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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本报讯（记者 赵玥）上海全国
土特产食品有限公司的培丽牌虾籽
酱油、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的精美乐

器、恒源祥的海派绒绣、西泠印社的
朱砂印泥……这些充满回忆和情怀

的上海品牌，正集结在上海大世界
进行一次快闪。从去年举办第一期

大世界海派 IP品牌展起，上海轻工

业的品牌故事在这里延伸，铺开了
新的画卷，展现出了全新的时代面

貌……这次第二期展览将持续到 3

月 20日。

在大世界打造的沉浸式海派空
间里，海派文化、上海制造跨界融

合，以生活场景为线索，重现上世纪

七八十年代老上海的生活细节，同
时打造沉浸式国潮老字号商业街

区，持续邀请知名的上海品牌进驻
特色快闪商店，为观众带来精彩的

品牌故事、经典的情怀展品、创新的
跨界爆款、网红化的打卡装置。

在展出老字号的同时，大世界也

首次推出了属于自己的全新 IP ?
案和部分衍生周边产品，根据大世

界“海派文娱，潮趣非遗”的品牌主
旨，带来让人目不暇接的文创新品。

经历百年岁月的老字号们，正在
积极拥抱新时代的技术，让品牌价值

得到更多消费者认同。通过此次展

览，大世界还将携手各大老字号共同
打造一个“上海制造”展示、创新、资

源孵化的优质平台，让大世界的空间
成为老字号复兴品牌展示与创新的

首发之地，把大世界打造成海派老字
号 IP品牌的创新集散地。

上海老字号再次闪现大世界
第二期海派 IP品牌展正在进行

    三天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
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

蒙古代表团的审议时特别提到，
新中国成立后，内蒙古创造了“齐

心协力建包钢”“三千孤儿入内
蒙”等历史佳话。你可知道，总书

记提到的“三千孤儿入内蒙”，是

三千个“国家的孩子”与“草原母
亲”的一段传奇。

上世纪 50年代末和 60年代
初，一场自然灾害席卷大半个中

国，江南地区出现大批弃婴，无力
抚养孩子的父母们把他们送到上

海的保育院，上海面临巨大的救
助压力，怎么办才好？

2019年 9月 26日，由上影
演员剧团演员刘小锋担任总出品

人、总发行人的《国家孩子》在央
视首播，向世人揭开了这一段尘

封的历史。镜头里，一辆绿皮火车
缓缓驶过茫茫草原和沙漠。“这可

是周恩来总理跟我们自治区乌兰
夫主席定下来的事，由国务院副

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同志操办。
乌兰夫主席说，把这几千南方孤

儿送到内蒙古来吧，内蒙古地方
大，牧民喜欢孩子，会把他们当心

肝宝贝来养。”一段悠长的讲述把
观众带入历史沧桑之中，“从现在

开始，这些孩子就不是孤儿了，他
们是国家的孩子，乌兰夫主席要

求我们，接一个，活一个；活一个，
壮一个。”

    1960 年到 1963

年，内蒙古各地先后
接纳了 3000 多名上

海、江苏、浙江、安徽
的孤儿。其中，共

1800 余名上海孤儿
分批移入内蒙古 11

个盟市、37个旗县的

千余个家庭收养。刘
小锋说，最初的剧本叫

《苍穹下》，他坚持改为
《国家孩子》。“名字的背后体

现了国家的人文关怀，而且，当地

人就管他们叫‘国家孩子’。”
让我们翻看一份当时呼伦贝

尔保育院孩子们的食谱：4―6个
月的婴儿：早 2 时牛奶；6 时牛

奶；10时牛奶；午后 2时牛奶加
菜水或米汤；下午 6时牛奶；晚

10时牛奶。7―12个月的幼儿：早

2时牛奶；6时牛奶；7时 30分牛
奶、馒头；10时 30分牛奶；晚 6

时 30分牛奶粥；晚 10时牛奶。大

班儿童：一日三餐，外加一次早

点、一次水果。
牧民们非常心疼也非常喜欢

这些来自远方的孩子，骑着马、赶

着车从几百里外赶来领养。牧民
们像对待亲生儿女一样精心抚养

他们，使他们个个长大成人。“据

我所知，超过九成半的‘国家孩
子’长大后都留在了内蒙，他们热

爱这片广袤的土地。他们中有工

程师、医生、教师、军官，还有牧
民，他们会骑马会射箭，爱喝酒能

唱歌。”刘小锋说。

    《国家孩子》的故事，就从朝

鲁、通嘎拉嘎、毕若水和阿腾花四
个在同一趟火车上的上海孤儿写

起，讲述了他们半生的命运。而乌
兰其其格则是改变这些孩子命运

的关键人物，她经过培训成为去
上海接“国家孩子”的首批人员，

也开启了这些孤儿在大草原上的

“重生”。剧中熊睿玲饰演的乌兰
其其格原型是被誉为“草原母亲”

