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余冰玥

“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有多少个？”

“ 建 交 时 间 谁 记 得 住 ？”“ 巴 拿 马 运 河

是哪两个大洲的分界线？”

“ 我 知 道 ！”“ 选 我 ！”参 与 互 动 的

孩 子 争 先 恐 后 地 举 手 ，现 场 气 氛 热

烈。第一个答对的孩子获得了一枚贴

纸，上面印着中国与中非共和国的建

交印章。印章上大熊猫和非洲草原象

的卡通形象生动可爱，也浓缩着深刻

的历史事件与外交内涵。

近 日 ，《中 国 青 年 报》记 者 在“ 温

暖一平方”直播间采访了世界知识出

版社暑期开展的“世知社暑期发展计

划 —— 世 知 社 开 放 日 ”活 动 。世 界 知

识 出 版 社 位 于 北 京 市 东 城 区 干 面 胡

同 51 号，在这条不到 300 米长的胡同

里，曾居住过钱钟书、杨绛夫妇，以及

李健吾、茅以升等中国科学文化史上

的大师学者。世界知识出版社通过在

世知书店、时音文创体验店和外交文

化空间举行五大洲趣味知识讲解、外

交文创手工制作体验等活动，为周边

社区的孩子们讲起“世界知识课”，打

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奇妙之窗。

世 知 书 店 主 理 人 徐 茜 向 记 者 介

绍，“世知社暑期发展计划”共开展了

五次活动，按区域向孩子们介绍各大

洲 与 各 个 国 家 的 地 理 特 征 和 风 土 人

情。活动针对中国 181 个建交国家，设

计了“建交章”环节，为孩子们讲解建

交国的国花、国鸟、建筑等知识，学习

建交章元素。

“孩子参加这一类地区和国别的

知识介绍活动，还是第一次。”一位带

着 5 岁女儿来参加活动的父亲接受记

者 采 访 时 说 ，外 交 文 化 别 具 魅 力 ，具

有 视 野 的 宽 广 性、文 化 的 多 元 性 ，能

给小朋友带来新奇感，接受与中国不

一 样 的 自 然 风 光 和 文 化 。“ 老 师 把 美

洲 和《疯 狂 动 物 城》小 动 物 结 合 起 来

讲，寓教于乐。”

世 界 知 识 出 版 社 青 年 员 工 刘 慧

涵刚入职 4 个多月。活动现场，她带着

孩子们参与互动提问环节，体验具有

出版社特色的凸版印刷、十二生肖雕

版 印 刷 等 具 有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魅 力 的

手工，有时还会带大家制作世界著名

建 筑 拼 图 ，感 受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老

北京毛猴”。

“ 有 个 小 姑 娘 第 二 次 来 时 ，特 意

跑 来 问 我 ：老 师 ，这 次 我 们 还 有 没 有

印刷体验的环节？他们展现出的热情

让 我 很 惊 喜 。”刘 慧 涵 感 慨 ，“ 我 们 希

望通过暑期计划，激发青少年朋友们

对于世界知识、外交知识和传统文化

的 兴 趣 ，让 他 们 参 加 完 活 动 回 到 家

里 ，还 愿 意 再 去 查 阅 资 料 ，挖 掘 和 探

索 相 关 知 识 。我 们 期 望 播 下 一 粒 种

子，等待孩子们慢慢成长。”

“我家孩子最喜欢的环节是知识

介 绍 和 互 动 体 验 。”从 事 图 书 相 关 工

作的车先生说，现在手机、网络发达，

孩子知识获取渠道很多。而在文化空

间 请 专 业 老 师 系 统 性 地 给 孩 子 做 世

界知识讲解，同时开展互动提问和文

创手工制作体验，让孩子有动手动脑

的机会，是不错的方式。“孩子每次活

动 结 束 回 家 都 会 带 上 一 些 自 己 制 作

的小书签，给爷爷奶奶展示并分享故

事。世界知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

车 先 生 年 轻 时 是《世 界 知 识》杂

志 的 读 者 ，那 时 没 有 手 机 ，电 视 也 未

被 普 及 ，自 己 常 常 通 过《世 界 知 识 画

报》了解世界。“现在的孩子有机会出

国，日常还能接触大量的国外影视作

品 。但 网 络 信 息 良 莠 不 齐 ，我 们 中 国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要从娃娃

抓起。”

