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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 敏

在西安街头有 14 辆特殊的“蹦蹦

车”，车上挂着 14 名西安美术学院本

科学生的绘画作品，移动的蹦蹦车和

流动的乘客形成了“移动美术馆”，这

些 00 后毕业生的作品走进了西安的

大 街 小 巷 。6 月 29 日 ，这 些 蹦 蹦 车 又

“ 开 ”上 了 云 端 ，在“ 毕 业 季 初 见‘00
后 ’‘ 云 游 毕 业 展 ’可 视 化 直 播 活 动 ”

（以下简称“云游毕业展”）中，让全国

各地的观众看到了 00 后对艺术的理

解和表达。

这场由中国青年报社与中国文学

艺术基金会共同主办的 00后毕业生设

计视觉盛宴，吸引了清华大学、北京大

学、南开大学等 20余所院校参与。

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副理事长兼

秘 书 长 向 云 驹 说 ，在 当 前 的 环 境 下 ，

“云游毕业展”充分利用了新技术，打

破了空间限制，为艺术表达和展示提

供新的场所，让我们看到了 00 后眼中

的世界。

每 个 假 期 ，北 京 大 学 艺 术 学 院

2019 级 硕 士 研 究 生 黄 彬 彬 都 会 来 到

位于四川省达州市薛汉县白马镇的北

京大学文化产业博士后宣汉创新实践

基地。在这里，她和同学们完成了乡村

振兴公益行动和课题研究。他们改造

了 乡 村 的 房 屋、道 路 ，完 善 了 公 共 设

施，参与乡村儿童的美育教育，带着孩

子和村民完成了艺术作品，将艺术的

种子撒在这片土地上。

整个乡村的改变就是黄彬彬的毕

业设计。在“云游毕业展”中，她讲述了

白马镇的故事。她把对艺术的理解运

用在乡村振兴中，让乡土孕育艺术，让

更多人关注和支持乡村振兴。

同样将目光对准乡村的还有西南大

学美术学院的毕业生们。

西 南 大 学 美 术 学 院 2022 届 毕 业 生

李继龙展示了他的毕业绘画作品《春天

里》。作 品 中 不 同 人 物 正 在 运 送 建 筑 材

料。李继龙说，作品描绘的是贵州黔东南

黄岗侗寨村民兴建家园的场景，展现的

是 在 脱 贫 攻 坚 事 业 中 千 万 劳 动 者 的 形

象。这是李继龙在导师的带领下，到当地

村寨中和村民同吃同住半个多月后的情

感表达。

西 南 大 学 美 术 学 院 2022 届 的 毕 业

生谭春玲的毕业作品《春日暖阳》用树和

房屋展现了乡村欣欣向荣的景象。谭春

玲的作品灵感也是源自乡村，在重庆市

北碚区凤凰村考察写生时，她看到当地

在乡村振兴的号召下大规模种植橘子树

发展产业。在橘子树的映衬下，每个村民

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谭春玲说，凤凰村

的改变是乡村振兴的缩影，她想用绘画

作品记录下这样的改变。

“这些关注乡村振兴的作品都有很

多亮点，比如将主题人物化，表达得很真

实 。”西 南 大 学 美 术 学 院 院 长 段 运 冬 在

“云游毕业展”上看到这些作品后，感受

到不同时代年轻人对乡村的不同理解。

他以本学院的作品举例，“以前，美术学

生的作品都有一种先锋意识，作品是前

卫的、有西方当代艺术的感觉。这些年，

学院一直强调要有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和

生活的温度，引导学生感受生活、体验生

命。我们看到，这样的美学引导起到了作

用，现在的学生用建设性的眼光看待周

围的生活环境和人，用积极的角度看待

乡村发展。”

