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 文 物 在 库 房 死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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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现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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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二三十年前，单霁翔到欧美博物馆，最

羡慕的就是在展厅里、庭院里，能看到很多

年轻人；今天，他在中国的博物馆、考古遗

址公园，也看到了满院子年轻人在参观、游

览、学习，“打心眼儿里激动”。

中央文史研究馆近日推出“中华文化

大讲堂”，单霁翔作为中央文史研究馆特约

研究员、大讲堂首位专家，开讲第一课“中华

文脉与文化自信”。曾经的“故宫看门人”变身

“中华传统文化看门人”，在接受中青报·中青

网记者专访时，单霁翔说：“文化遗产保护的

一个重要理念是，一定要让公众参与到文化

遗产保护的行动中来。这不是政府的专利，

而是亿万民众共同的事业。每个民众都知道

我是主人，是保护文物的参与者。”

中青报·中青网：过去 长 期 争 论 的 话

题——保护重要还是利用重要，现在达成

共识了吗？

单霁翔：过去我们保护的文化遗址，很

多是远离人们生活的古墓葬、石窟寺、宫殿

遗址等，但今天，有更多的历史街区、乡土

建筑等也进入了保护。我们知道，保护不是

目 的 ，利 用 也 不 是 目 的 ，真 正 的 目 的 是 传

承。过分强调保护，它会束之高阁，远离人

们的生活；如果利用不当，也可能会破坏文

物。正确的保护和利用，为的是传承我们祖

先创造的传统文化，把它完整地交给我们

的子孙后代。

今天的故宫博物院和其他博物馆，已

经通过大量实践证明了这一点。把文物在库

房死看硬守并不是好的保护状态，文物应该

得到修缮，神采奕奕地走进人们的现实生

活。只有这样，文化遗产才有尊严，才能成为

各个城市、各个地区发展的积极力量。

中青报·中青网：如何让大家了解并接

受这个理念？

单霁翔：就像中华文化大讲堂，把文物

保护的理念与公众共享，使其拥有知情权、

参与权、监督权，以及收益权。大家就会知

道，在生活中要悉心保护这些文物，当有人

破坏的时候他就可能挺身而出，这才是一

个良性的文物保护状态。

中青报·中青网：你提到收益权，保护

文化遗产能否带来当下的现实效益？

单霁翔：这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比

如，杭州西湖位于杭州市中心，占据了广阔

的区域，三面云山一面城。西湖在本世纪初

启动申遗，意味着“三面云山”不能再出现任

何一栋损害景观的新建筑，按照杭州的房

价，会有很直接的经济损失。但杭州守住了

这个原则，今天大家去看，无论荡舟西湖还

是漫步苏堤，看不到任何一栋侵入西湖文化

景观的不协调的建筑，这是文化的力量。

但杭州的经济社会发展为此受到负面

影响了吗？没有。在西湖申遗的过程中，杭

州从西湖时代走向了钱塘江时代，在钱塘

江两岸建了新城，G20 峰会把新的杭州城

景观传遍世界各地。这就真正实现了我的

导师的导师——梁思成先生当年的主张，

一座历史性城市要保护老城、建设新城，两

者才能相映成辉——杭州实现了。

中 青 报·中 青 网 ：大 明 宫 国 家 遗 址 公

园，本身就为西安这座城市带来了效益？

单霁翔：西安的大明宫遗址，在盛唐是

中国的政治中心，唐末被烧毁，慢慢沦为一片

荒地。上世纪40年代，黄泛区的老百姓逃荒至

此，没有本钱进城，就在此种地建屋，定居下

来，到了21世纪，已经聚集了10万居民。

大 明 宫 遗 址 早 在 1961 年 就 是 第 一 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10万人住在上面