《世 界 知 识》杂 志 创 办 于 风 雨 飘

摇的 1934 年，创办人胡愈之先生曾在

创刊词中写道：“我们的后面是坟墓，

我们的前面是整个世界。怎样走上这

世 界 的 光 明 大 道 去 ，这 需 要 勇 气 ，需

要毅力——但尤其需要知识。”

“胡愈之先生曾说，中国是世界的

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员工刘春阳感

慨，当今时代我们和世界之间的交流

更加频繁，“对于青少年而言，更需要

了 解 国 际 知 识、世 界 知 识 ，这 有 助 于

为自己的人生作出更合适的规划。”

来自 北 京 市 石 景 山 区 的 华 抄 收

（化名）是 一 名 集 章 爱 好 者 ，每 到 节

假 日 便 会 去 书 店 、公 园 等 地 方 收 集

印 章 。世 界 知 识 出 版 社 自 主 品 牌 时

音 文 创 推 出 的 建 交 章 每 月 更 新 ，他

常常到这里打卡。

“小小一个章却具有历史的厚重

感，能够顺着这个脉络了解其背后的

外 交 事 件 。根 据 当 时 事 件 联 想 到 当

下，深感祖国繁荣发展来之不易。”华

抄收觉得，年轻人对于历史和外交的

了解一般来源于课堂或书本，来这里

能 够 沉 浸 式 地 体 验 外 交 历 史 知 识 的

魅 力 ，“ 填 补 了 我 外 交 方 面 的 知 识 空

白，对我而言是‘补课’”。

“ 无 论 是 书 店 、咖 啡 店 还 是 文 创

店，我们都希望给读者提供时间与空

间的享受过程。”刘春阳认为，或许一

个读者只需要一平方米，“大家在这一

平方的感受是温暖的，能学到一些知

识 ， 真 心 沉 浸 进 去 ， 我 觉 得 这 就 是

‘温暖一平方’的意义”。

胡同里的世界知识体验课

孩子们在世知社暑期发展计划活动现场。 徐 茜/摄

胶州市阜安街道以“青春社
区”试点为契机，在区域上以街道
团委为中心，南部市南社区团委
为头部，东部东关金街团工委、西
部街道团校为两翼，北部“阜安
里”步行街团支部为长尾，打造

“一核引领、四区联动”15 分钟青
年服务圈。机制上以“青年之家”
为主阵地安排团代表入室轮值，
在全处 118 个网格中全部配备

“青春网格员”解决青年“急难愁盼”问题，以街道青
工委为载体聚合科教文卫体、工商业等数万名年轻
从业者常态化开展技能互助、经验交流、政策宣传、
数据共享等活动，实现了“从青年中来，到青年中去”
的良好氛围。下一步，阜安街道团委将持续扩大团建
工作覆盖面，加大对基层团干部的培训教育，以社区
团委为据点，深化“15 分钟青年服务圈”，打造青年
身边的共青团阵地。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今年第十二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导

