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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阿勒泰》《大海道》《日光之城》拓宽少
数民族题材剧创作新视野——

加强现实刻画，
羊城晚报记者 龚卫锋

从我国首部呈现当代中国少
数民族生活的电视剧《小活佛》开
始，少数民族题材剧已走过 40 余
年历程。《静静的艾敏河》《八瓣格
桑花》《帕米尔医生》《新疆姑娘》
《康定情歌》《苍茫天山》《冰山上的
来客》《雪域情》《木卡姆往事》《金
凤花开》《胡杨女人》《一路格桑花》
《长白山下我的家》《丝绸之路传
奇》《北方大地》《索玛花开》等剧，
在历史、现实维度上反映了少数民
族的文化脉络、社会变迁。在这一
时期，剧集题材重历史、轻现实，人

物扁平化、符号化，情节单一化、同
质化等弊端逐渐出现。一段时间
以来，少数民族题材剧缺乏关注。

近年来，少数民族题材剧逐渐
加强对现实的刻画，其中，创业题
材成为突破口。例如：《都是一家
人》讲述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同
胞走出边疆村寨、走进沿海开放城
市创业的奋斗故事；《金色索玛花》
讲述驻村第一书记与四川大凉山彝
族群众同心协力，为贫困山区带来
变化的故事；《北方大地》聚焦内蒙
古乳业为代表的工业发展，讲述一

代草原儿女在改革开放时代大潮中
的创业故事。

最近两年，少数民族题材剧在
题材开掘方面更加关注年轻人的生
存状态，展现年轻人喜爱的生活方
式：《我的阿勒泰》以成长在阿勒泰
的汉族少女李文秀的视角呈现牧区
生活的旷达与美好；《大海道》聚焦
年轻群体酷爱的赛车运动，讲述摩
托车手林浩与戈壁青年哈里克的奋
斗故事；《日光之城》讲述索朗、达
珍、许少杰、曲宗等年轻人在西藏拉
萨寻找自我，追逐梦想的故事。

今年第二季度，8集迷你剧《我的阿勒泰》成为“爆款”，剧中北疆的风土人情为观众打开了认识
新疆的一扇新窗口，对于哈萨克族牧民日常生活的精准刻画，也让少数民族题材剧这一类型剧更受
关注：剧集带动更多观众前往阿勒泰旅行、阅读作家李娟的作品，更多影视团队将展示少数民族的
文旅剧视为“新蓝海”。《我的阿勒泰》火爆半年后，讲述新疆青年故事的《大海道》、讲述西藏青年故
事的《日光之城》近日接连播出，同样引发热议。

今年播出的三部少数民族题材剧带来了哪些“新视野”？毫无疑问，创作者正在用新题材，加强
对现实的刻画，展现年轻人喜爱的生活方式。

贴近青年生活

近年来，电视剧通过对取景地
风土人情的展示，吸引更多观众变
成游客，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对于
少数民族题材剧而言，剧中难得一
见的自然景观、人文风貌，极易带给
观众奇观式体验，文旅融合便顺理
成章。

《我的阿勒泰》是“一座城成就
一部剧，一部剧带火一座城”开发模
式的代表剧目，也为少数民族题材
剧走向文旅融合之路“打样”。《我的
阿勒泰》的成就不仅在于对阿勒泰
地区风土人情的深度展示，还胜在
运营。出品方爱奇艺与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文旅部门、花城出版社等单
位开展合作，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以

“读一本好书，看一部好剧，去一个
好地方”作为品牌口号，围绕共创文
化符号、共募生态基金、共设旅游专
线、共办线下活动、共建会员机制等
五个维度探索合作，带领观众全方
位感受阿勒泰，把“流量”转化为“留
量”，推动“走红”变“长红”。

《日光之城》是首部反映西藏当
代都市生活的剧集。编剧于小千介
绍，该剧的创作灵感源自团队对西藏
的深厚情感与探索欲望。创作团队
融入了众多西藏特有的文化元素与
习俗，以增强地域特色。主场景甜茶
馆、八廓街的嘎吉大院，都在细节上
还原了拉萨市井街头的日常生活，可
谓是一幅拉萨的旅游地图。

