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手记

电影是“光影盛宴”，失去视力意味着一切源于光影的情
节、美感和想象力，统统归于混沌。

走进影院“看”电影，对视障者来说几乎是一种奢侈。采
访中，多位视障者告诉记者，这是他们第一次看电影。鲜为人
知的是，制作让视障人士“看”得明白并吸引他们走进电影院
的无障碍电影，也绝非易事。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作出有益实践。2019年，“光明影院”
成为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固定放映单元，视障者可以在“家门
口”感受光影魅力。更欣喜的是，它让视障者勇敢走出家门

“看见”电影，也让视障者的需求被更多人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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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盲杖先探出来，
“笃笃”地敲击地面，韩进文穿
着纯白色T恤，高昂着头，走
在队伍最前面。紧跟其后的
是失明23年的老何，他把手搁
在韩进文肩头，用脚掌感受着

盲道的凹凸、竖条、圆圈，缓慢地
向前踱步。

自2007年起，韩进文再也没有
进过电影院。那一年，一场突如其来的

意外夺走了他的视力。
12月 20日，第五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举行“光明影院”公益展映，邀请50余名视障人士和
陪同人员共同“观”影。时隔 16 年，韩进文再次走进影
院。

“前面是左转……”志愿者轻轻扯了下韩进文的衣角，他跟
着指令左转，而后听从引导，直走、左拐、再直走。“电影院还挺大
哈！”他新奇而兴奋，队伍中发出欢快的笑声。

进场了，视障者们摸索着走上台阶，找到各自的座位，将
盲杖放在触手可及的位置上。

灯光暗下，放映机打出的光束穿透漆黑的电影院，音乐
缓缓响起，韩进文低着头，紧闭双眼，享受着四周由七八组音
响共同形成的环绕声。

韩进文曾以为，这辈子不可能再有“到影院里‘看’场电
影”的经历。

当视力消失后，听力成为感知电影唯一的载体。光靠听
对白和背景音乐，韩进文几乎无法理解电影的内容。不够完
善的无障碍设施，也将他隔离在电影院外。

“上一次看电影还是在学校大礼堂。”韩进文坦言，自己
对电影的记忆停留在16年前，那时他还是个喜欢奔跑的少
年，生活中处处充满朝气。

光映在所有人脸上，画面不断流变，讲述者将电影《人生大
事》的故事娓娓道来——“窄窄的窗台上，整齐地码放着许多药
品。窗户下面的墙上，贴满了五颜六色充满稚气的儿童画。小
女孩吴小文和外婆卧在床上，床头手机屏幕亮起，睡在床里侧的
吴小文被吵醒……”

台下，故事情节不断推进，韩进文有时露出笑容，有时眉
头微微皱起，有时则焦急地俯身前倾。他舍不得漏掉影片中
的一字一句。

倚靠着座椅，头微微向上抬起，61岁的黎绍云感觉自己
仿佛置身于电影中的世界，与角色们一起经历着生活的起伏
波折。

1978年，正读高中的黎绍云视网膜脱落，成了一名全盲
者。他曾担心继续生活下去会被人瞧不起，甚至想过轻生，后
来在家人的鼓励下学习盲人按摩，不仅靠着这项手艺养活了
全家，还培养出100多名专业按摩师。

“巨大的烟花随之绽放，一道道绚烂的光束如花瓣般散
开，化作片片星火映在人们眼中。大家抬头望着，光芒照亮
了他们的脸……”电影接近尾声，故事也到达高潮，已经失明
36年的黎绍云不自觉地再次抬起头，仿佛光芒也照在了他的
脸庞。

提示散场的灯光亮起，黎绍云将手扶搭在前面人的肩
膀，笑着走出影院。室外，阳光明亮，洒在他的肩头……

（本报三亚12月20日电）

■ 本报记者 张琬茜
见习记者 余佳琪

台上的刘震云，身着一身蓝黑
色休闲服，放松地坐着。再次来到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这位老友与观

众侃侃而谈。
12月20日，第五届海南

岛国际电影节大师班活动
在三亚举行。知名作家、
编剧刘震云出席该活动，
以“无声的洪流改变有声
的世界”为主题，分享创
作的灵感与心得。

电影和文学
有着何种关系

“文学梦是何时种
下的？”面对主持人抛
出的问题，刘震云幽默
答道：“我们村种过玉
米、小麦、棉花的种
子，但没给我种过文

学的种子。我也没想到，如今能在
贫瘠的土地里种出一些还不错的

‘庄稼’。”
“幽默的段子手”是刘震云的新

标签。作为一名作家、编剧，他“种”
出的文学“庄稼”可不少。

身为作家，刘震云善于描写生
活中的小人物，他用文字勾勒出一
个个真实而鲜活的世界。其作品
《一句顶一万句》曾于 2011 年获得
中国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先后被翻
译成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瑞
典语等20多种语言。

作为编剧，自 1995 年作品《一
地鸡毛》被改编成同名剧集并获得
佳绩后，刘震云的许多小说都被成
功影视化。改编自《温故一九四二》
的电影《一九四二》，先后斩获华表
奖和金鸡奖的优秀改编剧本奖，成
为他在影视行业的又一部代表作。

电影和文学之间有着怎样的关
系？在刘震云看来，那是一种“意象
和具象之间的辩证关系和量子纠
缠”。他打了个比方——小说注重

心理描写，不爱反转，影视却需要反
转，因此从速度上看，电影像跳跃着
往前走的豹子，小说则更像边走边
想事的大象。

“世界上有万千的人揣着万千
的心事往前走，万千的心事就汇成
了洪流。无声的洪流有时候确实能
改变有声的世界，正如无声的文字
能够滋养有声的电影。”刘震云说。

创作是不断求新的过程

从20世纪90年代《故乡天下黄
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
朵》《温故一九四二》等“故乡系列”
小说，到 21 世纪初的《一腔废话》
《手机》《我叫刘跃进》等，再到近十
年来的《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
金莲》，以及最新小说《一日三秋》，
读者能明显感觉到，刘震云的写作
风格在不断变化。