演陈国星携手藏族青年导演拉华加，带

来了电影《回西藏》。

《回西藏》讲述了首次前往西藏进行

援藏工作的“老孔”，在机缘巧合下结识

曾在内地读过书的“久美”，并请其担任

翻译，最终成为一生的朋友的故事。

没有“外来视角”，没有煽情片段，两个

青年一面接纳彼此不同的原生文化背景与

思想观念，一面相互扶持为当地乡民做事。

电影节首映后，有人评价，全程沉浸

于故事中，直到最后大银幕上浮现出孔

繁森和阿旺曲尼的合照，才将“老孔”和

现实原型对上号。有人感慨，原来主旋律

电影也可以拍得如此浪漫，如此文艺。

日前，藏族青年拉华加接受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专访，带观众在诗意光影中

再一次“回西藏”。

以小切入点完成大主题

陈国星曾执导过《横空出世》《孔繁

森》等主旋律佳作，获得第 20 届中国电

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和最佳故事片奖等

重量级奖项。

上世纪 90 年代，导演陈国星执导的

电影《孔繁森》上映，感动了无数人。陈国

星后来偶然了解到，一位名叫阿旺曲尼

的藏族老人，年轻时曾为孔繁森担任过

藏语翻译。这段真实的事迹，给陈国星带

来了新的灵感。

当陈国星开始带团队打磨《回西藏》

剧本时，他希望找到一个年轻一代导演

共同创作。该片艺术指导万玛才旦向他

推荐了拉华加。

青年导演拉华加生于 1989 年，毕业

于北京电影学院，曾执导佳作《旺扎的雨

靴》，是“藏地新浪潮”的代表人物之一，

并担任《塔洛》《清水里的刀子》《气球》等

影片的执行导演。

拉华加参与到《回西藏》影片创作中，

他那时感受到的剧本气质——“这是一个

比较常规的故事，但切入点很有意思”。

拉华加说，相较于陈国星导演前作

展现的人物年龄段，这次他们要展现的

是一位援藏干部年轻时期的故事，因而

呈现出不一样的气质。为了贴合角色，他

们选择宋洋这样有特点、对作品真诚的

青年演员来演绎。

陈国星认为这部影片是一次全新的

尝试。《回西藏》与之前的作品相比，故事

的切入点更小。创作过程中，他们有选择

地 对 真 实 人 物 的 经 历 进 行 切 割 和 再 连

接，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

“这部电影在表现手法上更艺术，没有用

传统戏剧手法起承转合去讲一个故事，

很多时候更加注重表达情感和感受”。

拉华加指出，片中藏族翻译久美的

角色，他们处理得相对“模糊”、神秘，是

希望久美代表许许多多藏族人，而老孔

亦不只是一个人。

“虽然结尾有孔繁森（字幕和照片），

但是我们希望片中‘老孔’能代表千千万

万 的 孔 繁 森 ，而 不 是 只 定 义 成 某 一 个

人。”拉华加说。

“如果你不看后面字幕的话，你完全感

受不到它是一个主旋律题材影片。”在拉华

加看来，主创希望把故事切入点放在两个

人身上，“用一个很小的点完成大主题”。

用平视的“藏族视角”讲故事

这位青年藏族导演，试图给原剧本

带来一些更自然、更“藏族视角”的表达。

拉华加举例，电影中老孔第一次到

岗巴县见到当地人的场景，在原剧本中

写的是“比较常规的藏族干部献哈达迎

接他”。但拉华加决定将这一幕改成：老

孔坐在很多藏族人中间，一起吃糌粑。

藏族干部热情招呼老孔吃，老孔不

知所措地把糌粑塞进嘴里，不小心呛着

了，引起了大家的哈哈大笑。

拉华加指出，学吃糌粑，代表了老孔

生活习惯上的第一次适应。借助这个小

小的饮食行为，观众更能感知到老孔“第

一次来到这个地方”的氛围，所以不需要

用常规的迎接方式来呈现。

久美领着老孔一点点走进当地人的

精神空间：朝圣者一路磕长头去冈仁波

齐，是无需追问的“心愿”；拉着小偷对着

寺庙起誓，是超越证据的“证据”。

藏族人的信仰、习俗、理念等，以一

种较为自然的调性流淌于《回西藏》的光

影叙事中，也让老孔与久美之间达成氛

围平和的“对话”。作为相当熟悉藏地习

俗的导演，拉华加希望能“不多不少、恰

到好处”地表现这些内容。

电影中，二人探望病重的曲珍奶奶，

老孔很着急，觉得应该赶紧送老人去医

院，而久美平静地坚持，曲珍奶奶不想去

医院。安静去世，就是老人的心愿。面对

老孔焦急而不解的表现，久美说：“老孔，

你是好人，但你不懂。”

“我们不会说这两个人谁对谁错，其

实都没有错，只是对于死亡，对于如何孝

顺老人的问题，两方有不一样的观点。”

拉华加说。

处理瘟羊、修水坝⋯⋯老孔想做的

每项工作，难免在过程中出现和当地人

观念的碰撞、冲突。但在久美的陪伴和帮

助下，最终这些事得以一一推进。

拉华加强调，《回西藏》是一部用平

叙的视角去描述故事的影片。“没有把任

何一个人的思想强加于别人的身上，这

是影片一个亮点。我们希望这部影片被

更多人看到，我们也在探讨和思考，怎么

样才能真正让主旋律电影被人们接受？”

意象化表达诠释援藏精神

在电影首映式上，制片人纪焕学表

示《回西藏》拍摄难度大，筹备周期长，创作

过 程 十 分 不 易 。他 分 享 了 一 些 幕 后 故 事 ：

“制片组全组 161人，40多人因为身体原因撤

下，几乎每个组员都成功减肥。影片中与汉

族有关的场景和道具都是剧组拉上去的，这

些点滴都能从侧面说明拍摄的艰辛。”

