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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暗香来》

登顶电视剧网络剧热度榜

  据骨朵热度指数排行榜数据统计，截至10月21
日，《为有暗香来》以64.06的全网热度居电视剧网
络剧热度榜榜首。该剧是由白云默、国浩执导，周
也、王星越、彭楚粤、张逸杰、赵晴领衔主演，徐
帆、李昀锐、陈紫函特别出演，孙怡、彭小苒、杨
旭文、张铭恩、王迅友情出演的古装女性成长疗愈
剧，10月13日已在优酷视频播出。
  该剧改编自长篇言情小说《洗铅华》，讲述了
曾因一念之差犯错的华浅，在对她一片痴心的香药
家主仲溪午的帮助下，一步步改过自新，获得救赎
的故事。历经生死后，华浅大彻大悟并下定决心弥
补前错，她开始重视身边的家人和朋友，不再执拗
于过去与仲夜阑的情感纠葛，成全仲夜阑与牧遥这
对有情人，并致力于让误入歧途的家人们重回正
途，兜兜转转下最终实现了自我与家人朋友的双向
救赎。
  和其他同类题材女主“归来”之后想要的“复
仇”不同，华浅重启人生之后，由此前的“恶毒
女”变成了三观非常正的女主，完成了蝶变和成
长。随着故事的发展，爱在剧中温暖闪现、流露，
让观众不禁感慨，这不仅是一部娱乐作品，更是一
个关于人性与情感探索的故事。

《妙不可言》

问鼎电视综艺热度榜
  据骨朵热度指数排行榜数据统计，截至10月21
日，由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推出，方琼主持，
田亮、刘维、马苏、程成、袁成杰、高晓攀、刘刚
等加盟的一档大型综艺人文类节目《妙不可言》位
列电视综艺热度榜榜首，全网热度50.94。
  该节目旨在探究传统文化之“妙”，领悟非遗
项目之“妙”，揭秘智能科技之“妙”，展示大国
重器之“妙”，选题涵盖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借助
外景拍摄、棚内表演，将其转化成知识性、趣味
性、互动性的公益答题。
  该节目探索融合人文科技与竞答奖励机制，实
现“冷知识”的热传播，并深入挖掘中华五千年文
明宝库，从古典文艺到当代传承，从普通人的日常
生活到大国科技，为观众拓展了知识面。节目热播
期间全面开启客户端App直播、大小屏融媒矩阵互
动传播，撬动多平台传播流量超5.6亿次，这也充
分表明，地方特色非遗技艺、知识科普题材内容备
受视频平台用户关注和喜爱。

国家地理经典影像展

位列展览热销榜榜首
  10月21日，大麦演出榜发布实时数据，《国家
地理经典影像大展》登顶展览热销榜。《国家地
理》杂志自1888年创刊以来一直致力于探索我们所
在的星球和其中的一切。它不仅探索和记录了自然
地理的万千概貌，还定格了野生动物、人文、历
史、社会等珍贵而动人的经典瞬间。
  本次国家地理经典影像展，在以往的基础上进
行了升级，由七大主题板块升级为八大主题板块：
探索发现、大地之美、奥妙生命、勇闯未知、全新
视界、环保之声、《国家地理》的摄影记者们及特
别策划关于中国的展区——— 巍巍华夏——— 发现960
万平方公里土地之壮阔山河，体验中华泱泱大国之
千年文明。
  此次展览呈现了众多享誉全球的纪实摄影殿堂
级作品，170余幅完整版作品囊括了世界文化遗
产、自然奇观、神秘生物、奥妙宇宙、生态环保
等。其中，在位于美国犹他州自然布里吉斯国家天
然纪念物的奥瓦乔姆桥，詹·理查德森拍摄了《黑
夜公园》这幅作品，图片中的璀璨星河让人充满希
望和欣慰。

《年少的你啊》

居巅峰榜飙升榜榜首
  据QQ音乐巅峰榜数据统计，截至10月20日，
由浩然H.R演唱的歌曲《年少的你啊》，位列巅峰
榜飙升榜榜首。歌曲中的主人公年少时有着一颗纯
真、热情、坚定的心，他相信未来有无限可能，并
且勇敢地追逐自己的梦想。歌曲表达了对青春的思
考和迎接未来的坚定决心。在命运浩荡崎岖的路途
上，那些走在前面的人们，回过头，一遍遍地诉说
着：要有最朴素的生活和最远的梦想，愿人人不负
韶华。
  居榜单第二位的是由薛之谦演唱的《遗憾
（Live）》。这首歌呈现于《蒙面唱将猜猜猜第二
季》第六期。薛之谦低沉而有磁性的嗓音很契合这
首歌的曲风和主题。“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
缺”，遗憾是人生的残缺美，被他演绎的别有一番
滋味。
  居榜单第三位的是大张伟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
曲《万物盛开法则》。这首歌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和
律动感，能够带动听者一起欢呼舞动。听到“只要
我不在乎，就没人能够伤害我”，仿佛瞬间就可以
治好当代年轻人的精神内耗，“这个世界美得要
命，一身旧雪掸去，怨不走心”，听完简直不要太
快乐。这首歌的编曲延续了大张伟“玩转音乐”的
有趣风格，惊喜不断，连歌迷都大呼：“真是想到
哪儿编到哪儿。”
  （□记者 田可新 实习生 吴建明 整理）

