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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老人，家庭内部、社区、养老机构和法律与制度应该各自承

担怎样的责任，都需要在反复实践中逐渐摸索。

只有凝视了才能看见，看见了才能理解，理解才能达成共识。

这个片子很重要的价值就在于花时间去“凝视”老人。至于解

决的答案到底是什么，周全认为，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前

浪》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尾”。

融入

决定拍摄老年人群的纪录片后，范士广团队寻找了三四十

个选题切口做调研测试。《不老爱神》是最早确定要拍摄的主

题之一，毕竟要讲述老年人的生活，“爱情”显然是绕不开的

永恒话题。

而要拍老年人的爱情，宜家相亲角是最佳的场所。毕竟，

在全球 29 个国家和地区的 355 个宜家商场中，上海徐汇店是唯

一拥有老年相亲角的特例。自 2007 年起，宜家因免费咖啡和空

调，吸引了很多老人从人民公园转战至此，几度尝试限制无果后，

宜家便默许了这个小生态的存在。

只不过，想要沉浸式地跟拍，主创团队必须在前期花费更

多时间与精力去融入老年群体。

范士广告诉记者，第一次去宜家的时候，他也很害怕，“一

个人去绝对是需要勇气的”。他说，宜家餐厅的老年相亲角是

个很难融入的环境，他和分集导演、摄像这几张年轻的面孔一

走进那个区域，老头、老太的目光就齐刷刷地盯过来了，甚至

有人直接问：“你们是来干什么的？”几个年轻人只能硬着头

皮跟他们尬聊。

甚至有一次，一个喝了大半瓶伏特加的胖老头窜出来掐住了

摄像师的脖子，把摄像的耳机也砸碎了，最后只能报警。警察苦

口婆心劝他们消消气，也就不了了之了。从派出所走出来，三个

人都很落寞，天下着雨，三个人去吃了个兰州拉面，就回去了。

但分集导演陈子芃和同事没有放弃，他们花了三个月，每

周去宜家打卡“上班”，老人去，他们就去，老人们私下的聚餐、

旅游也都跟着。最后，老人们习惯了他们的存在，哪天要是没

出现，有老人还会问：“电视台今天来不来啊？”

“这个时候就觉得和老人处得应该是到位了。”范士广表示，

主创们只能是耗时间，一次又一次与对方接触、建立信任，“不

能觉得就是去工作的，只能靠长久的陪伴让别人适应了你的存

在，才能拍到最真实的生活”。

《明天会更好》拍摄“95 岁老人考驾照”的故事时，团队

遇到的阻碍也不少。从第一次拍摄到这集播出这天，整整600天。

分集导演徐亦泠这样形容这段时光：“一个团队里年龄最小的

00后青年，很幸运地拥有了人生中第一次做纪录片分集的机会，

遇到了《前浪》拍摄对象中年龄最长的老人。我们都姓徐，都属龙，

年龄相差 6 轮，72 岁。纪录片的拍摄也由此开始。”

2020 年 11 月 20 日，公安部取消申请小型汽车驾驶证 70

周岁的年龄上限。“高龄学车潮”应声而至，2022 年 95 岁的

徐纬便是其中年龄最大的一员。当徐亦泠好不容易与驾校、教练、

交警队等等做好前期沟通，老人的女儿却怎么也不同意导演进

入家里拍摄，有次直接把拍摄的机器装备全都扔了出去，再嘭

地把门一关。

直到有一次徐爷爷家的煤气灶坏了，老人找不到人来修，

就打了个电话给徐亦泠。她立马在网上预约了维修人员上门，

自己也同时赶到了徐纬家。

“第一次以工作外的身份进到了爷爷奶奶家。你会发现老

人在很多地方已经跟这个时代脱节，在生活中也会有可能需要

你帮助的地方。”徐亦泠回忆道，有时候徐纬会喊她去外面一

起吃早饭，有时会让她陪自己和老伴陈芝蓉出去走走。就这样，

徐亦泠不断上门，慢慢地，老人的女儿也就接纳了。

还有《爱人》和《顺水行舟》的导演金翔原本想拍摄的是关

于“老年抑郁症”的故事，为此他跟摄像在开拍前的两个月，每

周二、周三上午轮番前往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老年科诊室“坐班”。

但最终呈现出来的这两集故事，都不是讲述“老年痴呆”患者的

典型故事。“像《顺水行舟》里的王敏华阿姨都把我们金翔当作

亲人了。”范士广总结道，“主创团队能做的只是付出自己的真

心，告诉人家我们也不是瞎搞，最后会怎么样也还要看缘分。”

95岁的徐纬在驾校休息时还不忘练习开车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