为了让演员更好进入状态，拉华加带

着老孔的饰演者宋洋去看了很多当地的寺

庙、房屋，喝当地的甜茶，去体验那种生活

和环境带给一个人的真实感受。

在拉华加眼中，这种感受对表演者尤

为重要。

“ 孔 繁 森 为 什 么 一 而 再、再 而 三 去 援

藏？他甚至最后去世在这片土地上。他和这

片土地以及这片 土 地 上 的 人 民 关 系 是 很

亲 切 的，他 肯 定 很 喜 欢 这 里 。我 们 影 片 里

也 体 现 了 ，久 美 问 老 孔 过 来 是 为 了 升 官

吗？然后老孔反问了一句：‘你觉得我过来

为了升官吗？’骑着马走了。不需要再表达

了，他是爱这片土地的，真正融入了当地藏

族群众里。”

针对片名《回西藏》，陈国星给出了他

的理解。因为西藏是老孔的第二个家乡，在

影 片 最 后 第 二 次 来 西 藏 对 他 而 言 就 不 是

“来”，而是“回”。

“躯体犹如空壳，何时亡亦无憾，智慧

如同金子，惋惜一同逝去。”藏族诗人更敦

群培写的一首诗歌贯穿电影，也成为对援

藏干部老孔贡献一生的注脚。

原剧本没有这首诗。有一天，拉华加和

该片摄影师郭达明去拉萨一家古老的甜茶

馆，在墙上看到了这首诗。郭达明问这首诗

何意，拉华加解释这首诗讲述了关于一个

人精神和内在智慧。郭达明觉得特别好，建

议加入片中。

最终，这首藏语诗歌被书写在片中久

美家中的墙壁上，由老孔发现和询问出来。

拉华加觉得，它成了电影一个核心元素。

《回西藏》最后有一段采用超现实风格的

长镜头，去隐晦讲述这位援藏干部的离世。在

亦真亦幻的氛围里，老孔来到久美和甜茶馆

老板娘的婚礼，与人群一起载歌载舞，可是

随着镜头转动，人逐渐稀少，最终老孔发现

自己孑然一身。在鲜花烂漫的山坡上，久美

骑马凝视老孔，老孔眼含泪水，神情悲伤。

等到老孔醒来，司机说“我们天黑之前

就能到阿里”——暗示当年 50 岁的孔繁森

是在完成考察工作返回阿里的途中，遭遇

车祸，不幸殉职。

拉华加指出，原剧本里写到的老孔人

生终点，是一场车祸后尘土飞扬的画面。但

他们最后决定选择用更意象化的表达，让

老孔和久美提前“在梦中告别”。

拉华加说，《回西藏》最后，老孔在湖边

骑马，此画面深意是：“孔繁森走了，但他在

这片雪域高原留下来的事迹和痕迹，永远

存在于这片土地上。”

片中老孔和久美去拉萨为修水坝事宜

奔走，准备返回时，老孔提出拍一张合照。

本不愿让自己模样留在世上的久美，最终

答应了老孔的提议。

久 美 的 原 型 人 物 阿 旺 曲 尼 在 2019 年

去 世 ，按 照 习 俗 ，不 留 遗 物 ，但 阿 旺 曲 尼

留下了那张与孔繁森的合影。

老孔，我们一起回西藏

这位藏族青年，把电影拍成诗

山 东 省 青 岛 市 胶

州 市 阜 安 街 道 团

委书记 鹿晓龙

团河北省唐山市委聚力全
局、精准发力，扎实推进全国青
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工作，为
实现青年与城市有机融合和良
性互动探索新路子、积累新经
验。高规格成立市委书记、市长任
双组长的试点工作领导小组，以
市委、市政府文件形式印发了《唐
山市青年发展“十四五”规划》《唐

山市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实施方案》等指导性
文件，推动出台了“凤凰英才”人才政策3.0升级版、
高校毕业生引进增长计划等青年普惠政策，组织开
展了“牢记嘱托担使命 英雄城市团旗红”、创业担保
贷款助力小微企业纾困解难等活动。下一步，我们将
进一步深化青年工作联席会议机制作用，持续打造
促进青年就业的政策平台、服务青年生活的体系支
撑和护航青年成长的制度机制，努力实现青年与城
市双向奔赴、共同成长。

团 河 北 省 唐 山 市

委 书 记 郭 斌

电影《回西藏》剧照。 受访者及北京国际电影节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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