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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技 的 迅 猛 发 展
使 V R 、 云 技 术 、 流 媒
体、5G等概念越来越多
地走进人们生活，也为
演艺产业的发展打开了
更多的想象空间。2020
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成
为 文 艺 院 团 、 演 艺 机
构面临的一次大考。对
此，大家沉着应对，自
觉 地 服 从 疫 情 防 控 大
局 ， 及 时 地 调 整 了 创
作、生产和演出模式，
纷纷通过互联网平台线
上复工，以“在线艺术
欣赏”“视频直播”等
形式进行“换挡”。于
是，在这些因素的影响
下 ， “ 云 演 唱 会 ” “
云话剧”“云音乐节”
纷 纷 涌 现 ， “ 云 端 舞
台”获得了前所未有的
发 展 红 利 ， “ 线 上 演
出”成为这一年文艺领
域绕不开的热门词。舞
台艺术原本是一种以现
场演出、亲临体验为核
心，极具仪式感和互动
性的形式。但当现场的
演出被导入线上、导向
虚拟，传统的观演关系
就此消解。所以不少演
出团体对线上直播可能
会此消彼长地侵蚀现场
票房有所顾虑。然而，

当疫情逐渐缓解，线下
演出市场回暖，线上演
出却并未销声匿迹，反
而呈现出某种区别于线
下形式的独特产品特性
和用户吸引力。可以预
见，随着用户需求日益
多元化和分众化，线上
演出将成为演艺行业有
益的补充方式，与线下
更加深度地融合起来，
构成产业链不可缺少的
一环。

( 光 明 日 报 记 者 李
蕾、刘江伟、牛梦笛整
理)

定格战疫英雄的最
美瞬间

作者：柴选(中国摄
影报副总编辑)

3 月 7 日 ， 在 武 汉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
院 附 属 协 和 医 院 肿 瘤
中心的新冠肺炎重症隔
离病房外，援鄂医疗队
员刘凯面对我“疫情结
束后最想做的一件事是
什么”的提问，微笑着
说：“等你摘下口罩，
我想看看你是谁。”

2 月 2 9 日 ， 在 华 中
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
属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
区，一位周姓患者在隔

离 病 房 玻 璃 门 里 侧 坚
强 地 举 起 了 拳 头 ， 当
时 ， 她 正 在 山 东 援 鄂
医 疗 队 员 的 帮 助 下 在
楼 道 里 散 步 ， 这 是 她
入 院 近 一 个 月 后 首 次
下 床 。 这 一 被 中 国 摄
影 家 协 会 主 席 李 舸 隔
着 玻 璃 定 格 的 画 面 及
刊 发 此 照 片 的 报 纸 ，
被 我 们 辗 转 赠 送 给 了
正 在 社 区 封 闭 管 理 中
的牵挂着她的家人。

我 们 摄 影 小 分 队
在 武 汉 经 历 了 不 平 凡
的66天，协调动员各方

力量为各地援鄂医疗队
的4.2万余名医务工作者
拍摄肖像，用富有仪式
感的行动留存壮举，讴
歌英雄。这项主题为“
为 天 使 造 像 ” 的 肖 像
摄影工程，用有名有姓
的医务工作者肖像照片
以及照片背后的动人故
事，折射伟大的中国战
疫，展现新时代的英雄
形象。

我们长时间坚守定
点医院隔离病房外的清
洁区、缓冲区，利用医
务工作者交接班、就餐
或淋浴前的宝贵时机拍
摄，突出抗疫现场感，
留存医务工作者真实的
战疫面容。为拍出逆行
者的“最美”形象，我
们专门购置影室灯、背
景布，因地制宜搭建简
易影棚，用专业追求和
周到服务让医疗队队员
呈现出“最可爱”的一
面。许多摄影师都被医
疗队员亲切地称为“师
傅”。

