岁，
却已是影视剧中的常客，其沉
稳演技赢得全剧组的赞誉。

制片人裴蓓透露，《我们的
岁月》只拍了原著小说的大学
生活部分，之后续集还将继续
讲述“根号 2”和他的同学们在
大学毕业后投身改革开放大潮
的奋斗故事。

为什么要首创一档书法综
艺？张晓晖提到两点原因催生
《妙墨中国心》：一是浙江的人
文历史，“自古以来就跟书法联
系密切，名家辈出，包括书法类
大奖‘兰亭奖’也源自浙江兰
亭。浙江有书法情结。”二是今
年全国范围内文娱领域综合治
理的大背景下，“创新、创优的
文化精品类节目是市场需求”。

周路莎指出，这档节目策
划之初没有可参考案例，导演
组几乎没人精通书法：“书法属
于感性型题材，各美其美、众口
难调，导演组经常开玩笑说它
像一门玄学。”为此，节目组成
立了专家团。张晓晖说：“我们
邀请中国美术学院、浙江省书
法家协会、西泠印社成为节目
的学术顾问单位，给节目增添
干货，给予学术支持。”

导演组翻查海量历史资料
与文献，邀请了中国美术学院

书法学博士把关文案，斟酌字
句、论证史实。周路莎说：“我
们这次做的事情比做以往综艺
节目都要复杂，因为内容非常
学术化。在克服学术困难的过
程中，导演组也在扫盲和成
长。”

为了做好前期功课，周路
莎有针对性地看了不少书法展
览。她说：“在一个书法专业学
生的展览中，学生会把书法写
在亚克力灯箱上，通过光影艺
术打造出奇特的效果。我们将
这些创新元素运用到节目中，
如用投影呈现草书《古诗四
帖》。”

周路莎发现，不同名家的书
法展各有特色，有的展览洋溢着
草书的气魄感和延绵感，有的展
览则对书法作品进行体系化梳
理，“你能通过书法展览以及背
后故事、代表人物看到书法的
不同侧面。”

从鉴赏层面看，不少人常
有看不懂书法的困惑。为此，
《妙墨中国心》创新提出“书法
美育”概念。张晓晖解读道：

“美育，就是告诉观众如何欣赏
作品。节目中，我们除了让书
法老师现场讲解，还设计了让
现场观众临摹、老师点评的环
节，借此拉近书法和观众的距
离。”例如，首期节目中，针对
《兰亭集序》21 个不同的“之”
字，在老师讲解、演示后，现场
观众一起动笔书写，再让老师
点评。张晓晖提到：“通过这种
现场强化互动设计，能够从基
础入门层面告诉大家，书法的
美到底在哪里，也给观众带来
硬核的知识点。”

“我们很重视书法美育的
交互性，不针对单一阶层，所
以 节 目 参 与 者 的 覆 盖 面 很
广。”周路莎透露，受邀人员有
专家、学生、演员等，他们有对
书法一窍不通的“小白”，也有
写得一手好字的业余爱好者，

“让不同人群汇集在一起对

话、演示，呈现不同人群对书
法的不同理解，这既是一种无
门槛的交流，也展现出我们社
会的多面性。”

节目理念也与不少名家
一拍即合。张晓晖提到，第一
期节目嘉宾陈振濂老师最感
兴趣的方向就是书法美育，王
冬龄老师数十年如一日尝试
各种方式推广书法。张晓晖
透露，在后续将播出的特别篇
中，还有很多位来自美院、书
协的名家名师，带领观众品书
法之美。

《妙墨中国心》打破了空
间限定，打造出三个维度的空
间。周路莎说：“一个是演播
厅，一个是西湖畔的妙墨赏习
屋，还有一个是实地寻访的外
景，比如，西安碑林、绍兴兰亭
等。”在她看来，三个空间呈现
了书法的多面性，“既有庙堂的
庄严，也有人间烟火的百态，同
时也有跨越千年、古今对话的
场景既视感”。

其中，第二现场“妙墨赏习

屋”是书法爱好者以墨会友的
所在地。在“妙墨赏习屋”，大
众能够提出有关书法的问题，
观赏经典书法名家作品，与志
同道合者交流、学习书法的解
读。谈及妙墨赏习屋，周路莎
指出此举意在打破大众鉴赏书
法的门槛：“传统的书法展览会
在正式的博物馆、美术馆展出，
面向的群体和传播渠道相对有
限。节目组希望借助搭建妙墨
赏习屋，将书法展览搬到日常

