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里的灯始终亮在那儿

肯定影片

    面对抗疫英雄和白衣天使们的掌声，影片主

创的感动也溢于言表。博纳影业集团董事长于冬
说：“这部电影就是要让观众看到，疫情期间奋战

在一线的医生是如何扛过那段时间的。电影我已
经看了很多遍，但每次再看一遍还是会流泪，今天

我也想借着这个机会向每一位医务工作者致敬，
你们辛苦了。”导演刘伟强表示：“这部电影真正的

主角是你们，谢谢大家带给我们的感动。”

饰演院长的张涵予坦言是第一次观影，全程
除了感动之外还有紧张和忐忑，因为“看电影的时

候张定宇院长就坐在我身边”。张涵予透露，观影
结束后张定宇对他说“谢谢”，让他瞬间泪崩。“我

们两个有特别的缘分，都是 1963年 12月出生。疫

情期间我看到张定宇院长的事迹，就被他感动到。

电影拍摄前我曾来到武汉，与院长一起相处了三
四天，跟他一起开会、查房，发现他极具湖北人的

个性，他真的是一个接地气、有担当的男子汉，是
一个硬汉。”袁泉也动情地表示：“通过这次拍摄，

更加觉得医生真的是一个神圣的职业。你们经年
累月积累的专业技巧、技能，让你们在千钧一发的

关键时刻做出正确专业的判断，这对于你们来说
是日常，但对每一个病患来说就是天大的事。谢谢

你们为我们拼过命，辛苦了！”
首席记者 孙佳音

    《天工苏作》如同一座非遗“线上展馆”，无形的巧手匠心化为

有形，缔造出一件件绝美艺术作品，而电影将它们一一呈现于大
银幕。但那一天，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忧心玉雕后继无人的传承

人蒋喜老师的哽咽，和兴奋于核雕近些年快速发展的周建民老师
的笑脸。 他们一个数度哽咽， 一个眉开眼笑地告诉大家，“我有

100多个徒弟，遍布全国各地”。 一悲一喜，两种表情，恰是传统手
艺在这个极速变化的现代社会里迥然不同遭遇的最好写照，也侧

面佐证了影片中真实记录的非遗发展现状。

蒋喜的眼泪叫人心疼， 也让人为玉雕未来的
发展心忧。 最打动人心的，或许不是美，而是真。 那些真

实的困难，那些面对困难的勇气，都令人动容。 八百公里以
外，在武汉也有很多人哭了，为了一部即将公映的电影，更为

了那些曾经我们真实经历过的困难，和在抗疫斗争中每一个付出

过努力的中国人。 孙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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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
“英雄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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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首映式上五次掌声雷动
    将于 7 月 9

日全国献映的电影
《中国医生》， 将它

的首次公映放在了“英
雄之城”武汉。昨天，《中国

医生》 在武汉洪山礼堂举
办盛大首映礼，总制片人

于冬，导演刘伟强，领衔主

演张涵予、袁泉、

朱亚文出席首映
礼。 “人民英雄”

国家荣誉称号获得
者、 金银潭医院原

院长张定宇和湖北
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呼吸与重症医学科
主任张继先到现场观

影 ，并与张涵予 、袁泉再度

同台。

观影结束后，现场五次

掌声雷动。 张定宇称电影是
一枚饱含深情的“催泪弹”，

张继先坦言观影过程中“眼
泪没干过”，两位原型人

物更在现场代表
一线抗疫的医务

工 作 者 对 影
片 主 创 表 示

由衷感谢。

    新冠疫情突如其来之际，武汉成为全

国关注的焦点，而焦点的中心地带，就是武
汉金银潭医院。这里是中国抗疫之战最早

打响的地方，也是电影《中国医生》聚焦的
“抗疫主战场”。

昨天，《中国医生》放映结束，随着字幕
和片尾疫情纪录镜头的滚动，现场观众五

次鼓掌致敬：为刘伟强导演及整个制作团
队鼓掌；为角色原型“人民英雄”张定宇鼓

掌；为眼含热泪说“武汉本来就是一个英雄
的城市”的钟南山院士鼓掌；为疫情期间奋

战在一线，以血肉之躯阻击病毒的武汉及

全国医务工作者鼓掌；为“英雄的城市”鼓
掌！经久不息的掌声，让感动的氛围蔓延在

整个洪山礼堂。

电影中，张涵予饰演的张竞予院长，
正是以金银潭医院原院长张定宇为原

型；袁泉饰演的重症医学科主任文婷，原
型之一是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

重症医学科主任、党支部书记张继先。在
映后的主创见面互动中，两位抗疫英雄

表达了对电影的肯定。张定宇说：“电影

里的院长的一些脾气和习惯是我的，但
那些果敢英勇，是凝结了所有医务人员

的特质。谢谢所有主创和摄制单位，为我

们带来这部电影。”张继先表示：“袁泉饰
演的重症医学科主任，应该也是抗疫一

线很多人的缩影。 ”