 
海 的

爱太深，
时间太浅。

  日前，大型
海洋人文纪录电影

《大洋追鱼记》首映式
在济南举行，主创人员代

表与现场观众互动，分享了拍
摄的过程和感悟。

  山东古称“海岱之地”，半岛地区
海岸线长达3345 公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

祥地之一。《大洋追鱼记》这部影片聚焦远
洋，用影像触摸蔚蓝，由山东火龙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摄制出品。
  全片记录了鲁荣远渔 267 、 268 （下称
267、 268 船）金枪鱼延绳钓船的船员，在印度
洋上的生产劳作场景和精神情感世界，展现了
中国远洋渔民的勇气和坚韧的品格，诠释了开
拓进取、挺进深蓝的海洋文化。

追梦的赞歌

  大洋的深处，是一片狂野而未知的湛蓝。
  2019 年12月25日，靖海集团有限公司的两
艘远洋金枪鱼延绳钓渔船即将出航。与以往不
同的是，这次的远洋渔船上，《大洋追鱼记》
拍摄团队跟随他们一起出发，用镜头记录在印
度洋大浪中奋力前行的渔船上的故事。
  在影像或文字资料中，海洋是唯美和浪漫
的代名词。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虽然描
述的是人类与大海搏斗的故事，但也让人充满
了对海洋之美的向往。
  大多数人对海洋的定义是吃海鲜、吹海
风、晒日光浴，但理想和现实差距较大。在一
望无际的大海中航行，远洋船员会面临想家、
晕船、孤独、紧张的劳作等境遇。
  2020 年元旦，来自天南海北的船员，在向
远洋行进的渔船上迎来了新的一年。
  远处传来一阵歌声。“为你我用了半年的
积蓄，漂洋过海地来看你……”原来是船员们
聚在一起听李宗盛的《漂洋过海来看你》这首
歌。有船员说：“在这里根本没有漂洋过海来
看我们的人”。
  想家和孤独是所有船员最先遇到的难题，
267 船厨师文茂树的母亲几个月前刚过世，想
起独自在家的老父亲，他泪流满面。
  谈及家庭，每个人表情都不同，有边笑边
讨论的，有抿着嘴回味的，有蹲在角落抽烟
的，还有默默流泪的……
  除了思念之情，大海上隐藏的危险无时
不在。
  2020 年 1 月 20 日， 267 船的鱼线滑轮出了
故障，钩卡打伤了一名叫拉莫斯的外籍船员，
大家纷纷过来帮忙。
  镜头定格下这样的画面：船员们一边拉
鱼，一边努力将身体向后仰。一个大浪冲上甲
板，海水打在他们脸上。船员们根本腾不出手
去抹眼睛里的海水。他们在甲板上被海水冲
刷、被汗水和血水浸泡。
  白天下饵，晚上起钩，两班轮流，24小时
作业。一天最多能钓到近百条金枪鱼。船员们
不仅没有惧怕风浪，还与风过招，与浪周旋。
这一切是为了什么？
  有一位船员说：“为了让我的老婆和孩子
过得好一些。”另一位船员则兴奋地诉说着，
等这次航程结束，他就和未婚妻结婚。
  影片中，这些鲜活的人物身上所展现的精
神更易触动观众共情、共鸣，多声部的个性化
人物形象和交织性人物群像共同构成了叙事经
纬线，使得影片更具魅力和人气。
  远洋渔民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影片采用
“大主题、微叙事”路径，深入事件现场，贴
近具体人物，讲述有温度的故事，渔民远离故
土、奔赴远洋，在被称作“风暴”的渔汛里捕
鱼；他们的家人面临的则是漫长的等待、默默
的隐忍，《大洋追鱼记》中的渔民只是庞大渔
业群体的缩影。

大洋的呼唤

  金枪鱼拥有水滴体型、新月状的尾巴，是
鱼类中的“马拉松选手”。金枪鱼的一生鲜有
停歇，每年游动的距离可绕地球一圈半。无论
是炎热的赤道，还是寒冷刺骨的极地，它们昼
夜不停地游动，疾驰而过的金枪鱼群，亦是大
洋中的一道美丽风景。
  为了捕获它们，船员们需要比它们更勇
敢、更勤奋，要想拍摄捕获金枪鱼的画面，同
样需要历险。
  金枪鱼生活在大洋深处100-400 米，
为了拍摄到金枪鱼被钓上来的水下过程，
摄制组自制辅助工具，让水下摄像机紧紧
贴住船底。