怎么保护？而且老百姓的生活很艰苦，几户

共用一个水龙头，几十户共用一个洗手间。

2005年，我们修复了大明宫最大的宫殿含元

殿，后来又提出建考古遗址公园。当时引起

特别大的争议——考古遗址能成公园？

我想，考古遗址应该回归人们的社会

生活，在不影响考古，还能促进考古的情况

下，让人们享受中华文化的魅力。遗址公园

启动建设后，最让我感动的是，5 个拆迁办

公室全都被锦旗铺满，更多的是感谢信，人

们发自内心地感谢政府在保护文化遗产的

同时关注了他们的生活。

今天的大明宫遗址已经被列入世界遗

产名录，我认为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的建

设有“五得”而无一失：

首先，遗址得到长治久安的保护，不会

有人再盗掘、再建违章建筑；第二，城市得到

一个充满文化气息的大型公园，给城市的生

态环境提供重要支撑；第三，老百姓得到实

惠，10万居民住在附近空间；第四，遗址周围

迅速成为大明宫商圈，得到很多投资的热

土；第五，中华传统文化得到弘扬，今天人们

可以自豪地说，十三朝古都就在我们脚下。

中青报·中青网：考古遗址公园的模式

得到推广了吗？

单霁翔：现在 150 个考古遗址公园在

全国各地开始铺开，很多已经建成，比如汉

阳陵、隋唐洛阳城、成都的金沙遗址、长沙

的铜官窑遗址⋯⋯都已建成遗址公园对公

众开放。

最让我感动的是良渚古城遗址，那是

五千年中华文明得到实证的地方。我们开

始进行整治的时候，它跟普通的农村环境

一样，杂乱无章。但今天，它成为呈现五千

年文明景观的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无论

是稻田景观还是水城门，奇特的文化景观

都得到了展现。开园以后，每天数以万计，

甚至十万人左右来参观，而且其中百分之

七八十都是年轻人。

保护还是利用文化遗产？

单霁翔：传承才是目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凭借高分爆款剧《最好的我们》《独家

记忆》，青年导演刘畅的名字，与青春校园

剧紧密绑定。

“之前我做了很多青春片，更多的经验

来自我所经历的生活。随着年龄的增长，我

也积累了一些别的东西。”刘畅接受本报

记者专访时说。

正在播出的改编自日本高人气漫画作

品的《棋魂》，是刘畅所作的一次风格异于

以往作品的尝试。

由胡先煦、张超、郝富申等主演的《棋

魂》，在还原日漫原著的基础上，进行本土

化改编，打造了一个既燃情又隽永的故事。

1997 年，小学生时光在爷爷家阁楼发现了

一个古老的棋盘，无意间唤醒了在其中沉

睡千年的灵魂——褚嬴。故事设定褚嬴为

梁武帝时的围棋第一人，爱棋成痴，却遭小

人诬陷作弊，投水自尽。他的灵魂在人间徘

徊，只因尚未追求到围棋的最高境界“神之

一手”。小光和褚嬴约定，帮他完成夙愿。在

此过程中，小光也爱上围棋，热血向前，努

力成为职业棋手。

为了拍好这部剧，创作团队特别聘请了

世界围棋混双冠军作为顾问，从剧本写作阶

段开始全程参与执导。刘畅也在拍摄前特地

去学习如何下围棋。“其实入门很简单，很有

意思。围棋是男生能迅速喜欢上的东西。大

家觉得它门槛高，特别难，其实不是”。

和 他 从 前 执 导 的 爱 情 题 材 相 比 ，《棋

魂》所属的体育竞技题材，明显要冷门、小

众 。刘 畅 担 心 观 众 对 题 材 接 纳 度 的 问 题 ，

“围棋和别的体育竞技一样，又不一样，挺

新鲜，我决定冒险赌一把。”

