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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荧屏热播的国安题材电视剧《于无声处》引起
专家关注。在近日举行的研讨会上，有关专家围绕该剧的
叙事方式等进行了交流，并给予该剧较高评价。

《于无声处》以20世纪80年代我国核潜艇研发为背
景，诠释了国安人员对国家的忠贞和对理想信念的坚守。

文艺评论家李准指出，《于无声处》力图通过真实的、
生活化的叙事，着力还原国安工作人员的生活方式和工
作状态，极大地增加了该剧的亲
切感、真实感。还有专家认为，该
剧用平民化视角来讲述国安人
员的工作风险、信念和信仰，可
以说在艺术创作上进行了拓展和
尝试。 （据新华社）

（扫描右侧二维码可观看电
视剧《于无声处》视频介绍）

《于无声处》获高度评价

“海峡潮平潭印月，美丽的梦想伴月圆”，歌词既描绘
了月光下的福建省第一大岛平潭岛风平浪静的画面，也抒
发了两岸同胞共建家园、共圆梦想的真挚情感。（夕夕）

本报讯 近日，“大道同行”赵东军、林少杰、王文东、
张国亮中国画作品展在政和路与广利街交叉口东侧路北
的市艺术研究院开展。该展览由省美术家协会、省花鸟
画研究会、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市艺术研究院承办，
将持续至19日，您可免费观展。

赵东军、林少杰、王文东、张国亮同为省花鸟画研究
会副会长，均潜心研究花鸟画创作数十年，但画风各不相
同。赵东军讲究笔墨用线的抒情性和韵律感，追求画面
均衡和谐，还把花鸟画与山水画巧妙结合；林少杰作品深
沉严谨，又不乏漫不经心的妙笔，个性流露笔端；王文东
擅长大写意创作，手法既自然流畅又夸张率真；张国亮集
诗、书、画于一身，博采众长，自成一家。此次展出四人近
期的花鸟画佳作80余幅。 （郭宁康）

“大道同行”画展开展

提到国内的电影市场，“热闹”也许
是人们对它的第一印象，各种浪潮、话
题、不同类型的影片和新鲜面孔不断涌
现。日前，在北京举办的一场电影论坛
上，几位“新面孔”导演表示，身处电影
市场繁荣发展的大环境中，可以任凭艺
术个性“野蛮生长”，无需再被贴上各种
标签。

是抓艺术，向大师看齐；还是抓商
业，迎合市场？几位新导演表示，虽然他
们走上导演之路都是源于热爱电影的初
心，大师们是“引路人”，但对他们而言，
已不存在这种二元区分。

即将上映的电影《少女哪吒》的导演

李霄峰说，自己写过影评，做过电影宣
传、海外发行、编剧等多种工作，“我热爱
的影片里既有文艺片，也有商业片，它们
都曾对我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所以对于
电影我不喜欢做商业或艺术之分，只有
喜不喜欢”。

《少年班》的导演肖洋也认为这种二
元对立不合适。肖洋说：“《非诚勿扰》究
竟是商业片还是文艺片？从类型来看其
实是个文艺片，就是两个人的爱情故事，
节奏缓慢。但它用了巨星，票房好，又有
商业因素。对此，只能说它是观众喜欢的
片子。”

作为业内知名的电影剪辑师，肖洋

转行做导演的处女作《少年班》就是在讲
述自己的故事，虽有明星客串演出，但最
终还是根据实际效果删掉了。

黄斌导演的《何以笙箫默》在票房上
大获成功，却也承受了口碑上的负面评
价。他坦言自己是产品经理式导演，最大
的考量是电影不能赔钱，为此，他放弃了
在影片中像肖洋那样“呈现自己”。“这部
电影走的是商业定制之路，里面没有我
自己的影子，完全按照商业逻辑来拍。”
黄斌说。

除了拒绝艺术与商业之分，新导演
们也拒绝诸如“第 N 代”“影展导演”等
标签化定位。忻钰坤带着他的处女作

《心迷宫》参加了不少影展，对于新人导
演来说这无疑是一种荣誉，但后来这成
了他的烦恼。“我害怕大家说我是个影
展导演。”他表示，新导演最怕被定位，
不论是做文艺片还是商业片，都要有责
任感，多拍留住文化底蕴的作品，让电
影业更健康发展。

“以前有‘第几代’导演的说法，现在
则不再有这样的标签。”李霄峰的话也
引来影评人木卫二的共鸣。木卫二认
为，处女作并不代表新导演日后的走
向，在这个“个性野蛮生长的时代”，新
导演们拒绝标签，拒绝断代，可以更加自
由地成长。 （据新华社）

