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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南昌路296号的ADHub城市

艺术微空间，一块从天花板垂下的“双喜

布”映入眼帘——“布得了”非遗遇见南

昌路崇明手织布艺展今在此亮相。

展览由上海美术学院人文环境研究

联合工作室和上海布布瀛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主办，黄浦区瑞金二路街道与AD

Hub城市艺术微空间承办。不大的展厅

里，浓缩了崇明土布纺织技艺的“前世今

生”。崇明土布又称“家织布”，宽约

40—50厘米，长则达4至9丈不等，共有

482个品种，超过2000种花色。除了用

于结婚庆典的“双喜布”，还有寓意勇敢

团结保卫家园的“城墙布”、象征家中井

井有条的“井字纹”土布，以及表达成双

成对之意的“蝴蝶纹”土布等，这些都是

布布瀛主理人周勤从20年间收藏的30

吨崇明土布中挑选出的最经典纹样。展

厅内，一架小织布机的出现，还为大家提

供了沉浸式体验的机会。“崇明土布从取

出一粒棉籽，到织就一块布匹，一共需要

20多道工序，全部由一个家庭甚至一个

人完成，要耗费大半年的时间。原版的

织布机，其实比一张餐桌还要大，操作也

相当复杂。”周勤介绍。

“我是老上海人，但去一趟崇明还是

很远的，所以对崇明土布我一直是‘只闻

其名’，没有近距离欣赏过，这一回竟在

家门口见到了。”昨天，还在布展期间，家

住南昌路的居民杨曙辉就忍不住来提前

欣赏一番，“没想到土布一点不‘土’，不

输那些国际时尚大牌哇！”杨曙辉的感

受，正是主办方希望通过这场展览带给

人们的体验。非遗不能只被关在博物馆

中、被专家学者研究，它要被普通人看

到、使用和喜爱，才能真正活态传承下

去。周勤说：“这次我们把‘基地’搬到社

区中来，这一个月里，附近居民随时都能

来体验，南昌路上的市民游客也都有机

会‘偶遇’。”展览期间，布布瀛的设计师

们将于每周六面向社区居民举办非遗体

验活动，带大家触摸崇明土布，用土布制

作书签、玩偶等。 本报记者 吴旭颖

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际合作

司主办的首届“华语内容国际传播

论坛”昨日在香港国际影视展期间

举行。《人世间》《三体》《去有风的地

方》（见上图）等电视剧的主创围绕

“以视听为媒，与世界共享中国故

事”的主题，分享了创作经验。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以往海外

传播最好的还是古装剧，比如《长安

十二时辰》《鹤唳华亭》，特别是去年

播的《沉香如屑》，是泰国长视频网

站里到目前为止播放量最高的一部

剧。优酷副总裁谢颖说：“《功勋》播

出的时候，海外也有一个类似国内

豆瓣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的评分

达到了9.0。在那个平台上排名第

二的是《幸福到万家》，中国的现实

主义题材作品得到了越南、加拿大、

日本等地观众的喜爱，这都超出了

我们的预期。”

电视剧《三体》导演杨磊表示，

自己创作《三体》正是按照现实主义

的方式打造的。剧中有大量科技场

所，纳米中心、对撞中心、射电天文

等，剧组跟60多位科学家进行了3个

月的深入研讨。杨磊说：“比如叶文

洁第一次发射天文信号应该是怎样

的画面，书里没有详细的描写，只能

跟科学家讨论，把书里的文字变成

画面。1969年的东北影像资料非常

少，我们看了四五千张照片，花了两

个多月去采风、采景，所有的工作都

是为了把剧拍得写实。”