一直以年轻人为创作轴心，刘畅觉得，年

轻一代人更聪明，更开放，独立思考能力更强。

“但是我认为大家在成长阶段经历的事、经历

的情感都是一样的，没有特别大的变化”。

刘畅说，现在他想明白了，自己真正擅

长创作的是现实主义题材，从人生的“直接

经验”汲取创作灵感和养分。“对这个世界

永远保持好奇，是我积累的源泉”。

中青报·中青网：青春剧还有突破的空

间吗？

刘畅：青春题材已经不太新鲜了，你很

难找到新的角度和切入点，观众对这类剧

的要求也在变高。

日本、韩国、美国等国家做青春题材影

视 剧 更 早 ，他 们 上 世 纪 80 年 代 就 开 始 做

了，现在也照样不停地有新东西出来。所以

我不太考虑突破这个事，只要你想拍的时

候，故事能打动你，人物能打动你，你就认

真去拍，这才是最重要的。市场喜欢的不是

你拍什么，而是你能拍成什么样。

中青报·中青网：决定去拍《棋魂》的动

力是什么？

刘畅：最早看到这个故事，我觉得特别

适合改编。因为《棋魂》和传统印象中的日

漫不太一样，《棋魂》的背景和叙事方式都特

别现实主义，很接地气，故事也很真诚和动

人。另外，我觉得围棋在大家心目中的标签

还有一些正向、可发掘的地方，比如说围棋

代表一种神秘的感觉，某种程度上是高智商

的象征，以及围棋也有传统文化的韵味。

中青报·中青网：观众觉得你很擅长拍

情感细腻的校园故事，你是带着个人经历

体验去创作吗？

刘畅：我上学时本身是一个调皮、不听

话的学生。青春片里所拍的校园故事，都是

我亲眼见过或者是能想象的。我们拍的校

园感情都比较懵懂，“石头缝里长出一些情

感和情愫”，展现当时的学生对这个世界的

看法。

中青报·中青网：《独家记忆》展现一个

宿舍 4 个女生的故事，《棋魂》又刻画了一

群热爱围棋之人的面貌，你是否对群像创

作有点偏好？

刘畅：《独家记忆》 是一种纯群像的

写法，我想展现她们那个人生阶段的横切

面，4 个女生的角色互为映照和参考，能

让更多观众产生共鸣。像 《棋魂》 这么长

的一部戏你光是怼着主角写，自己也烦，

写不出什么新花样来了，多了也会注水，

我 觉 得 刻 画 群 像 是 顺 理 成 章 的 事 。《棋

魂》 比较特殊的一点是，主人公“时光”

经历了从上学、冲段、定段，到成为职业

棋手的几个阶段，每个阶段陪伴在他周围

的人都不一样。

但凡还不错的剧，最后都是展现群像

的，这也是我喜欢的方式。因为一部剧总要

有主角和配角，在我看来，配角的刻画和经

营一定也得认真做好，这样自然就会有群

像感。我很难想象一个剧不是群像。

《棋魂》导演刘畅：

我真正擅长的是现实主义题材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他们在大学宿舍

里“修建”长城。

出生于 1995 年的苏一峻，在网上有个

著名的名字——喵奏，作为“国建”团队长

城项目负责人。几个月前，他成立了一个 8
人“特别行动小组”，从山川河流开始搭起，

“修筑”长城。

小组成员都是 95 后，还有几个是在校

大学生。或者在工作室，或者在宿舍，年轻人

抱着电脑，历时半年，用3067万块像素，一砖

一瓦地在沙盒游戏上还原了位于河北唐山

和承德交界处的喜峰口潘家口段长城。

首先要介绍下“国建”，全名“国家建筑

师&Cthuwork 工 作 室 ”，并 不 是 一 个 真 正

的建筑团队，他们擅长的是在“虚拟世界里

搭积木”，用像素方块实现一个又一个建筑

奇 迹 。比 如 ，之 前 喵 奏 就 和 120 多 个 小 伙

伴，耗时 3 年，在沙盒游戏里用了 1 亿个方

块，造了一个虚拟故宫。他们之前的作品还

有《清明上河图》《微缩清代北京城》等，在

B 站等网络社区收获了一堆膝盖，每个作

品的视频播放量均在百万级以上。

喵奏从高中开始学美术，本想成为一

名 建 筑 设 计 师 ，高 考 失 利 未 能 如 愿 。大 学

时，他偶然发现了沙盒游戏，“这类游戏可

以 盖 房 子 ，满 足 了 我 没 上 成 建 筑 系 的 遗

憾”。谁说建筑只能建在大地上呢？喵奏渐

渐成了“大神级”的虚拟建筑师。

这次是喵奏和小伙伴们第一次“修建”