影坛新导演：请不要给我们贴标签

《海峡月光曲》

需要文化自觉
马拉松赛、赛马、摩

托艇赛、广场舞赛……
随着去年国务院《关于
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
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
的出台，我国民间办赛
的限制被放开，各式各
样的民间体育赛事火热
展开，这对我国群众体
育发展来说无疑是一件
大好事。然而，这些体
育赛事因“大把烧钱”和

“审美疲劳”同样成为社
会焦点。地方办赛“一
阵风”，群众满足于消
遣、观看而不参与，这是
一些地方如今在民间赛
事和全民健身方面遇到
的尴尬局面。

要说现在各地对于办赛的热情，
不可谓不高。英国权威体育营销研究
机构SPORTCAL公布的一项研究结
果显示，中国已成为全球举办体育赛
事数量最多的国家。

据我国田径协会统计，仅去年，国
内就有30个城市共举办了31场国际
马拉松比赛。这么多马拉松比赛中，
得到老百姓认可的有多少呢？从各地
城市马拉松赛报名人数统计来看，情
况并不乐观。

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恐怕与一
些民间赛事对于“赛”层面的强调过多
有关，过于强调赛事的商业利益，强调
以民间赛事来代替全民健身，吸引眼
球、赚取政绩。由于缺乏对体育运动
本身的理性认知，这些赛事往往缺乏
文化内涵，而这种文化内涵往往意味
着对体育本身应该蕴含的、促使人们
正确认识自我和发展自我的文化因素
的高度重视。如果赛事本身缺乏对它
的挖掘，久而久之，“观众”就可能失去
对运动本身的兴趣。

那么，这种文化内涵应该如
何体现呢？最主要的是要让群
众体会到参与的乐趣，成为赛事
的主人。以湖南汨罗龙舟赛为
例，赛事在保留龙舟建造、上红、
抢红、乡土韵味浓郁的“辞端阳”

（村中女子出嫁后于端午节回娘
家）等仪式的同时，去掉了因竞
渡而可能发生打斗、使民众参与
度降低的习俗，从而成为一个全
村老少都能参与、其乐融融的文
化盛会。

民间赛事缺少文化因素

另一个情况是，对于各个城市举办
的赛事，很多人总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
来参与，即便是参加了如马拉松、球类等
比赛，也只是将这些体育活动看作一种
运动、一种提高体能的方式而已，并未将
之当作怡情养志、开发智力的运动文
化。数据显示，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
的人不足30%，这应该值得警惕。

其中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人们对体育
的传统认知和文化观念出了偏差。要回答
这个问题，则要回到哲学的基本命题上来。

在西方，即便是古代奥林匹克竞技会，
在兴起之初也并非只是侧重于“赛”，人们
在欣赏铁饼、标枪等竞技之外，更通过参与
各式游戏、运动，收获“身心和谐发展”，塑

造完美人格。因为在他们看来，灵与肉是
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体育活动既是为了
培育人健康而美丽的体魄，也是为了培育
人健全的心智与高尚的灵魂。

不仅西方如此，在我国传统文化中，
各类体育健身活动对个人养生的积极作
用同样得到强调，并由此上升为“天人合
一”等哲学思想。最明显的例子是八段
锦、太极拳等均强调形神兼备，主张以心
会意，以意调气，以气促形，以形合神，达
到“心灵交通”的目的。

可见，正是因为大家囿于各种现实
原因没能参与到各种运动中来，很多人
逐渐丧失了这种基于体育运动而产生的
对传统文化和哲学的认知。

公众对运动应有文化认知

所谓文化自觉，借用中国著名社会
学家费孝通先生的观点，是指生活在一

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
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
充分的认识。应该说，如果能够借
用民间赛事催生人们对体育活动
的文化自觉，对我国全民健身运
动的开展意义重大。

在这方面，民间赛事可以
通过更高的亲民性来丰富自
身的文化内涵，从而提高赛事
本身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价
值。像城市马拉松赛这样的
赛事，不应该只是“跑友”的聚
会，更应该是一个体育活动的
嘉年华，是城市文化、城市精

神的一个缩影，以更强的亲和力，让市
民参与。

另一方面，赛事文化的普及和浸润
同样能够教育和培养公众对体育的文
化自觉。了解、参与、体验体育运动的
过程，就是公众完成对体育认知的过
程。例如在各地火热开展的广场舞及
其比赛，其中很大的原因就在于这种活
动表现出的狂欢特质。这种深刻的过
程正是人们在参与体育中所实现的自
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

总之，民间赛事只有提高文化内
涵，才能走进群众心灵深处，让群众有
参与的文化自觉，也只有这样的赛事，
才能办得长、走得远。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利用赛事催生文化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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