《大海道》则展现了一个复合
的、动感的新疆。剧中多次出现的
摩托车追逐镜头、飞跃场景，带出了
新疆特有的自然景观，如：陡峭的雅
丹地貌、连绵的沙丘，观众得以直观
感受新疆的壮丽。同时，该剧细腻
描绘了新疆的热闹景象，如：烤肉
摊、集市、歌舞。该剧在文旅开发运
营方面也有亮点。今年4月，新疆·
哈密 2024 第一届大海道拉力赛正
式启动，《大海道》的导演沈煜傑说：

“我们在拍摄时，还没有大海道拉力
赛这项赛事。直到剧集拍完了，哈
密市人民政府和剧集出品方决定共
同举办大海道拉力赛，这种感觉让
我震撼，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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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地方风土，盘活文旅资源

聚焦创业奋斗，勾勒青年成长

B

捕捉生活细节，力求还原真实C
今年播出的三部少数民

族题材剧，对于生活的捕
捉、人物的刻画、人性的处
理，比以往更细腻。

散文集《我的阿勒泰》
收录了李娟十余年的散文，
李娟一家子在阿尔泰山区
经营小生意，随着牧民在夏
牧场和冬牧场之间辗转迁
徙。流动的生活让她深入
遥远的北疆，与陌生的人、
事、物相逢，从牧民文化与
大自然的力量之中，体验到
生命的深厚底蕴。当李娟
的真实生活经过戏剧化处
理后，情节更加浓缩，也更
具张力。尤其是剧中的人
物，刻画得真实且极致：小
卖部老板张凤侠的乐天达
观消解了日常困苦，并引导
女儿李文秀了解、适应与牧
民的相处法则；李文秀被迫
回到老家，遇见形形色色的
人之后，对这里的生活有了
新的领悟；巴太背负着回草
原放牧的压力，却不愿放弃
梦想……每个人物心中都驻
扎了一个世外桃源。经过
剧情对人物解剖式的视觉
传达后，真实又梦幻的体验
直抵观众内心。

《日光之城》全方位还

原了拉萨年轻人的成长。
剧中，索朗是创业青年的缩
影，他带着对家乡的热爱，
坚信自己一定能推广西藏
特产；达珍原本在上海工
作，却主动申请回到西藏，
想把家乡产品推向全国；格
桑是一名有着飞行员梦想
的牧区女孩，她义无反顾追
求梦想。据悉，剧中角色都
有原型。例如，扎西是一名
热爱藏戏的00后实习医生，
其原型之一是 ICU护士，兼
任藏语说唱乐队的主唱。

《大海道》聚焦在新疆
生活的专业赛车手的真实
故事。2018年，导演沈煜傑
在拍摄一部与拉力赛相关
的作品时，请来的车技指导
就是《大海道》的原型人物，

“我们得知了他的故事，觉
得很励志、热血，便同编剧
周劲翔商量将这个故事拍
出来”。剧中，在新疆长大
的汉族青年林浩和维吾尔
族青年哈里克，在新疆大海
道无人区相遇，在竞争中互
相学习并成为兄弟，之后又
为了成为专业赛车手而不
懈奋斗。除了还原车手故
事，该剧还重点关注各民族
人民携手共进之路。在镇

干部郝强、
西琳的推动
下，在民营
企业家赵有
为等各界人
士 的 帮 助
下，两名车
手最终得以
踏上世界级
专业摩托车
拉力赛的舞
台。

《大海道》讲述摩托车手林浩与戈壁青年哈里克的奋斗故事

《我的阿勒泰》以李文秀的视
角呈现牧区生活的旷达与美好

◀ 在
《日光之城》
中 ，索 朗 等
年 轻 人 在 西
藏 拉 萨 追 逐
梦想

同时，钓鱼为中年男人提供了一种尤为重
要的特性，这是其他运动难以给予的——一个
安静的思考空间。事实上，青春期和中年期是
一生中最易出现情绪危机的两个时期。因此，

“中年”这一转折点往往伴随着深刻的内省和重
新评估自我价值的过程。在这一时期，个体的
生活方向、发展目标以及人生意义都可能发生
重大变化，产生全新的理解，并进行重新定义。
钓鱼活动恰好为中年男人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平
台，让他们在宁静与思考中找到生活的平衡与
新的方向。因此，钓鱼带来的宁静是治疗性的，
它不仅仅是一种爱好，还是精神健康的良方。