长城，开工之前有不少小问号：以前的作品

要么金碧辉煌，要么风光旖旎，这次建一段

破旧的城墙，能有什么意思？相比故宫、北

京城、《清明上河图》等都有现成的图纸或

地图，修长城的依据又是什么？

喜峰口长城的名字显然没有八达岭、

山海关那么著名，但它历经 500 多年，由戚

继光督建而成，位于蓟镇长城中最重要、最

精粹的位置。这里还发生过著名的“宽城阻

击战”：国民革命军 29 军宋哲元率部在此

阻击日军，以长城为掩护，与日军展开三天

三夜的殊死搏斗。从 2016 年开始，中国文

物保护基金会通过腾讯公益平台发起“保

护长城加我一个”全民公募项目，这是中国

国内首个利用社会力量和社会资金用于长

城文物本体保护维修的一个公募项目，喜

峰口长城即在第一批项目名单上。

喵奏拿到手的关于喜峰口潘家口段长

城的资料都是“新鲜出炉”的。“参考资料主

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在修复过程中，专家遥

感测绘的精确数据，基本是一个平面图纸；

二 是 现 场 拍 摄 的 照 片 、视 频 或 者 实 景

VR。”喵奏说，“难点主要在于对数据和资

料 的 理 解、转 化 与 细 化 ，先 搭 建 好 整 体 布

局，再做具体施工。”