生活中，跟大众亲密接触。”她
透露，自开张以来，节目组把参
与节目的各个书法家的作品放
到妙墨赏习屋里供游客鉴赏、
打卡，“目前人群流量非常不
错，大家都觉得生活里多了这
样一种文化的伴随。”

值得一提的是，妙墨赏习屋
的所在位置曾经是杭州书画社的
所在地。周路莎谈到，在此处搭
建妙墨赏习屋，也承载了文化传
承的概念。

节目多形式的互动拉近了
观众与书法的距离。“内部测试
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人提笔
忘字，连常用字都写不出来，比
如，我们几乎没人能写出打喷
嚏的‘嚏’。”周路莎提到，提笔
忘字现象成为打开节目与大众
沟通的桥梁，“扪心自问，作为
一个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
国字？”书法是中国汉字的一
种载体，而节目理念便围绕

“做好中国人，写好中国字，
讲好中国故事”展开。周路莎
希望借助这种形式能够传递

“以笔书心”的理念，在内容
创作中让更多人打心底里真正
喜欢上提笔写字。

《妙墨中国心》每一期“挥
墨时刻”都能 让 观 众 眼 前 一
亮。例如，第三期“篆书篇”，
观众在墙上找到自己的姓氏，
用书写呈现华夏文明代代相
传的底蕴；第四期“隶书篇”，

“ 寻 墨 团 ”在 竹 简 上 提 笔 书
写，呈现“家书抵万金”的厚
重情感。张晓晖解释道，每一
期的互动内容都是结合节目
主题而定，她举例道：“楷书
一期围绕楷书的楷模精神展
开，我们邀请了线上线下的观
众同书楷模精神。”

“我们的节目呈现的只是
九牛一毛。在我看来，其实《妙
墨中国心》是我们深入书法领

域的开始。浩瀚的书法知识海
洋里，可以选择的内容真的太
多了。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切口
进去以后，慢慢再输出更多深
层的知识点，这是我们对未来
的一个愿景。”周路莎很欣慰，
大家在看完每期节目之后都能
学会一些窍门，对他们的书法
入门和认识也产生了一定的帮
助。根据目前的播出反馈，周
路莎坦言：“我觉得我们交的答
卷还算不错。”

来品这杯粤产“奶茶”！
电影《我们的岁月》亮相广州塔

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

由广东省电影局主办的“2021 广东
优秀电影观影推介会之《我们的岁月》”活动

近日在广州塔空中电影城举行，影片主演到现
场与观众进行映后交流。

由新锐导演谢悠执导的电影《我们的岁
月》改编自裴蓓小说《水击三千里》。小说以南
方沿海地区乃至全国近几十年来的发展为背
景，讲述了一代人的梦想与奋斗、友情与爱情，
影片《我们的岁月》则改编自小说中的大学校
园部分。据悉，该片将于明年公映，续篇《我们
的岁月2》也在筹备中。

电影《我们的岁月》的故
事，以“根号 2”赵以水的视角
展开。这个天赋异禀的少年 5
岁就啃完了父亲的大半藏书，
12 岁那年恰好赶上全国恢复
高考的大潮而考入大学——那
时，他的个儿都还没长开。

片中，“根号 2”拥有三位
不同年龄、背景和个性的同班
好友：外貌出众的文鹊喜，因
家人的希冀而考进了自己不
喜欢的机械专业，后来她选择
退学南下开拓服装事业；出身
梨园世家、深受琼瑶文学影响
的“奶油哥哥”，因为追求文
鹊喜不成而一度陷入癫狂；上
大学前已经娶妻生子的知青
班长曹正昌，一心以建设国家
为己任，在学校里组织的“热
血讲座”点燃了无数学生的爱
国情怀。

片中的学生们之间，有友
爱，有冲突，有成长，也有悬崖
勒马的错位爱情。文鹊喜对曹
正昌萌生爱意，后者虽动心，但
仍然选择了曾经陪自己在农村
吃苦多年的“糟糠妻”。对文鹊
喜，曹正昌说出的一句话既是
拒绝也是劝诫：“我很珍惜现在
的生活，希望你也珍惜。”