除了乡村振兴，在“云游毕业展”中

展出的作品还聚焦疫情，展示特殊时期

人们的感受。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生张昕

怡 的 绘 画 作 品《Don’t look back（不 要

回望）》中，画面中的人物戴着口罩排着

队。张昕怡说，她希望用黑白色表达新冠

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停滞”“沉默”等状态

和情绪。

传统文化是另一个主题。兰州大学

艺术学院的张永娥将朋克元素和榆林窟

乐舞图像进行结合，柔美的飞天戴上了

墨镜，拿起了吉他、贝斯，饱和度极高的

朋克色调，让敦煌乐舞图像“潮”了起来。

中国戏曲学院舞台美术系与新媒体

艺术系的 00后毕业生用新技术将精美的

戏曲舞台“摆”在观众眼前。宁波职业技术

学院 2022 届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的毕业

生用漆画展现自己对自由的渴望，让现代

画多了传统文化的味道。湖南工艺美术职

业学院首饰设计与工艺雕刻艺术专业的

同学把非遗技艺用在毕业作品中，雕刻了

花木兰、古建筑，在展现自己对传统文化

理解的同时，也传播了传统技艺。

00 后 还 将 目 光 聚 焦 于 贯 穿 自 己 生

活中的流行文化。天津美术学院的毕业

生陈宇扬希望通过镜头还原“20 世纪末

期的香港电影流行文化”。他用一组摄影

作品，重构了香港电影场景，也还原了广

东人的共同记忆。

除了艺术类相关的作品，理科生的

“硬核”科技也和艺术相结合，给冰冷的

公式赋予美感。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

院展示的两座冰雪建筑是计算机完成设

计、机器人完成建造技术，结合建筑美学

的作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飞

行器技术系学生赵旭瑞则用微电影叙事

的方式，讲述了他参与卫星建造的故事。

艺术让枯燥数字和难以理解的理论，以

更有趣的方式呈现在观众眼前。

向云驹说，与《中国青年报》举办这

样的活动，是为了充分展示 00 后大学毕

业生的朝气蓬勃，展现他们丰富多彩的

创造力。在他看来，“云游毕业展”的举办

还有另一层含义，“这对网络文化也是一

个很好的丰富。”向云驹说，网络上的内

容很多，但集中展示各个艺术学院、高校

青 年 学 生 的 毕 业 作 品 之 前 是 没 有 的 ，

“云游毕业展”的可视性、观赏性，让

观众看到新一代的青年学生、新一代的

艺术院校和艺术人才的无限潜力，展示

了国家对青年艺术人才培养的成果，展

示了青年人才的成长和成就。

这场高校毕设艺术展开到了“云端” 我们积极配合共青团
基层组织改革工作，广泛
整合资源，不断吸纳全领
域青年人才，着力提升基
层团组织力量。通过“智
慧团建”系统，培育出一
支有理想、富活力的青年
服务队，积极参与“希望
家园”、文明创建等活动，
用青春力量为家乡发展添
砖 加 瓦 ； 通 过 “ 志 愿 汇 ”
App，招募到一支能战斗、

乐奉献的青年突击队，勇于投身疫情防控、抗险
救灾等工作，用青春力量书写时代担当；通过

“两新组织”创建，组建了一支有资源、热慈善
的青年榜样队，加入困难帮扶、就业指导等活动
中，以榜样力量引领前行。下一步，我们将乘借
改革东风，坚定发展信心，不断发扬钉钉子精
神，推进各项改革工作实现新突破、再上新台
阶，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编者按

中国的地域文化风格鲜明而此
消彼长，在最贴近百姓生活的影视剧
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无论是港派、京
派、海派，还是关东派、西部派、台湾
风、巴蜀风、楚风等都各有代表作，
各领风骚不少年。港剧就是如此，上
个世纪中后期，香港因其地处中西文
化交汇的位置，令改革开放中的内地
流行文化一度深受其影响。如今，随
着国家整体发展，文化产业迅猛成
长，加上互联网、电子游戏日渐发
达，观众对电视剧、网剧的口味发生
了变化。而同时，香港从文化到精
神，走向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重构
之路。今天是香港回归 25 周年，让
我们共同祝愿，重归中国文化大家庭
的香江影视剧一定还会有满天星光。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不 可 否 认 ，70 后 80 后 90 后 的 童 年 记