中国现存长城并非都像八达岭慕田峪

景区那样宏伟磅礴，绝大部分是年久失修

的古长城。修缮某一段长城，可以为更多古

长城的保护留下修缮经验和标杆工程，但

这还远远不够。可以这么说，这群年轻人的

“修建”过程和现实中的修缮工程，是同步

进行的。当现实和虚拟的两段长城，在同一

个时间点横空出世时，长城保护原来可以

和普通的年轻人这么近。

“这一次‘修建’长城，实际上是通过数

字化手段化繁为简，让更多年轻人可以了

解长城的风貌，也可以亲手参与到保护长

城的行列中来，不修长城非好汉。”喵奏说。

2002 年 ，7 岁的喵奏第一次到北京旅

游，八达岭长城是必游之地，“当时年纪很

小，只觉得长城威武雄壮”。后来，他又去了

箭扣长城，才知道原来长城并不只有一种

模样。在这次“修建”喜峰口潘家口段长城

的过程中，团队最终呈现的将是长城修缮

完成后“修旧如旧”的模样。

尽管只是在虚拟世界里“修建”长城，

但喵奏发现了各种神奇的新体验，“比如，

现 实 中 我 们 只 能 走 在 长 城 上 或 者 远 观 长

城，但在虚拟世界里，我们可以上蹿下跳，

从各种角度去看长城，比如，紧挨着城墙脚

下，感受那种一夫当关的气势”。

有时候“施工”累了，他和小伙伴们会

分成两队，模拟体验长城内外的攻防战斗。

当然，前提是，先按“保存”键。年轻人在虚

拟世界里筑成的长城永远不会倒，如果有

这样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接过长城保护的

接力棒，大地上的长城也就有了永远存续

的可能。

他们在大学宿舍里“修建”长城

□ 林 蔚

疫情给很多行业按下了暂停键，影视

业就是其中之一。但创作者的灵感并没有

被病毒禁锢，相反我们看到了不少特殊时

期 独 有 的 大 胆 尝 试 ，比 如《爱 在 新 冠 蔓 延

时》（《Love in the Time of Corona》）。由

Freeform 推出的这部迷你剧共 4集，通过 4个

互相交叉的故事，探索隔离时期人们对情感

的需求和对生活的重新审视。因为条件限

制，该剧采用隔空录制的方式，而剧中的两

对夫妻主角在现实中亦是夫妻，为剧集增加

了不少话题性。

一开场就令观众莞尔：这不就是大家

曾经或现在的日常吗？丈夫詹姆斯强烈要

求出门购物，妻子萨德只好千叮万嘱，保持

距离、戴好手套、别摸脸；詹姆斯终于凯旋

而归了，不出意料的，即便妻子写好了购物

单，但粗心的丈夫总会漏掉几样。中年商

务男保罗在家开视频会，上身衣冠楚楚下

身沙滩裤；而他的大学生女儿正和男友视

频讨论网课无聊，以及是否该让年轻人外

出推动经济。百无聊赖的合租室友艾拉和

奥斯卡在做什么呢？和所有隔离期的年轻

人一样，用社交软件找网友聊天，拍抖音

类视频。

生活当然不是仅仅这般风轻云淡。再

看下去，原来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詹姆

斯常年在外忙工作，回家长居才发现，自己

错过了孩子的很多成长和变化，而是否要

二胎也成为他和妻子的一个感情考验。保

罗虽然居家隔离，但其实和妻子萨拉已经

分居，面对返家又刚和男友分手的女儿，夫

妻俩犹豫是否该告知其真实状况。年迈的

查尔斯住进了护理院，妻子纳达虽然每天

都能与他视频聊天，但患上老年痴呆的纳

达开始忘记很多事情，而此时，与父亲不和

的大儿子因疫情失业又搬回家来了。至于

艾拉和奥斯卡，朝夕相对的同居生活让他

们重新审视相互关系，到底是朋友还是恋

人，又或者朋友以上恋人未满？

温情是观众喜欢这部电视剧的主要理

由。感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不止爱情，还

有亲情和友情。剧中人在非常时期重新审

视自己和身边人的关系，令观众感同身受。

因为很多人在这大半年里也放慢了工作节

奏，增加了人际交流，生活或多或少都出现

了变化。

有的人像詹姆斯和萨德，平日各自为

工作生活奔忙，总唠叨着“如果生活慢下来

的话⋯⋯”，然而当生活真正慢下来时，他

们发现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法宝，感情的

磨合最终还是要靠双方坦诚的沟通和相互

的理解来完成。

不乏保罗和萨拉这样的夫妻，或者艾

拉和奥斯卡这样的异性好友。生活的突变

和对未来的不安容易让人选择抱团。他们

忽视曾经的伤口或者不和谐，努力尝试开

启新关系。然而虚幻的想像终究还是要褪

去，生活又回到原点。失败未必不好。尝试

过了，找到更适合的相处方式，才能让感情

更持久也更温暖。

纳达一家最容易让观众产生共鸣，逐

渐丧失记忆的老伴儿，和父母疏离的孩子。

生活琐碎如一地鸡毛，但始终还是要面对

一切走下去。所幸误解可以由沟通来消除，

疏离可以由亲情来弥补。《爱》剧的结尾是

纳达和查尔斯庆祝金婚。精心策划的派对

取消了，但所有人都来到了护理院，向窗前

的查尔斯挥手祝福。

有评论认为，这部剧太过平淡，甚至老

套。就像奥斯卡的网友为他设计的惊喜一

样 ，飞 艇 拖 着 大 大 的 横 幅 从 天 上 飘 过 ：

You can't quarantine Love(爱是无法隔离

的)，看起来更像一个天真的童话。“没有过

多触及疫情对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只是

一部小品剧”。

不可否认，从剧本到摄制，《爱》都是多

有瑕疵的。它不深刻，也没有过多内涵，只

重点着墨于普通人的平淡生活，讲述温馨

家庭和暖人爱情的力量。但在这么艰难的

时候，在体验了那么多担忧和恐慌的非常

时期，我们太需要这样一部温暖治愈的电

视剧，给平凡的生活一点力量和希望。

爱

，在新冠蔓延时

□ 李 察

大学三年级时，我曾在一家很知名的

韩 国 企 业 实 习 。面 试 到 最 后 ，韩 方 负 责 人

看 似 随 意 地 问 了 我 一 个 问 题 ：“你 成 绩 怎

么样？在班里第几？”那一年我在班里排第

二，自觉成绩拿得出手，于是坦然作答。结

果 ，几 个 韩 国 考 官 听 后表情微妙，其中一

个人半开玩笑地转头对其他人说了一句：

“为什么我们公司招到的总是第二呢？”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 10 年有余，我当时