  困难再多，拍摄不能停。导演井建民的团
队只能想各种办法克服：为防止摄影器材被海
水腐蚀，拍摄时必须把摄像机包裹起来；三脚
架三天两头便需要修理，否则会因为湿度、盐
度太大而拉不动栓。
  金枪鱼延绳钓悬浮于大洋表层，随流漂
移。在金枪鱼的钓船上，无论放钩、收钩都是
在行驶中进行的，船头的风浪会迎面扑来。摄
制组努力拍摄了无数次，最后终于拍到了电影
中非常精彩的水下上鱼场景——— 这也是整部片
子的高潮部分。
  很多场景都是摄影师在近乎眩晕的状态下
拍摄的。井建民介绍：“风浪大的时候，要把
三脚架用绳子固定，将摄影师捆在围栏上，还
需要另外两个人每人拴一根安全绳抱住摄影
师，帮他保持平衡。”
  从捕捞到金枪鱼端上餐桌前的每一道工序
都有细致入微的讲究。影片呈现的金枪鱼处理
过程，不免让人想到日本电视台NHK 纪录片
《难以置信的手》，“我的手，懂得跟金枪鱼
沟通，只有在市场里，靠一双灵活的手工作的
人，才懂得这种沟通方法。”
  《大洋追鱼记》中同样有一双双令人难以
置信的手。 267 船二副张道报在影片中展示了
金枪鱼的处理过程，在风机的吹拂下，金枪鱼
要处理得像“馒头”一般圆润才算成功，否则
卖不上价。据张道报介绍，金枪鱼要历经三道
包冰工序，在他看来处理过的金枪鱼宛如一件
件艺术品，“多好、多美，自己也有一种成就
感”。
  拍摄团队克服海上摄影的种种困难和生
理、心理的不适，历时三个半月圆满完成拍摄
任务后，几经辗转，于2020 年 3 月 9 日回到国
内。《大洋追鱼记》这部影片经过三年多的时
间才最终完成后期的剪辑制作，副导演王震的
手指因为长期剪辑视频至今无法正常弯曲。
  影片充溢着被大海雕刻的、被海浪捶打
的、被海水浸润的情绪基调和情感状态，以丰
富的视听语言和极致的影像书写展现远洋的绝
美风光，亦展现了中国渔民远洋搏斗的悲壮。
摄制团队用摄像机定格了这三个半月的远洋记
忆，他们和船员都收获了属于自己的“金枪
鱼”。

别样的回响

  2 0 2 0年元宵节的晚上，印度洋上起了
台风。
  夜深了，船舱外伸手不见五指，呼啸的海
风夹杂在孤单的马达轰鸣声中，海浪一次次拍
打在甲板上。船舱里的物品因为船摇晃的幅度
太大而东倒西歪，桌椅从房间的一个角落滑过
去，再滑回来……
  风雨过后，阳光给海面镀上了一道道金
边。 267 船船长梁向前统计完数字，吃了一
惊，昨天收获1.8 吨金枪鱼，是出港以来捕捞产
量最高的一天。
  梁向前高兴地拿出相册，指着相片说：
“今天是我女儿的生日，是女儿保佑我今天获
得丰收，我得感谢我的女儿。”在精准的视听
语言表达之下，观众不仅能在心理感受上认识
这个角色，还能感知一份带有遗憾的亲情。
  影片中记录了梁船长的一次“豪赌”，在
转移渔场过程中，他们发现了海猪。梁船长决
定“富贵险中求”，“赌对了就发个小财，赌
错了就全军覆没”。
  运气的天平总是向勇敢者倾斜，随着一条
条体型庞大的金枪鱼被打捞上船，这一天就捕
获了1.5 吨金枪鱼。
  他们认为这里是一块风水宝地，还沉浸在
“赌赢了”的喜悦中。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当他们第二天起钩时，从海里拉上来的却是一
个个鱼头。如果不是因为海猪的围猎，保准又
是一个丰收日。
  借助各种拍摄手段和技巧，影片以壮观的
视觉效果记录了这群“孤胆英雄”，让观众仿
佛跟随电影中的渔民一起经历远洋上的惊涛
骇浪。
  远洋捕捞出海的时间漫长，船员每次回来
后都要休息一段时间，有的厌倦了海上的漂
泊，就不愿意再度出海。井建民介绍：“渔船
上除了几个职业船员外，都是新手，得有一个
学习、熟练的过程。”
  《大洋追鱼记》的美学特征在于用镜头穿
透现实、以影像呈现真实。影片中的渔船总是
孤独地穿过辽阔的海平面，而在渔船上，他们
同舟共济，一种集体
概念慢慢出现，这是
由劳作带来的“共同
体意识”。
  夕阳西下，太
阳在天际的尽头
落下一半，