片中，充满历史年代感的
理发店、穿过街头巷尾的“二八
大杠”老式自行车、播放着老歌
金曲的录音机、印着“为人民服
务”的搪瓷缸……各种具有时
代质感的细节为观众带来回忆
和共鸣。在映后交流环节，有
观众表示：“这部片子展现了我
们这代人的芳华。‘60后’的我
们有青春理想、有理智情感，更
有‘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使
命感。”

【主创采访】

“不是豪华大餐，却是温馨奶茶”

你会提笔忘 吗？
《妙墨中国心》让书法活过来让书法活过来让书法活过来让书法活过来

字

书法综艺，
做足功课打造文化精品

书法美育，
教观众感受书法之美

如何平衡书法的专业性和
普及性，让看似“高冷”的书法艺
术“放下身段”，成为节目制作的
最大难点。摸索后，导演组找到
开启连接书法与大众的钥匙
——入古出新。

周路莎提到，“入古出新”既
能用在书法上，也可以用在制作
书法节目上：“从内容出发要‘入
古’，所以首先从最基本的‘五
体’入手。对于大众来说，大家
最开始接触书法，也是基于篆、
隶、草、行、楷这五体。”在“入古”
理念指导下，《妙墨中国心》从五
体入手划分了五期节目，以故事
和人物作为载体切入每期节目，
再深入到书法艺术理念的呈
现。周路莎认为，这种深入浅出
的方式，能有效降低学习书法的
入门门槛，帮助观众接受书法文
化的熏陶。

在选择故事上，节目采用
“半生半熟”的策略，即选择耳熟
能详的故事和比较生僻的故事
互相搭配，既有王羲之这种家喻
户晓的大书法家，也有像李阳冰
这样连生卒年都不详的“冷门”
人物。周路莎说：“这样可以增
强大众对书法内容干货的满意
度和获得感，他们会发现有些内
容是了解的，但也能够学到很多

不知道的内容。”
在“出新”方面，节目里也通

过很多不同的舞台尝试，让纸面
上静态的书法“活”过来。张晓
晖提到，以“篆书篇”为例，节目
采用影像形式设计了一个“篆”
的迷宫，把篆书发展历史中的关
键人物、重要节点、主要事迹放
置其中，以故事形式带出篆书历
史；在“隶书篇”，节目又有不同
尝试，情景剧《隶的自白》里，隶
书化身为一个孩子，以第一人称
自述出生以来的每个“高光”事
件和时刻；在“行书篇”中，国家
话剧院演员吴樾以独白朗诵的
方式演绎《祭侄文稿》，让观众感
受到颜真卿的胸怀大志和满腔
悲愤。此外，在每期的固定小动
画里，采用了中国风的皮影戏形
式。周路莎说：“借助生动的动
画片，一方面能给观众带来视觉
享受和趣味感，另一方面也是紧
扣中华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每期节目都
设置了“妙墨小课堂”环节。周
路莎介绍，这个环节选择的都是

“福”“美”“妙”等常用汉字，通过
最简单的教学，告诉观众怎么写
好字，“让大家发现提笔并不难，
甚至是看完节目后有提笔的冲
动，这也是我们的初心”。

入古出新，
让书法“放下身段”

第二现场，
打破鉴赏书法的门槛

唤醒认知，
让观众不再提笔忘字

羊城晚报记者 龚卫锋 实习生 张熹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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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意 义

C路 径

D模 式

E传 播

【先睹为快】

一代人的热血和芳华

“ 根 号 2”
（左）12 岁就成
了大学生

曹正昌（右）坚守本心，拒绝了文鹊喜

主演李肖宁（中）、刘奚子（右）

互联网时代，人们
用笔写字的机会大大减
少，书法艺术也逐渐淡
出实用生活。书法没落
了吗？最近在浙江卫视
播出的《妙墨中国心》反
其道而行，搭建起了传
统艺术和当代大众间的
桥梁。节目中，由书法
名家名师、人文历史学
家、爱好书法的影视演
员组成“解墨团”，带领
观众鉴赏书法、认识书
法史，并通过音乐、朗
诵、舞蹈、戏曲等艺术形
式呈现书法的人文价
值。

近日，《妙墨中国
心》进入收官阶段，节目
总制片人张晓晖和导演
周路莎接受了羊城晚报
记者采访，还原这档书
法综艺的制作过程，并
分享让文化综艺不再曲
高和寡的经验。

吴樾朗诵颜真卿《祭侄文稿》

钟楚曦

书法家王冬龄

妙墨赏习屋吸引了不少书法爱好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