在大师班上，刘震云谈及作家
的写作风格时说：“作者形成自己的
风格，其实是一件非常‘骇人’的事，

这说明作者的写作是在一个系统里
面运行，可能他的能力和才华已经
到达一种极限。”

刘震云用自己的作品，举了一
个幽默的例子。“我曾经写过小说
《一地鸡毛》，有人建议我之后可以
写《一地鸭毛》《一地鹅毛》；写完《我
不是潘金莲》，还可以再写一部《我
不是西门庆》，肯定很顺利。”

刘震云说，如果顺着这个思路
往下写，作者的创作就会像坐滑梯
一样舒服、顺畅。但当写作变得驾
轻就熟时，出来的作品一定不是一
个好的作品，是对自己创作的重
复。重复别人或许是借鉴，但重复
自己就是一种下滑，“如果作者能有
新的创作，可能意味着其认知能力
到达了一个新的阶段。”

交流的最后，刘震云透露，明年
下半年或后年上半年，他可能会出
一本新书。“这本新书肯定和《一句
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不一
样。”他笑着说。

（本报三亚12月2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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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12月20日电（记者李艳玫 张琬
茜）12 月 20 日，第五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期
间，“纪录影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主题论坛
在三亚举行，与会嘉宾通过纪录影像的方式探
讨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崭新的视角进一步探索
纪录影像未来发展的更多可能性。

从辽阔的草原到广袤的沙漠，从茂密的森
林到孤独的冰川，从微观世界到浩瀚宇宙……
作为影像艺术的重要分支，纪录影像用独有的
方式捕捉下这些壮丽的景色和生命的奇迹，带
领观众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感受大自然的
鬼斧神工和生命的独特韵律。

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主任、艺术与传媒
学院教授张同道关注到，21世纪以来，特别是
2015年以来，中国纪录片国际传播取得令人瞩
目的成就。《鸟瞰中国》《运行中国》《智慧中国》
等作品在西方主流媒体播出，获得积极反响。

“然而，中国纪录片还没有创建自己的国际
传播品牌，真正有效的国际传播还需要借助国
际知名品牌。”张同道说，一个品牌就是一个价
值观的联合体，是一个文化的共同体。只有品
牌形成了，才能形成连续传播的价值。

他举例道，如《蓝色星球》《人类星球》，观众
可能只看到是“星球”系列，就知道它是一个有
品质的节目，这就是品牌的力量。中国纪录片想
要“出圈”，就要加强自主品牌节目研发。

对于中国纪录片在国际上如何进行健康有
力的传播，张同道提出，可以从对内和对外两个
方面着手。对内，筹建自主品牌；对外，“借船
出海”，与国际品牌合作，打造中国纪录片国际
传播平台。

在纪录片导演、制片人、哔哩哔哩纪录片高
级顾问朱贤亮看来，“关上门”是不能把纪录片
做好的，要懂得放眼世界，换句话说，要想制作
出优秀的纪录片，就要懂得在学习借鉴基础之
上，做到自主创新。

作家、制片人、EOS FILMS创意总监孙淑
芸通过举例魏克然·钱纳和海南团队、BBC和
央视等联合制作的模式，介绍双方团队的合作
经验。在她看来，这也是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的重要渠道。

纪录片导演、“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中国
记协理事张以庆，谈到思想、思考对拍摄自然类
纪录片的重要性。他认为，拍纪录片甚至比拍
故事片还要具有想象力。自然类纪录片除了需
要耗时间和高技巧，更重要的是如何展现拍摄
背后的思考和拍摄团队的思想。

近年来，华纳兄弟探索集团副总裁、大中华
区和东南亚区总编辑魏克然·钱纳不断尝试将
中国纪录片国际化，让中国故事变成国际故
事。值得一提的是，去年魏克然·钱纳曾参与一
部关于海南热带雨林的影像作品制作。

“作为一个纪录片工作者，我们也正在思
考如何将中国的生态理念蕴含在纪录片的表
达里，让其在对外传播中发挥出更重要的作
用。”海南广播电影电视传媒集团导演、制片
人，海南广播电影电视传媒集团下属子公司
海南电广传媒影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傅进
说。

此外，张同道表示，近年来，随着中国自然纪
录片创作水准的不断提升，有些节目的品质已经
可以比肩世界一流水平，中国纪录片的国际传播
也取得了一定成效。比如，《舌尖上的中国》《人
生一串》等作品在国际上获得不错的传播效果。
他非常欣喜看到这样跨越式的进步。

将眼光聚焦海南，张同道表示，海南岛国际
电影节具备自然生态的特色属性，未来，海南也
将成为中国自然纪录片发展的重要方向，“我相
信它不仅能讲海南的故事，也能讲中国的故事、
人类的故事。”

“纪录影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主题论坛举行

探索纪录影像发展
的更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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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编剧刘震云做客第五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大师班

电影像豹子 文学像大象

■
见
习
记
者

宋
灵
云

本
报
记
者

张
琬
茜

让视障者的需求
被更多人看见

12月20日傍晚，市民游客到三亚市鹿回头风景区游玩，跟着电影“打卡”三亚。

跟着电影 三亚

刘震云做客第五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大师班。
本报记者 王程龙 摄

第五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举办期间，市民游客在三亚市鹿回头风景区观看露天电影。

本组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王程龙 摄

市民游客在鹿回头风景区“打卡”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