有人说：晨钓的人，钓的是一身朝露；夜钓

的人，钓的是一江风月；野钓的人，钓的是满腔
热血。“不求上进”是对钓鱼佬最大的误解，钓鱼
佬的上进心，有时候强烈到不仅仅满足于鱼儿
上钩的瞬间，更在于不断探索未知的钓点、挑战
自我的极限。

那些中年男人为什么会见水就能甩竿垂
钓？从心理学角度来讲，他们追求快乐的本质
内核从未发生改变：只要手中有一个“工具”，不
管身在何处，他们都能开辟出一片属于自己的
天地，找到那份纯粹的快乐与满足。或许，钓鱼
之于中年男人，是一种“在正确的时间，碰见适
合的那个”的特殊存在。

（来源：科普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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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暴露在油烟环境会影响肠道功能

最近，复旦大学研究团队在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杂志发表研究成果称，大量吸
入烹饪时的油烟，可能会在3天内引发肺部和肠道炎
症，而长期暴露在此环境下，肠道菌群可能被破坏。

研究者采用小鼠主动吸入烹饪油烟模型进行了
相关研究，目的正是为了揭示主动吸入空气污染物
与肠道功能障碍之间的联系。研究结果验证了厨房
烹饪油烟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性。研究者还发现，虽
然小鼠在一种能够利用、转换和储存能量的环境中
暴露14天后，身体各项指标又得到了缓解——这可
能是机体自我修复或适应的结果——但厨房烹饪油
烟对肺部和肠道健康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专家也提出一些建议，希望尽量从根源上避免
厨房烹饪油烟的伤害，比如选择燃点较高、纯度较
高的用油品种；要控制好炒油温度；尽量避免反复
回收、使用炸过食物的油等。

○贵州发现两个洞穴鱼新物种
近日，科研工作者在贵州省安顺市紫云苗

族布依族自治县猫营镇的两处洞穴分别发现两
个洞穴鱼新物种，它们均隶属于高原鳅属，专家
将其命名为“紫云高原鳅”和“亚鲁王高原鳅”。
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动物学期刊ZooKeys上。

其中“紫云高原鳅”发现于一处溶洞地下河
里；“亚鲁王高原鳅”则发现于一处位于半山腰
的竖井，距离地下河约 150 米。“亚鲁王高原鳅”
的名称来自流传于安顺市紫云县等麻山腹地、被
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苗族第一部
长篇英雄史诗《亚鲁王》。研究者称：“高原鳅形
态差别不大，命名时将当地文化和物种结合起
来，一看名字就知道是地方物种。”

贵州省特殊的喀斯特地貌形成了丰富的地
下水系和溶洞资源，在过去 5 年间，研究人员已
发现多个金线鲃属、高原鳅属、爬鳅属等洞穴新
物种。此次新物种的发现，让贵州高原鳅属的物
种记录增加至15种。 （江海 整理）

□苏静

钓鱼，这项看似简单的活动，确
实是一种老少皆宜的休闲方式，能够
轻松地带给人们快乐，并让人沉醉于
与自然的亲密接触体验中。

不过，对于不同的人而言，钓鱼
所承载的意义却各不相同：对女性
而言，它可能只是生活中的一种调

剂；对年轻人而言，它只是一种兴趣
爱好；对于中年男人来说，钓鱼却似
乎是一种独属于他们的人生仪式，
一把伞、一张凳、一根杆，便能构建
起中年男人心中那片小小的避风港
——这似乎契合了他们对于“中年”
这个重要转折点的精神需求……

所谓“中年”，并非特指某个年龄段，即
便是在学术界，对于“中年”的起止时间，目
前也还没有一致的结论。“中年”一说，更多
情况下是指一种心理状态，是一种既相对
稳定又企图寻找突破的特殊时期。

但从生理学角度来讲，“中年”是一个
力量、反应和协调性逐渐下降的明显阶
段。科学研究显示，个体的力量、协调性
和知觉反应在二十几岁时会达到高峰，随
后便开始逐渐下降。特别是到了 40岁，
肌肉力量的丧失变得尤为显著。在60岁
之前，人们可能会丧失总体力量的10%-
15%。