大家全天候在岗，
根据医疗队员工作节奏
安排拍摄，随时整理资
料 ， 尽 快 完 成 基 础 修
图，每天工作时间经常
超过12小时。为不影响
医疗队员工作休息，每
位拍摄对象的拍摄时间
在一分钟左右，摘下口
罩的瞬间只有十几秒。
我们与医疗队员贴心交
流，让肖像拍摄成为一
种释放和减压方式。

除 了 拍 摄 援 鄂 医
疗队员之外，我们还采
访拍摄了大量医务工作
者，直击重症病房、方
舱 医 院 、 消 杀 现 场 ，
进入基层社区、生产一
线、车站码头、商业街
区等处采访拍摄，为战
疫时期的英雄城市武汉

留下影像史料，为英雄
的武汉人民留下宝贵视
觉记忆。

文艺创作要“眼见
为实”

作者：欧阳黔森(贵
州省文联主席、作协主
席)

　 2 0 1 7 年 ， 我 有
3 0 0 多 天 都 在 遵 义 市 花
茂 村 采 访 ， 采 访 告 一
段落后，我写了报告文
学《花繁叶茂，倾听花
开的声音》，短的首发
在了《光明日报》上，
长的发表在了《人民文
学》上，再后来，根据
这篇报告文学改编的电
视连续剧《花繁叶茂》
今年5月12日在央视综合
频道黄金时间首播。这
部电视剧讲述的是黔北
山区中一个极度贫困的
地方，在实施精准扶贫
之后，从贫困村到小康
村再到“百姓富、生态
美”的富裕村的蝶变故
事。开播一周之后，该
剧就在以年轻人为观看
主体的B站上获得了9.4
的高分，在豆瓣上也得
到了8.0的分数。

由 此 看 出 ， 一 部
电视剧能获得观众的喜
爱，真实可信是第一位
的，尤其是想要写好脱
贫 攻 坚 的 故 事 ， 就 是
要“眼见为实”，千万
不要“道听途说”，坐
在家里想写一部脱贫攻
坚的作品，那是不可能
的事。在花茂村蹲点采
访的过程中，我认识了
许多默默坚守在第一线
的扶贫干部，记得在西
秀区高田村，村支书朱
高学陪着我去看村里的
蔬菜基地，路上遇上了
两拨村民，和他打招呼
的时候都叫他“五皮支

书”，我问他：“五皮
是你的小名？”他不好
意思笑了起来，“不是
的，他们叫着玩的”。
看我还是很好奇，他只
好解释：“这些年，我
们的基层干部，都是硬
着头皮、厚着脸皮、磨
破嘴皮、饿着肚皮、跑
出脚皮去工作，久而久
之，大家就笑我们是‘
五皮干部’。”这个“
五皮书记”谈起工作来
就滔滔不绝，他说，就
拿搞高标准蔬菜基地来
说，最早时大家都习惯
单打独斗，叫他们合伙
搞 蔬 菜 基 地 ， 都 不 愿
意，有些脾气大的还要
骂我们。我说老百姓骂
我们是暂时的，我们要
把骂声当作心声，当作
我们工作的先声，不到
半年的时间他们一定会
把骂声变成笑声，把苦
脸变成笑脸，果然，当
他们尝到了甜头，一切
就变了。有了这些珍贵
的采访体验，我写下这
两句话：在将来，我们
毫无愧色地告诉子孙，
我们参与了脱贫攻坚战
这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
的工程。

截至2019年12月23
日 ， 贵 州 宣 布 全 面 完
成“十三五”时期易地
扶贫搬迁任务，全省累
计 实 施 搬 迁 1 8 8 万 人 。
数字是枯燥且乏味的，
但不得不说，数字又是
最具有说服力的。而在
以上这组数字背后，是
一 个 个 可 歌 可 泣 的 故
事，一张张充满笑意的
脸庞，那是一种发自内
心的笑，我能感受到他
们内心的获得感、幸福
感。这真实体现出了精
准扶贫的伟大成效。

               光明日报

                     我们不断攀登              
               用文艺讴歌时代精神       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