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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有泪不能轻弹，也都来不及擦干，哪

怕是一去不还，也不负每个期盼⋯⋯谢谢

你扛住苦难，换回这花开春还。”2020 年开

场，所有人都对武汉说着“冬去春还”的祝

愿。一年后，我们又在一部电影里，回望那

时一座城市的记忆。

《中国医生》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

争的真实事件改编，以武汉市金银潭医院

为核心故事背景，同时兼顾武汉同济医院、

武汉市肺科医院、武汉协和医院、武汉大学

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火神山医院、

各方舱医院等兄弟单位。

这部电影的角色原型你一定认识。张涵

予饰演的张竞予院长，角色原型是金银潭医

院原院长张定宇；袁泉饰演的重症医学科主

任文婷，其原型之一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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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亚文饰演的广东援鄂医疗队医生陶

峻，角色原型是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桑岭⋯⋯

看完《中国医生》首映，张定宇形容，这

部电影是一枚饱含深情的“催泪弹”。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

著名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在观影过程中多

次流泪。他说：“最强烈的感觉是《中国医生》这

部电影没有任何掩饰，非常真实地还原了在

武汉早期的情况，我们遇到的困难、床位的紧

张和病人的情绪，我感受到非常真实。”

接 近 真 正 的 医 生 ，披 着
“战袍”去打仗

“我最看不上那些遇到点挫折就丧失斗

志、灰头土脸的样子！”“老子医院的能力没有

问题！”《中国医生》里，身患渐冻症的“张竞

予”院长，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他

是无所畏惧的硬汉，性格里透着耿直，带领

全院医务人员义无反顾地救治患者。

硬汉也有柔情。妻子不幸感染新冠肺

炎住院，张院长却无暇前去探望。和躺在病

床上的妻子视频通话时，他流下了泪水。

张定宇对张涵予塑造的“张竞予”院长

给予了肯定：“电影里的院长的一些脾气和

习惯是我的，但那些果敢英雄的特质，凝结

了所有医务人员的形象。”

为了饰演好角色，张涵予跟着张定宇一

起生活了几天，一起开会、查房，观察他在医院

工作的状态，捕捉细节。在张涵予的眼中，张定

宇是一个很坚强的人，一个真正的硬汉。“我跟

他接触几天，就觉得他具有武汉人的个性，非

常直率。这么大的事情压在身上，他着急啊！你

看他虽然腿不太方便，也知道自己有渐冻症，

但他依然乐观向上，他想把金银潭医院搞好，

他想带着这个医院的人跟他一起往前冲。”

张涵予说：“我们不仅要呈现一位人民

英雄，更要展现英雄身上有血有肉、硬汉柔

情的一面。”

饰演重症医学科主任文婷的袁泉说，

要抛开所有以往所谓的“表演经验”，因为

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它并不需要你随时随地神采奕奕，因

为关注点不在这里。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

情中，大家更多的是不安、疲惫，是体力透

支带来的绝望、崩溃，然后重新建立信心。

所以它很像一棵树，树的表面是糙的，会让

你的手磨破，但是根扎得很深。”

脸颊被口罩勒出压痕，因长时间穿戴

防护服、护目镜和口罩，皮肤被汗水浸泡得

发白⋯⋯袁泉的体会是，任何“舒适感”都

是跟角色不搭的，因此在细节处理上，角色

不要化妆，头发不能太整齐——“因为她没

有时间，她的精力全部都在救人上。”

穿着厚厚的防护服拍戏，袁泉最久的

一次穿了 8 个小时。拍做手术的戏时，仿佛

接近了真正的医生，“就像是披着战袍去打

仗的状态”。

1∶1 搭 建“医 疗 级 片 场”，
所有操作不能出错

《中国医生》按照 1:1的比例搭建“医疗级

片场”，影片拍摄全部使用医院设备严格按照

真实医院建造标准打造，甚至由专业医院改

造，工作人员到场验收合格后才投入拍摄。

演员们在拍摄前都进行医疗培训，学习

小到如何穿防护服隔离衣，大到心脏复苏、

血管穿刺、气管插管，甚至于体外膜肺 EC⁃
MO（俗称“人工肺”）等抢救技术，群演中很

多人也都是真正的医务工作者。所有医疗设

备都可真实使用，氧气、水、电均为接通状态。

在高度还原的“医院”片场拍戏，是什

么感受？

朱亚文告诉记者，正式拍摄前，片场相

对空置，只有演员和指导医务人员在，“那

个时候还处于比较轻松、有序的学习过程。

但是真到拍摄的时候，那种窒息、压抑以及

灾难面前的无助感，是非常强烈的。”