的都贵玛。
当“上海孤儿”被送到草原

时，只有 19岁的都贵玛便承担
起照顾 28名孤儿的任务。都贵

玛每天都是从早忙到晚，晚上
是最难熬的时候，一个孩子醒

来哭，其他孩子就跟着闹。如果
有孩子生病了，她就要冒着凛

冽的寒风和被狼群包围的危

险，深夜去几十公里外找医生。

在都贵玛的坚持和精心照顾
下，28名上海孤儿，没有一个因

病致残，更无一人夭折，在那个缺

医少药又经常挨饿的年月，创造
了一个奇迹。

2019年 9月 29日，都贵玛
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

号。都贵玛说，她始终都觉得那
些孩子不但是“国家的孩子”，也

更是“自己的孩子”，从成为他们
额吉（蒙古语母亲的意思）的那

一刻起，自己就成为他们一辈子
的额吉。

    《国家孩子》是刘小锋从一个

民营影视公司“抢救”出来的。“搁
置了 6年，没人敢拍，除了编剧、

导演和我，大家都觉得故事很好，
但拍摄很难。”

蒙古草原被比喻为“白云落
脚的地方”，辽阔壮美，注定没有

办法在影视基地取景拍摄，“内蒙
古太大了，一个乌兰察布市，5.4

?平方公里。最近的场景，每天都
需要八九十公里的往返，有时候

我们凌晨起床发车，开出去 700

公里，可能还没有开出那个县。”

刘小锋说到内蒙古拍摄，是一场
“开荒”，“我们的剧，跨度 50年，

起码每十年得有个变化，房子、环
境、服装、道具，都要有变化，演员

也面临不小的挑战。不同的火车
我们就要准备三组……”

草原上风沙大，剧组添置了

许多帐篷，但常常风一刮就没了。
刘小锋打趣说自己一点也不怀念

那段艰苦的日子：“几乎不怎么睡
觉，就那么人肿脸胖地‘苦熬’了

三个月，但幸好，我和我的兄弟姐
妹们一起把这个事情干成了，我

们在都贵玛老人的故乡，在乌兰
察布市四子王旗拍完了四个‘国

家孩子’的大半生。”

首席记者 孙佳音

感恩
手记记 者

    采访中，刘小锋说了很多次“感

谢”，感谢始终支持他的单位上影集
团， 也感谢为角色甘愿吃苦受累的

演员们，还特地嘱咐要感谢“协拍单
位”上海市文旅局。 “我带着剧组回

到上海拍摄‘回乡’部分，市文旅局
听了‘国家孩子’的故事，几乎无条

件支持我们， 剧组后来把外滩最好

看的景拍了个遍。 ”

最值得说感谢的， 是草原上那

些善良又淳朴的人。 虽然《国家孩

子》的剧本从上海孵化，故事

从上海开始， 作品由上海出

品， 但撑起整个故事的， 是超越地

域、血缘、民族的大爱。 2019 年年
底，刘小锋受邀参加上海团拜春晚，

向大家讲述了《国家孩子》背后的故
事。“我的讲述大概是一个难以称之

为节目的节目。但我想那两分钟，和
整整 40集《国家孩子》所要传达的

是：上海是一座懂得感恩的城市，那

些曾经帮助过上海的内蒙古人民，

我们不会忘记。 ” 孙佳音

“天之苍，地之茫，天地
苍茫有爹娘；走多远，回头望，那
是故乡永生不能忘……”伴着藏族
歌手旦增尼玛悠扬婉转的歌唱，《国家
孩子》最后一集播完，观众在视频网站的
弹幕上动情地写道：“有父母的地方，就是故
乡”“两天看完 40 集，哭得眼睛都肿了”“感谢
这部电视剧让我知道曾经”……

是怎样一个故事，让观众一口气追
完，又舍不得它结束？是怎样一段过往，
值得我们在六十年后重新回味？又是
怎样一群人，带我们回望了那样
一段并不算熟悉的历史？

台前幕后

一段传奇

一群孩子 一个额吉 一次“开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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