整个海面被染成金色。或许，并不是时间、海
洋给予回报，而是自然给人所作的努力予以
回报。
  美国纪录片学者比尔·尼科尔斯认为，纪
录片的宗旨在于表现真实的世界，直接观照现
实世界以及真实的人，讲述真实世界里发生的
故事。
  《大洋追鱼记》运用内聚焦视角，轮流采
用多个人的视角对故事进行更为全面的叙述，
多阶段、多角度地表达同一事件。尤其在零聚
焦视角的铺垫下，由大而广的宏观描述转为小
而精的个体叙述，这种方式也为观众带来了一
种别样的海洋回响。
  作为一部人文纪录电影，《大洋追鱼记》
在满足公众“窥视欲”的同时，激发其“好奇
心”，引发公众对渔业群体的多方面思考，这
也是影片最重要的社会价值和意义。

风雨远洋路

  “拍完第一部之后，他说再也不去了，结
果没出一年再次出发奔赴远洋‘作战’，我算
是上了他的‘贼’船了。”王秀玉既是影片的
编剧也是导演井建民的妻子，她开玩笑说。
  2019 年 1 月，井建民第一部远洋题材纪录
电影《大洋深处鱿钓人》上映。时隔 4 年，
2023 年10 月，他的第二部纪录电影《大洋追鱼
记》上映。尽管拍摄纪录片是一件出力不讨好
的事，井建民出于对海洋的热爱以及想要拍摄
海洋纪录片的愿景，正在筹划拍摄第三部，他
计划以故事片的方式讲述中国远洋渔民的
故事。
  井建民力求打破同一表现主题中陈旧的视
听语言，寻求新的表现方式。与《大洋深处鱿
钓人》相比，《大洋追鱼记》的视听语言更为
精准独到、叙事方式更为丰富多样，艺术表现
力也有所提升。
  影片中的一些场景多采用中近景镜头的反
复切换，配合冷暖色调的对比，并以近景或特
写镜头拍摄演员面部表情。以全景镜头平移加
“一镜到底”的方式拍摄，在连续的镜头移动
中让景框始终跟随人物，体现出缓缓流动却不
以人物意志为转移的时间感，整体风格并不煽
情，却在情感宣泄的有意克制中显现出艺术的
感性之美。
  在影片开头，268 船船长杨原波的爱人准
备了丰盛的家宴，为老杨送行。而267 船船长
梁向前的爱人则包了水饺，大老远跑来码头，
送到即将登船出海的老梁手里。当地有句老
话，送亲饺子迎亲面，老梁与船员们分享了热
气腾腾的水饺，他难掩内心的不舍，动情地拥
着爱人说：“特别香，谢谢老婆。”
  真实记录是纪录片固有的内在属性之一，
通过与主题契合的影像技巧赋予影像资料以现
实价值。而与海洋渔业文化相结合，可以使纪
录片在唤醒渔业文化意识、助力渔业文化传承
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
  在影片中，2020 年 1 月14 日，随着又一轮
夕阳沉没在晚霞中，鲁荣远渔267、 268 平稳驶
过“南天门”（赤道）。当夜幕降临，267、
268 船分别举行祭拜龙王仪式，祈求保佑平
安、丰收。
  渔业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在水产品捕
捞的数量和种类，配套加工的质量和效率等全
产业链上皆实现了质的飞跃。但曾经被一代代
老渔民奉为圭臬的渔俗文化却逐渐落寞，很多
新生代渔民不再保留拜龙王等渔俗活动，影片
保留了部分文化场景，通过平拍、俯拍等镜头
的运用，让观众在了解历史发展的同时，更能
体会远洋渔业劳作中的文化韵味。
  《大洋追鱼记》通过解码“蓝色基因”，
将中国独有的海洋文明史和丰厚的资源转变为
海洋文化软实力的银幕形象，以影像为媒介向
各地输出了民族精神及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
为探索和重塑人类与海洋的关系提供了崭新的
可能。
  渔民在历史长河里穿行风雨、逐鱼而动，
山东人淳朴、大气又兼具海洋渔民勇敢、豪爽
的气质品格日渐形成。影片讲述的是中国人的
海洋故事、时代故事和奋斗故事，也表现了中
国人敢想敢做、敢拼敢闯、敢试敢为的海洋
精神。
  在经略海洋、建设海洋强国的时代背景
下，影片对讲好中国海洋故事，传播中国海洋
文化，弘扬中国远洋人勇闯大洋、走向深蓝的
开拓精神，具有很好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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