导 演 刘 伟 强 形 容 ，他 们 是 把 医 院“ 摆

进”摄影棚，当这些演员进入片场，就好像

进了真实的医院，表演的感觉就会出来。

“因为有很多医生在看着这部电影，所以

真的不能出错。开拍之后，我们台前幕后每天

都看成片，有很多专家在看。一收工就开‘批评

大会’，确认哪里是拍错的，要重拍。我们就用

这个方法，从10月拍到12月。”刘伟强说。

刘伟强坦陈：“初期是很难受的，作为

一个成熟的导演，很多人批评你。但后面我

们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从开始每天很难

受，到后来很开心。”

该片医学顾问之一冉晓，是华中科技

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

区急诊与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曾亲历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线，一直奋战在 ICU
病房，被称为“ECMO 王子”。

来剧组后，冉晓第一个工作是和剧组

工作人员一起搭建重症医学病房、培训演

员。拍摄过程中，他负责各种和重症医学相

关的技术操作的指导。

冉晓说，专业医生训练，想顺利“拿下”操

作流程都要花很长时间，因此留给演员培训

的时间很紧张。朱亚文和李晨是较早入组的

演员，冉晓评价，他们接收新知识速度特别快，

性格也很阳光，并没有因为操作太难而退缩。

每个操作流程，冉晓给朱亚文、李晨讲

两到三遍，再亲自示范一遍，两个演员就能

完整叙述出整个过程，然后自己动手做，冉

晓帮忙纠正细节。“比如像 ECMO，两三天

就比较熟练了”。

所 有 人 一 起 面 对 疫 情 ，
“我们不怕”

钟南山在看完《中国医生》后说：“我知

道武汉金银潭医院是一个传染病医院，它并

不是一个多种专业的医院，所以是非常困难

的。要做剖宫产，要接生，脑外科，插管，这些

细节都非常真实。我最大的感受是，这些医

生真正体现了中国医生的良心、中国医生的

责任、中国医生的决心、中国医生的行动。这

种行动在中国不是第一次，可以追溯到 18年

前，那个时候是非典，同样是这样。”

影片不仅聚焦重症监护室，表现一线

医护全力以赴展开生死营救的景象，还描

绘了方舱医院医护托举生命方舟的壮举，

刻画了麻醉科、妇产科等科室在疫情中的

紧张工作，展现全国各地援鄂医疗队第一

时间响应国家号召，无畏逆行的动人画面。

除了医务人员，各领域的平凡英雄亦有

呈现：保障医院正常运转的动力科工作人员、

保洁员，以及流调员、检验员、外卖员⋯⋯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朱亚文感叹，没

有人想刻意地去成为英雄，因为他们都是责

无旁贷地站在那里，且站到了最后，成为英雄。

疫情阴影笼罩的城市里，本能的怕，与

坚韧的爱，交织在一起。

欧豪饰演一名外卖小哥“金仔”。片中

“金仔”怀孕的妻子感染新冠肺炎住院治疗，

去医院前特别嘱咐丈夫不要接单出门。一位

顾客给“金仔”打电话说自己现在很需要奶

粉，不能出去，“金仔”说了一句“我出去也很

危险”。但是就在挂电话之际，这位准父亲听

到了孩子的哭声，决定出门帮助他们。

外卖一单接一单，“金仔”开始帮助越来

越多的人，直到他不幸感染，也被送进医院。

“在特殊时刻总会有一些人不顾自己

的安全，去帮助到很多人。”欧豪说。

在刘伟强看来，这是一部感动人生的

电影。“你会看到，是所有人一起面对疫

情——就是‘我们不怕’”。

《中国医生》为何催泪 角色原型你都认识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实习生 余冰玥

过去一年，抗疫题材影视作品，建立起

了演员朱亚文和武汉的深度联结。

朱亚文在抗疫剧《在一起》中饰演一名

援鄂医生。该剧在武汉举办发布会时，是朱

亚文疫情后第一次去这座城市。“当我到达

时，这个城市已经井然有序地复苏了。但是

当我坐在车上和驾驶员攀谈，我能感觉到

他口罩下的哽咽。我问他当时离开武汉了

还是在这儿？他说 ：‘我在武汉，我是志愿

者 。’我 能 感 受 到 他 言 语 之 间 的 坚 定 和 自

豪，也有一点点凄凉。”