不得不说，人到中年，虽然还没有到

年迈时力不从心，但也不再拥有青春时的
蓬勃朝气。“中年”是一个夹在“青年”与

“老年”之间的特殊阶段，既回不去过往的
无忧无虑与激情四溢，又尚未达到老者的
从容不迫和淡泊名利。

对很多男人来说，“中年”总是充斥着
沉甸甸的责任，要扮演各种艰难的角色：
家庭支柱、部门领导、孝顺儿女、孩子榜
样。因此，他们不敢再如年少时那般肆意
妄为，也无法像青年人一样自由奔放。绝
大多数中年男人都能出色地应对这些责
任和角色，但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内心深
处对冒险与刺激的渴望却往往被压抑，始
终未能得到充分释放。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生物学家杰伊·
弗兰提出，追逐刺激与热衷冒险实际上是

“深植于人性之中的生物学遗产”，大脑将
其视为一种强有力的生命标志。然而，不
可否认的是，冒险与刺激往往伴随着未知
与危险。面对这样的现实，中年男人出于
强烈的责任感，心甘情愿地放下了追寻刺
激的自由；同时，为了深爱的家人，他们也
毅然决然地克制了内心那份敢于冒险的冲
动。所以，中年生活的稳定，带来了安心，
也夹杂着一丝不甘。这个时候，钓鱼似乎
就成为了释放内心涌动与寻求新体验的绝
佳出口——它足够安全，不算真正的冒险，
只需一人、一杆、一包烟，便能在岸边枯坐
一整天；然而，它又带着未知与变数，每一
次鱼线的拉动都充满了刺激与期待，每一
次与鱼斗智斗勇的过程都充满了搏杀与征
服的快感，让中年男人在平凡的生活中找
到了一丝不平凡的乐趣与挑战。

从这一点来看，钓鱼这一活动是适合

中年男人的。因为面对衰老这一人人都
逃不掉的话题，中年男人不仅能在“钓
鱼”这项活动中找到了独属于自己的一方
世界，也能得到一个展现“不服输”精神
的舞台——他们或许比不上年轻人的身
强力壮，却比年轻人更沉得住气；他们或
许不如年轻人的反应敏捷，却比年轻人更
懂得策略与耐心的重要性。尽管知觉速
度的高峰期出现在二十几岁，但归纳推
理、空间定向等能力在中年期才达到顶
峰，这便使得中年男人在“钓鱼”这项需
要智慧与经验的活动中，能够展现出独特
的优势。

在这个时期，中年男人通过钓鱼，很
容易找到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方式，也找到
了与自己内心对话的途径，从而实现了对
生活的再认识和自我价值的再定位。钓
鱼对中年男人来说，也不是逃避生活，而
是暂时放下生活琐碎，寻找那份满足本能
的纯粹快乐的途径。

钓鱼是永远无法被加速的一种存在，是一场
耐心与耐力的比拼，更是一场经验和智慧的较
量。不难发现，通过“钓鱼”这一共同爱好，中年
男人们能很轻松地构建起一个独特的社交世
界，“钓友”们彼此之间会形成了一种无须多言
的默契，还有心灵上的惺惺相惜。

心理学家劳拉·卡斯腾森所提出的“社会情
绪选择理论”，为我们揭示了一种关于人们如何
根据生命阶段去选择社交伙伴共度时光的观
点。根据这一理论，社会互动主要承载着三个
核心目的：一是作为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二是
帮助人们发展和维持自我概念；三是作为获取
愉悦、舒适感和情绪幸福的关键来源。

儿童和青年阶段，人们的社交互动主要侧重

于信息收集，而中年人似乎重新回到了类似婴
儿时期的状态，他们对情绪支持的需求成为了
他们社交互动的首要考量。有谁比兴趣相投的
钓友更能给予彼此理解和慰藉的呢？在技术
上，他们交流心得；在情感上，他们及时给予支
持；面对困难时，他们并肩作战——比如上钩的
鱼太大，需要合力拉拽时。即使生活中各有各
的不易，但他们只需相视一笑，便能达到情感上
的共鸣。

由于一切活动都围绕着“钓鱼”这一核心展
开，钓友之间的友谊还显得尤为纯粹；同时，由
于众多话题都聚焦于这一共同兴趣，情绪交流
也因此变得非常积极。中年男人对“友谊”的需
求此时便是如此简单。

A“中年”其实是一种心理状态

B 实现自我价值的再定位

C 构建独特的社交世界

D 提供一个安静思考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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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鲁王高原鳅”活体照
▼“紫云高原鳅”活体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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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出于对冒险与刺激的渴望，或是为了满足社交互动的需要

人到中年，为何他们爱上垂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