忆中，必有香港影视剧的一席之地。那些英

雄——霍元甲、黄飞鸿，那些金庸武侠——

《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还有穿越鼻祖

《寻秦记》，以及《刑事侦缉档案》《法证先

锋》《妙手仁心》中的小哥哥小姐姐们⋯⋯

这届观众长大后，屏幕上有了更丰富

的选择，但港剧并未缺席，以另一种熟悉而

新鲜的面貌，再次活跃在我们眼前。而与几

十年前不同的是，“北上”的，不仅是港剧，

还有港剧的创作者们，他们与内地的同行

密切交流合作，希望推出更多优秀作品。

“北上”的港剧创作者，会
“水土不服”吗

香 港 TVB NEW WINGS LTD (定

制 剧/同 步 剧/合 拍 剧)总 监 钟 澍 佳 是 一 个

老“北漂”了，从 2005 年开始就住在北京，

把家也安在了这里，操着一口港味浓重但

十分流利的普通话，“有时候回香港，生活

反而有点不习惯”。

钟澍佳说，从 2004 年左右开始，港剧

就遇到了发展瓶颈，原因是多方面的，“从

1997 年 香 港 回 归 到 2022 年 的 25 年 里 ，我

相信不只是香港地区，整个世界都在不停

改变。随着网络的发达、电子产品的更新、

视频网站还有自媒体的兴起，整个世界文

化产业都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在工作时，钟澍佳觉得，香港和内地没

有什么不同，“都是好好拍戏 ”。作为创作

者，他并不认为需要刻意去迎合哪个地域

观众的口味，而应回到创作本身，让观众看

到新的创意、新的作品，“扎实的剧本、有特

色的人物设定、创新的拍摄手法⋯⋯任何

地方的观众都会受用”。

“第一是市场”，香港寰亚电视制作有

限公司行政总裁、上影寰亚执行董事陈德

修，坦言内地对于香港影视产业的吸引力

所在，“内地一年有超过 3 万集的制作量，

香港只有几百集，而且集中在少数几家公

司”；“第二是人才”，近 10 年来，随着香港

影视业发展的趋缓，人才也开始变得稀缺，

年轻人想在这行出人头地就更难，而内地

的影视行业从业者正处于上升阶段。

“现在内地的文化产业发展比较快，在

影视剧制作上投入的成本已经比香港高。

我们在做内地剧的时候，会听取内地视频

平台的大数据分析。”陈德修说。比如，以前

香港以男性观众为主，现在内地以女性观

众为主；香港的女性观众是 35 岁以上家庭

女性，而内地女性观众更年轻，“所以在一

些桥段的设计上，我们会有所考虑”。

“只要讲好故事，在哪儿都受欢迎。”陈

德修说，围绕住房的内地电视剧《蜗居》，在

香港很火，毕竟年轻人都有在大城市打拼

的焦虑；香港观众津津有味地看着古装剧

《琅琊榜》《赘婿》，寰亚的《家族荣耀》在香

港和内地热播⋯⋯

医 疗 题 材 剧《白 色 强 人》2019 年 在

TVB 播出，第一部大获成功后，《白色强人

2》立刻跟上，并加强了与内地的合作，已于

今年 6 月 22 日在优酷上线。观众可以在剧

中看到香港演员郭晋安、陈豪，眼尖的或许

还能看出一些情节在深圳取景拍摄。

该剧监制罗永贤说：“近 10 年来，我们

与内地同行合作频繁，和内地观众也在网

上有很多互动。中国太大了，南方和北方，

城市与农村，口味都会不同，但我觉得，是

‘和而不同’。香港与内地，是要融为一体

的。一部好剧，不能仅仅是感动一个地方的

人，应该是要感动一个国家的人。”

什么是“港味”

香港影视剧，曾经不仅影响了整个亚

洲文化，还输出到世界各地。美国导演昆汀

的处女作《落水狗》，灵感就来自周润发主

演的《龙虎风云》。

港 剧 ，除 了“ 出 身 ”香 港 ，还 有 什 么 特

质？陈德修提到一个词——“港味”。那什么

是“港味”？说粤语、用香港演员，是两个最

明显的外化表现，但还远远不止。

“节奏快”，是罗永贤眼中的“港味”特

征之一。在这个注重效率的大都市，人人都

很急，干什么都急，包括看剧，“所以香港的

电影电视剧，讲故事要节奏快，没有耐心慢

慢铺垫，这不一定是好的，但就是这样的”。

罗永贤认为，这样的特征也可能发生

变化，“比如警匪片，很有效率、很爽，但只

有爽是不够的”。港味是香港的味道，但没有

人规定什么是港味，“港剧可以调整、融合、重

启、进步”。

钟澍佳说：“无论小市民还是大家族、

家庭剧还是商战片，任何题材的港剧，最终

会回归到人性人情，它的价值输出是正能

量的。观众会对那些瞬间感到特别温暖，港

味就是一种生活味、人情味。”