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朱亚文说，驾驶

员的话让他意识到，那段被疫情笼罩的时

间一直盘踞在每个武汉人的心里，但是已

经化成了一种重建和复苏的力量。

日前上映的电影《中国医生》，朱亚文

饰演的陶峻也是一名援鄂医生。电影在武

汉首映时，许多亲历抗疫一线的医务人员

在现场观看。朱亚文说：“我们上台向他们

表达敬意的时候，我很释怀，我这个职业做

了一些对的事情、应该的事情。”

2008 年，朱亚文饰演《闯关东》中的朱

传武，走入大众视野。之后，他演绎了《远去

的飞鹰》里的空战英雄高志航、《爱在苍茫

大地》中正义勇敢的闻明远、《红高粱》里阳

刚硬朗的余占鳌⋯⋯

性格沉稳内敛，目光如炬，声线低沉而

有磁性，一身正气的“大好男儿”，是很多观

众对朱亚文的印象。《中国机长》中，朱亚文

饰 演 民 航 西 南 地 区 管 理 局 四 川 监 管 局 领

导，结尾一句对飞机平安备降的评价“怎么

这么牛”，戳中了许多观众的泪点；《悬崖之

上》里，朱亚文演绎的楚良，把最后一颗子

弹留给自己。他参与演绎的抗美援朝影片

《长津湖》，也将于 2021 年内上映。

选择剧本，朱亚文个人倾向于“严肃创

作”。他说：“从事这个职业，还是要严肃为

先，活泼为后。”

中青报·中青网：你在《中国医生》中饰
演角色的性格色彩是怎样的？

朱亚文：这个人物的原型是广州医科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

主任医师桑岭。陶峻这个人物身上的学术

感很强，他有非常大的学术骄傲感。在电影

中，他是从骄傲变得柔软，从学术走向生命

的一个过程。

中青报·中青网：片中陶峻医生很有个
性，这样一个角色的尺度如何拿捏？

朱亚文：“温和”这两个字跟我饰演的

角色没有关系，温和在那个时候是迫切的

愿望。每一个人都想让自己温和，温和地去

面对生命，温和地去面对身边同事，但是对

不起，我们做不到。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最

激烈的讨论，找到救助方式与病魔斗争。很

多人担心我们会不会把一些内容呈现得过

于高光，我觉得没有，每个人物都因为本身

有非常好的原型基因，显得更生动，更具烟

火气。

中青报·中青网：你之前对医生的状态
有了解吗？

朱亚文：我小的时候是在卫生学校的

大院里长大的，我母亲是卫生学校护理系

的系主任。之前觉得母亲是一个老师，很

了不起，现在我会觉得她所有的学生很了

不起，因为他们此时此刻一定坚守在第一

线。没有人想刻意地成为英雄，他们都是

责无旁贷地站在那里，且站到了最后，成

为英雄。

中青报·中青网：在 1:1 还原医院的场
景里准备和拍摄是什么感受？

朱亚文：拍摄的时候，它带来的那种窒

息、压抑以及灾难面前的无助感，是非常强

烈的。所有能力上的、学术上的、情怀上的、

人性上的准备，你都用尽了，依然无助。

中青报·中青网：拍摄中比较大的挑战
是什么？

朱亚文：导演会把一些突发性的情节

设置进去，这样会加强整个现场创作的紧

张感。他是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冒险——这

也是基于前期的准备以及对团队的信任，

因为只有这样，这部影片整体上的真实感

才够浓烈。

戏中有一个情节是重症 ICU 停电，这

个情节设计是非常刺激的。在暴风眼时期

ICU 停电，现场大概有 40 多名病人，会出

现各种各样的精神恐慌，以及身体出现一

些并发症。我记得十几分钟的拍摄时长里，

我经手了 3 个病人，还有一个抢救无效。其

他医生也都在面对不同的状况。这个画面

对于我来说记忆犹新，看到一长排的应急

灯亮起的时候确实很压抑。

中青报·中青网：拍摄《中国医生》对于
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朱亚文：《中国医生》于我们来说，不仅