非遗纪录电影《天工苏作》即将上映

致敬英雄

哭与笑手记记 者

    提起“非遗”，
你会想到什么？提到“苏

作”，你又会想到什么？
将于 7 月 10 日全国上

映的非遗纪录电影《天工苏作》
上周末来到上海点映。宋锦、核雕、

灯彩、明式家具、苏式船点、苏绣、香山

帮建筑营造、缂丝、玉雕……影片从琳琅满目
的苏州手工艺术门类中，撷选了具有典型意

义的九门，并分别以 12位传承人的视角，讲

述了这些“苏作”的前世今生，以及每位传承
人与手艺之间发生的温情故事。

苏作 清丽典雅
2001年，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我国第一个入选

该名录的项目。也是从那时起，“非遗”概念开

始走向大众，渐渐广为人知。截至 2020年 12

月，中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的项目总数达 42项，位居世界第一。
这些“人类非遗”，包括大家熟悉的昆曲、

古琴艺术、雕版印刷、太极拳、珠算、中国书法
等，以及更富地域特色的侗族大歌、新疆维吾

尔木卡姆、蒙古族呼麦……各地的“非遗”各

有其特色，但“苏作”或许是其中最精巧绝伦
的一笔。明清时期，“苏作”被视作民间的“时

尚风向标”，“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
之，俗者则随而俗之”。“苏作”同时受到宫廷

欢迎，故宫博物院馆藏文物中，约有 31.7万件
是明清“苏作”。2014年，苏州成为全球“手工

艺与民间艺术之都”。巧夺天工的手艺，是粉

墙黛瓦、古雅园林与桨声灯影之外，苏州的又
一张明信片。

匠心 坚守不易
放映厅的灯光暗去，匠人的故事徐徐展开。

择一事，终一生———手艺传承人大多以此为信

念，而一生的坚守不仅需要付出时光，守住寂

寞，也带来“代价”。苏州灯彩的历史长达 1500

多年。曾经，灯彩匠人是无边暗夜的光影魔术

师，一手创造了那些“东风夜放花千树”的日子。
然而，灯彩在都市的霓虹间日渐隐形。对

于灯彩匠人而言，寡淡的不仅是生意，为作品
而骄傲的心情似乎也一去不复返。不过，年过

古稀的彩灯大师汪筱文却不服输，他打算复制

“传说中的苏灯典范”———万眼罗灯。为此，他
每天要切割至少 500个光孔，两孔间隙不超过

一毫米。古稀老匠人不再适合这样精细的工
作，可汪筱文仿佛重回热血少年时，他说：“世

界上的灯，说到底只有两种———给人家看的和
给自己看的。给人家的挂在外面，亮了还要灭；

给自己的放在心里，始终亮在那儿。”

未来 传承创新
即使身负“非遗传承人”的光环，手艺人

也绝非高枕无忧。传统手工业正遭受前所未

有的冲击，几乎所有手艺人都面临一个同样
的问题：古老的技艺，要如何适应当代社会？

苏州玉雕代表性传承人蒋喜特地从新疆
飞回上海参加首映礼，他在映后发言时激动落

泪，数度哽咽：“手艺人都有点太感性，抱歉。我
在看电影的时候，泪流了好几次，原因是（思

考）我们的非遗、我们的手工艺怎么办？”蒋喜
先生对非遗传承的热情和使命感打动了全场

观众。“我自己也一直在努力，我们非遗今后的

发展一定是先把自己的根找出来。我们要回头
去看我们中国的玉文化，它的根在哪里？还有

它的理论基础、它的审美……”蒋喜说要把过
去梳理好，才能结合当下的审美进行创新，

“确实很难，但还是要有人踏踏实实地去

做。” 首席记者 孙佳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