钟澍佳记得，年轻时候刚入行，一个前

辈导演告诉他，“一个导演必须要对社会有

责任感”。后来他监制的电视剧《难兄难弟》

（TVB在 1997 年香港回归之际拍摄的电视
剧——记者注）播出后，钟澍佳收到很多观

众来信，观众说因为看了这部剧而走出阴

霾，“我深深地理解了前辈的话，我们一部

微小的作品就能影响别人，所以必须遵守

一些原则”。

说到这里，那句经典的台词——“呐，做

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就呼之欲出了。

新港剧更懂内地价值观

“邵氏出品，必属佳片”，半个世纪前，

这样的广告词虽然狂傲，倒也不虚。最近，

邵氏最著名的作品可能是《飞虎》系列。香

港邵氏兄弟国际影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及

总经理乐易玲介绍，一直以电影著称的邵

氏 ，从 2016 年 开 始 与 优 酷 合 拍《飞 虎》系

列，虽然是网剧，但以电影的节奏和效果来

要求，受到观众欢迎。

乐易玲也常常追内地的影视剧：“不管

导演、演员还是制作，有一些剧真的可以媲

美好莱坞。香港演员去横店拍戏，有时候我

去探班，内地的导演就跟我夸他们，‘一开

机就懂’。”

内 地 视 频 平 台 优 酷 在 2013 年 与 香 港

TVB 达成合作，目前拥有全网最大的港剧

片库。数据显示，优酷“港剧场”在 2021 年

的 播 放 时 长 为 40 亿 个 小 时 ；从 观 众 年 龄

看，80 后 90 后占近 50%，00 后又占了 20%，

可谓深受年轻观众喜爱。

动作片、行业剧、古装剧，这三者是港

剧对内地观众最初的吸引力所在。而随着

观众收视习惯、审美的迭代，“库存”港剧是

不够的，观众呼唤更多新港剧的登场，这也

是香港与内地影视人合作的目标。

钟澍佳希望推出更多符合当下创作水

准的精品港剧，“TVB 将和优酷继续合作

《白色强人》《法证先锋》等系列行业剧，下

一部《破毒强人》刚关机，《法证先锋 5》将

在今年内完成；同时重启很久没有拍过的

大古装剧，全部在内地拍摄”。

在钟澍佳看来，古装剧是内地影视行

业的一大优势，如今香港能拍古装剧的场

景已经不多了，而内地古装剧的整个产业

链都十分繁荣，“古装港剧的再起步要从内

地开始，这是一个必然之路”。

让钟澍佳高兴的是，现在 TVB 也来了

很 多 热 爱 这 一 行 的 年 轻 人 ，《爱 上 我 的 衰

神》《法证先锋 5》等剧，都有年轻同事的参

与。而他们也在与内地同行的合作中迅速

成长，“TVB 的年轻同事会更快地了解内

地的文化，以及影视方面的价值观”。

“港剧”北上，好故事在哪儿都香

日前，在中国青年报二级官微“青团子”向江苏各高校征集的“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

年”可视化作品中，来自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视觉传达学院商业插画班的 4 名大学生从青

年视角出发，设计绘制了这幅原创作品。 （作者：曹洪莉 盛林丽 汤杰莹 张瑞）
▲

网络是青年学生的聚集
地和思想引领最前沿。江西
中医药大学团委持续推进江
中青年新媒体建设，成效显
著，入选全国“高校思政类
公众号重点建设项目”，获
江西共青团“一品一特”项
目等荣誉 10 余项，跻身全
国各类排行榜第一方阵。我
们以“六微”联动 （微平
台、微课堂、微实践、微活

动、微榜样、微服务） 为发力点，突出身边故事，
打造《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读书分享、最美青
春故事、考研上岸分享等同学喜爱栏目，及时回应

“所思所想所愁所盼”，真正打造出广大学生想得
起、用得上、信得过的走心阵地。下一步，我们将
继续保持初心、坚守本性，深刻把握技术迭代背后
的传播规律，着力提升参与性、互动性，契合思想
政治教育规律，讲好身边人身边事，力求“成风化
人、凝心聚力”。

①在四川省达州市薛汉县白马镇，北京大

学艺术学院 2019 级硕士研究生们以当地神话为

主题创作墙绘。 受访者供图

②西 南 大 学 美 术 学 院 2022 届 毕 业 生 谭 春

玲毕业作品 《春日暖阳》。 受访者供图

②②

①①

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牛首镇

团委书记 余思扬

江西中医药大学团委

书记 万泱

▲港剧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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