仅是一个作品，它是带着我们的职业使命

而来的。有人替你挡风冒雨，有人替你去跟

死神搏斗，那么我们现在要干什么？我们如

何让“中国医生”这 4 个字名副其实？今天

有机会去拍摄这部影片的时候，我有很强

大的自豪感，这是一张发往全世界的中国

抗疫的名片。

中青报·中青网：你很关注演员的社会
责任感？

朱亚文：我的职业就是这样，我没有办

法走进医院真的替医生护士做些什么。很

多人只是远距离去感受他们，他们既不平

凡 又 非 常 平 凡 。 他 们 曾 经 英 勇 地 走 入 战

场，但是离开战场的时候，简单得好像什么

都没发生过一样。我们不能让那些付出“简

单”得像没有发生过一样，我们需要用克制、

诚实的心态去把一些东西更好地还原、解

读、呈现——这是演员这个工种应该做的。

中青报·中青网：短时间内在银幕上呈
现这么多不同风格
的角色，作为演员
来说是什么体验？

朱 亚 文 ：幸 福

感。这些片子相对来

说还都是严肃创作，

我觉得挺好的。从事

这个职业还是要严

肃为先，活泼为后。

朱亚文：“温和”跟我饰演的角色无关

□ 赵可一

二 手 书 最 吸 引 你 的 是 什 么 ？ 有 人 认

为，书中的手写文字就是答案。翻开一本

二手书，阅读这些文字，我们可能会开启

一段邂逅。

22 岁的新媒体运营者芋圆，通过电影

情节，从二手书里的手写文字中探索出了

二手书的“误闯意义”。“我经常会在电影

中看到通过某个媒介链接到过去，比如在

图书馆无意中发现书里的小纸条，读者相

互留言，最终引出一段故事。二手书正是

这样一种媒介，读者写下的文字，后续的

读者会偶然看到，产生一种误闯入他人世

界的奇妙感觉。”

芋圆创建了豆瓣话题“二手书上遇到

的有趣文字”，目前已拥有 1800 多篇内容，

4000 多万次浏览。芋圆对于二手书的所思

所为，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她说，“生活中

由二手书里这些手写文字引发的际遇蛮多

的，希望这个话题能给大家一个关注和记

录这些生活小插曲的空间。”

不同于全新出售的书籍，在一本二手

书中，我们很可能会看到文字“层峦叠嶂”，

印刷与手写并存。现在，二手书里的手写文

字正在被更多人看到，意义也逐渐浮现。

95 后 读 者 悦 悦 曾 经 拥 有 《孤 独 六

讲》，这本书陪她走出了迷茫期。有一次

得知朋友陷入情绪低谷，她把这本书转卖

给了她。意料之中的是，朋友的确心里好

受很多，至少愿意出门散步了。意料之外

的 是 ， 朋 友 告 诉 她 ， 曾 经 觉 得 她 独 来 独

往，有些高冷，直到看到了书里写下的，

“我需要独处的时刻，我需要孤独去认识自

己，去寻找我的方向。”那一刻，她特别感谢

这本书的二手流动。“感谢我在书里曾写下

这些心声，它治愈了我的朋友，也让对方读

懂了一个更真实的我。”