中国的电视剧不仅可以站在宇

宙的角度审视人性，也善于在我们

日常的生活审视自己的内心。比如

今年的一部田园牧歌式的电视剧

《去有风的地方》，不仅在国内大

火，在海外也很受欢迎。在《去有

风的地方》总监制张灼看来，该剧

用了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和真善美

的表达，这一点是无论在任何的语

言、文化地区都共通的。此外，全

剧为观众带来了东方美学和中国

文化，张灼说：“比如说剧里面呈现

的一些蜡染、木雕，我们在云南经

过很细致走访，再加以呈现。”的确，

全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是共通的。

《人世间》导演李路说：“《人世间》才

拍了一个月，迪士尼就买走了，他们

想通过一个描写改革开放当下中国

人生活点滴的超长集数的电视剧，

把我们的生活、语言、文化、传统推

广给世界。”

论坛上，国家广电总局国际

合作司一级巡视员周继红表示，

加强华语内容国际传播，是提升

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加强中

外文明交流互鉴的热烈呼应。中

国电视艺术委员会秘书长易凯也

认为，要从中国文化富矿中汲取

资源，讲好中国人民的故事，进一

步促进中国电视和网络视听文艺

的百花齐放，为向世界讲好中国故

事打下坚实基础。

本报记者 吴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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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展览“布得了”

由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领衔出品的电影《望道》今日发

布制作特辑，影片中大到建筑环境，小到服化道细节，乃至陈望

道额头前的一缕白发，都经过严格考据、精心设计。无论是演员

形象，还是场景环境，都尽力做到真实还原，以期将观众带入那个

年代当中。

电影从剧本开发起，历经两年多的筹备，背后凝聚的是全体主

创的心血。3月24日，走进影院的观众，将跟随陈望道走进那段充

满热血与激情的信仰年代。

资料里塑群像
电影《望道》自筹备伊始，主创团队搜集海量的相关资料，并走

访《共产党宣言》展示馆、义乌的陈望道故居，更与陈望道之子陈振

新教授、陈望道学生陈光磊教授等多次面对面交流，深入挖掘真实

人物性格和生活细节，用珍贵的一手资料丰富电影中的人物形

象。扮演陈望道的刘烨就表示，这段追寻“望道”足迹的过程十分

珍贵：“感觉就是量变到质变，我觉得越来越能够抓到陈望道先生

身上的一些东西。”

“望道”不仅是一个人的名字，更象征那个年代坚守信仰和真理

的一群人。陈独秀、蔡慕晖、施存统、李汉俊、宣中华、俞秀松……他

们是陈望道的亲友，也是那个年代的“播火者”和“望道者”。电影

《望道》以生动的笔墨描绘了这些先驱，导演侯咏称，自己在阅读资料

的过程中，便深深被这些人物的魅力打动：“他们的生平故事太丰

富、太有意思了。当你深入进去以后，会发觉每个人的生活都是那

么丰富多彩，都是那么吸引人，会特别有兴致去挖掘更多。”

细节中见历史
在充分研究史料的基础上，剧组在场景及服化道方面严格考

据，1:1还原了浙江第一师范教学楼和陈望道的家，通过精心的布

置让观众看到当年的复旦大学教室和新闻馆。在拍摄陈望道翻译

《共产党宣言》这场关键戏份时，为了还原陈望道真实的笔记，剧组

手写了上万字的文件和草稿。片中仅出现短短几秒钟的《共产党宣

言》日译本，也是剧组遍寻数地才找到并复刻还原的。剧组还特意

找来当年同样型号的印刷机器，跟印刷师傅学习如何排版印刷，最

终在影片中完整地展现出当年印刷《共产党宣言》时的一整套流程。

《望道》美术指导李佳表示：“真实的东西、所有细节元素的叠

加能增强场景的氛围感、年代感，能够让演员获得真实感受，帮助

其塑造人物。年代戏，不仅是回忆，更是过往的一份情怀。尤其要

在细节、氛围、质感上下一番功夫，才能做出好的品质。”导演、编

剧、摄影指导、美术指导、服装造型指导、声音指导、剪辑指导……

《望道》的几乎每一位幕后创作者都有过金鸡奖及其他国家级奖项

的获奖或提名，这支幕后战队精益求精，用满腔的诚意打造出一部

充满热血和激情的年代大片。 本报记者 孙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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