也拿到了实习机会，但那句话我一直都记

得 。那 一 刻 那 种 自 觉 受 辱 ， 说 不 清 是 尴

尬、羞愧还是委屈的感觉，在看韩国电影

《4 等》时又重新浮上我的心头。

4 等即是韩语中“第四名”的意思。11
岁的男孩俊浩练习游泳两年，参加比赛无

数，从未得过奖牌。他的妈妈为了培养他，

殚精竭虑，穷尽心思，付出了全部心血。但

上天就像和他们开玩笑一样，每一次比赛，

俊浩都不多不少，止步于第四名。不甘心的

妈妈想方设法，低声下气四处托关系，请动

了据说能培养出第一名的金教练来负责俊

浩的训练。而金教练的秘诀就是“棍棒下面

出成绩”。带着一身伤痕，俊浩终于实现了突

破，取得了第二名，但也因此决定退出训练。

伤心失望的妈妈转而去培养俊浩的弟弟，

而俊浩则独自站到了游泳比赛的赛场上。

对专业运动员而言，第四名可能确实

是个有点遗憾的成绩。它意味着你在某个

运动项目上具备相当实力和一定潜能，但

又没有优秀到能够站上领奖台，接受众人

的注目和欢呼。你会觉得也许再努努力就能

触及最高荣誉，但也很可能就此发现，触到的

是个人能力的天花板。其实又何止是第四名？

当俊浩终于获得第二名，看台上的妈妈激动

地跳了起来。让她欢呼雀跃的不是“终于拿到

第二名”，而是“差一点拿到第一名”。是的，

在竞技体育的赛场上，备受瞩目的焦点只

有第一名。不要说第四名，就是第二、第三

名，在众人眼中也不过是冠军身后的背板。

NBA 巨星科比就曾一语道出真谛，和第一

名相比，“第二名不过是头号输家”。

第一的光环令人目眩。“得第一是什么

感觉？”俊浩曾如此向前辈发问，后来也终

于被后辈如此追问。问出这个问题时，他们

的脸上都写满了痴迷与渴望。获胜后的俊

浩在更衣室的拖把前驻足久久凝视。金教

练曾为了督促他训练，动辄抡起拖把狠狠

打向他。电影《4 等》讲述的其实是两个游

泳少年的故事——曾经总是得第一的少年

金教练和当下总是得第四的少年俊浩。金

教 练 少 时 天 资 过 人 ，是 泳 坛 新 星、教 练 宠

儿。他违反集训规定，抽烟喝酒，夜不归宿，

却从未受罚，因为总能拿第一。后因沉迷赌

博，大赛在即不肯归队，被总教练体罚，愤

而离队，体育之路断送，从此消沉度日。“在

你想逃跑时，抓住你、打你的人，才是真正

对你好。我因为经历过所以知道。”每次动

完手，他都会如此语重心长地对俊浩说。

一边是无论怎样都要得第一，即便动

用暴力也在所不惜；一边是得了第一无论

怎样都可以，就算品行有亏也只是“瑕不掩

瑜 ”。电 影《4 等》就 这 样 把 韩 国 的 精 英 运

动、英才教育，乃至整个社会价值观扭曲的

一面揭示给我们。但这当然不只是韩国独

有的问题，日本记者斋藤茂男在其代表作

《日本世相》系列中也曾描述过类似情况。

他认为：当社会主流价值观是单一的，人们

普遍认为毕业于名牌大学、进入世界名企、

有经济实力的那些人，是出类拔萃的人，是

更有价值的人，于是执着于追求那些给别

人看的外在价值，造成了 20 世纪 80 年代日

本社会一片浮华背后，国民沦为“颠沛流离

的时代囚徒”，出现了各种严重的生理心理

问题。而对于当下很多把“内卷”挂在嘴边、

疯狂“鸡娃”的中国家长来说，这大概也是

需要始终保持清醒认识，在育儿过程中时

刻自我审视、自我警醒的。

电 影《4 等》有 一 个 十 分 理 想 化 的 结

局。俊浩逃离了母亲的注视和教练的棍棒，

偷偷去享受他所热爱的游泳。笔直的泳道

线在他的眼里盘旋成宇宙飞船的模样，阳

光透过其中映到泳池底，令他忍不住伸手

想要触摸，从中获取力量。俊浩最终独自在

比赛中赢得了第一。在豆瓣电影评论区，仍

有观众在苦苦追问：没有了家长激励、教练

引领，“千年老四”俊浩真的能得第一吗？

对于这个问题，影片结尾那个令人印

象深刻的广角镜头可以作答。在激烈的比

赛中，一直俯拍的镜头突然一转，改从深水

底向上仰拍：碧蓝的水里，泳道线只浅浅浮

在水面最表层，水中，8 个少年正在以各异

的泳姿，各自拼尽全力向终点冲击。

也许有一天，我们能达成共识：得不得

第一并不真的那么重要。因为生命的意义

不在于竞技，而人生也不是赛场。

《4 等》：人生不是一场竞赛

“ 围 棋 和 别 的 体 育 竞 技 一
样，又不一样，挺新鲜，我决定
冒险赌一把。”

和 第 一 名 相 比 ，“ 第 二 名
不过是头号输家”。

在这么艰难的时候，在体
验了那么多担忧和恐慌的非常
时期，我们太需要这样一部温
暖治愈的电视剧，给平凡的生
活一点力量和希望。

8 个 95 后 年 轻 人 用
3067 万块像素砖筑长城。

单霁翔

剧

列

人 物

影 单

刘 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