二手书里亲手撰写的文字还能让读者

产生“在场感”。看到书中有一处“我”字

发生印刷错误，被旋转了 90 度，旁边一

句把字写得超大，还附加笑脸表情的“哈

哈 哈 哈 哈 ， 原 来 书 里 的 我 也 会 躺 下 睡 觉

啊”。看到留言的阿萌瞬间捧腹大笑，心

里默默回应，“我怎么没想到这是它在睡

觉啊，你也太幽默了，脑洞大开！”看到

侦探小说最为恐怖的情节时，页面侧边竟

然暗藏玄机，有一张可以拉开的小纸条，

上面写着“怕了吧，前方高能，你确定还要

继续？”瑟瑟发抖的欧皓喃喃自语，“这难道

就是看过的人具备的上帝视角？别用激将

法，我要翻页咯！”谁说“弹幕”只能播放在

视频里呢？显然，二手书里也可以有。

时光变迁，二手书的读者永远不止一

位，读者也可以是文字见证者、创作者。研

二 的 翊 心 曾 买 到 过 一 本《红 楼 梦》的 二 手

书，书的第一页订着一张被折叠得厚厚的

纸，将这张纸从上往下展开一看，竟是三张

连接在一起的《红楼梦》人物关系说明书。

这三张说明书分别都在右下角留有署名和

日期，从 1997 年的时渡到 2010 年的明裕再

到 2018 年的苏遥，它们一张比一张更加完

善地通过图形和文字展现了《红楼梦》中主

要的人物关系。“我收到的时候，如获至宝，

当即立了 flag，把书读完后，我也要继续完

善这份说明书，再传递出去。”

如今，线上平台也在尝试实现纸质二

手 书 里 的 手 写 文 字 所 营 造 的 阅 读 社 交 体

验 。 例 如 在 手 机 阅 读 软 件 “ 微 信 读 书 ”

中，有一个“想法”功能，所有读者都可

以对书籍的某一部分写下文字，成为“想

法 ”， 实 时 共 享 给 其 他 读 者 。 在 “ 想 法 ”

的共享过程中，依托于读者文字记录的阅

读社交随之产生，和阅读二手书里手写文

字的过程不乏相似之处。

只 是 ， 类 似 于 “ 想 法 ” 一 类 的 软 件

功 能 是 否 能 将 二 手 书 里 的 手 写 文 字 带 来

的奇妙体验完全复制？有人表示，“我在

二 手 书 里 喜 欢 看 的 就 是 过 往 读 者 的 观

点 ， 现 在 手 机 上 看 书 就 能 实 现 ， 我 就 很

少 买 二 手 书 了 。” 但 也 有 人 表 示 ，“ 这 些

网 络 观 点 质 量 参 差 不 齐 ， 看 多 了 会 发 现

很 多 都 是 千 篇 一 律 ， 没 有 太 大 价 值 ， 很

少 会 有 在 二 手 书 中 阅 读 他 人 手 写 文 字 直

观感受到的心灵震颤。”

二手书里的手写文字是一种跳动的美

丽，跳动在人与书、人与人之间，编织着特

有的互动关系网。在二手书的地带，内容得

以重塑，表达得以释放，读者的手写文字把

书籍的生命不断描摹。无论对书而言，还是

对人而言，都是历经岁月浸润而难以撼动

的沉淀。正如芋圆所说，“不管是送书时的

赠言，还是只有自己知道的小心情，哪怕是

吐槽，其实都弥足珍贵。”

弹幕，奇遇，共享“想法”⋯⋯

二手书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 韩浩月

因为近期一桩热
点事件，“中年疼痛
文学”的说法又被网
友不断提起，只是在
他们看来，这样的文
学形式，已经“一点
儿也不感动人”。

“ 中 年 疼 痛 文
学”的说法，近乎无
中生有，更像是“青
春疼痛文学”的进阶
版 ，“ 青 春 疼 痛 文
学 ” 的 代 表 作 品 如

《左耳》《致我们终将
逝去的青春》《悲伤
逆流成河》《夏至未
至》等，曾有大量读
者，但后期的跟随创
作，被认为普遍存在
幼稚、雷同、狗血的
状况，即便如此，承
受的顶多是一些提醒
或嘲讽，还未到达令
人 反 感 、 厌 恶 的 地
步。80 后是“青春
疼痛文学”的写作主
力军，如今他们大多
已走过了“疼痛”的
那道门，不再延续过
去的写作风格。

也有一些老年题
材的作品，如周大新
所 著 的 《天 黑 得 很
慢》，讲述“不断被
剥夺的老年人生”，
因而被归类为“老年
疼痛文学”。被列入
这 一 范 畴 的 内 容 ，
多 和 严 格 意 义 上 的
疼 痛 有 关 ， 每 每 谈
及 ， 都 不 由 面 带 严
肃 ， 不 愿 也 不 忍 从
这 类 文 学 内 容 中 挑
刺，因为它们描写的，多是每个人都有
可能面对的将来时。

相较于“青春疼痛文学”与“老年疼
痛文学”，“中年疼痛文学”更能触动网民
敏感的神经，现在这一说法，已不折不扣
地成为一种贬损用语，甚至无法去触碰这
一命名所蕴含的真问题，仿佛它连被认真
谈论的资格都没有。这种状况的形成，是
微妙而又深邃的。

“中年疼痛文学”在过去曾是一股写
作潮流，不少写作者凭借这一风格的写
作，成为出版市场上的风头人物，并借助
影视转化，一时风头无两。但随着其中代
表人物的转行出走，以及部分人物的人设
转变，“中年疼痛文学”迅速成为负面形
容，也让其他写作者避之不及。

“中年疼痛文学”的创作，主角通常会
有一个精英人设，要么是商业领袖，要么是
企业高管，在这一形象的另一面，是用文字
包装出来的白衣飘飘、纯洁少年⋯⋯在互
联网文学的兴起过程中，这一角色形象备
受欢迎，现实层面的成功与精神层面浪漫
主义的结合，刷新了作家固有的形象，使得
这一类型文学的创作者有了偶像气派。

“中年疼痛文学”创作群主打的“深
情牌”，引领了一轮金句的传播，但这种
只有金句缺乏真情实感的文字，传播得越
广，越凸显出某种空洞。再加上社交媒体
用户快速更新换代，当年的年轻人已经成
为中年，更新的一代人成为主流用户，排
斥“中年疼痛文学”，便成了社交媒体新
用户群自发的一种集体行动。

这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驱逐运动，它意
味着曾经掌握互联网话语权的中年人，在
当下也必须通过取悦年轻人、使用年轻人
的语言、迎合年轻人的价值观，才能够继
续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块“地盘”。登录现
在的社交媒体以及正在热度上的短视频平
台与直播平台，便会发现，当下移动互联
网早已是年轻人的天下，而年轻人彰显权
力的最佳方式，莫过于击碎原有的网络秩
序，建立属于自己的天地。

社交媒体在记忆言行的同时也在放大
言行，“中年疼痛文学”的“领袖”以及
拥趸们，没能表现出在新时代天空下的适
应性，一手“深情”人设，一手“油腻”
表演，双手互搏，给互联网空间制造了不
少笑料，也加快了这一群体在社交媒体上
的退出速度。

从“深情”到“滥情”，互联网原来
起到的作用是“一堵墙”，现在则成了

“一张窗户纸”，而互联网用户从“我相
信”到“我不相信”，也完全可以在一两
天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发生彻底的转变。

人们依然推崇美好，但与此同时，却
比过去任何时候，更追求真实，这意味着
一个人在网络上所传递出来的“深情”与

“疼痛”形象，都要有真实作为依托，并
且这份真实，最好还是百分百纯粹，哪怕
掺了比例并不算高的假，也会瞬间让受众
由喜爱变厌恶。

疼就是疼，不要假疼，互联网虽然提
供一个很大的创作或者说表演空间，但它
一直固有的纠错与追责能力，都时刻在检
阅着每一个人。人物或事件的影响越大，
所要承受的舆论压力就越重，无数人聚集
起来的能量，可以击碎很多东西，而“中
年疼痛文学”，恰好有着一层脆薄的外壳。

在这样的背景下，“青春期过长”的
“中年疼痛文学”写作者，一不小心便成
为众矢之的。

谁说“弹幕”只能播放在
视频里呢？显然，二手书里也
可以有。

《中国医生》中，朱亚文饰
演的陶峻是一名援鄂医生。电
影中的他展现出从骄傲变得
柔软，从学术走向生命的一个
过程。

互联网虽然提供一个很
大的创作或者说表演空间，
但它一直固有的纠错与追责
能力，都在时时刻刻检阅着
每一个人。

疫情阴影笼罩的城市里，
本能的怕，与坚韧的爱，交织在
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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