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团团·BaoBao本版编辑 / 张蕾 美术编辑 / 李晗

Tel：010-640982034 2022 年 9 月 14 日 星期三

社址：北京海运仓 2 号 邮政编码：100702 电报挂号:5401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1—0061 邮发代号 1—9 报价：每月 33 元 零售：每份 1.8 元 广告许可证：京东工商广登字 20170074 号 客户订阅电话：11185 中国邮政报刊在线订阅网址：BK.11185.CN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刘昶荣

9 月 5 日，媒体见面会开始前，妻

子段睿帮蔡磊摘下了口罩。今年是蔡磊

确诊渐冻症的第四年，现在，他的生活

基本无法自理，像摘口罩这样需要抬胳

膊完成的动作，他无法做到。

渐 冻 症 的 学 名 是 肌 萎 缩 侧 索 硬 化

（ALS），是一种发病原因至今尚未明确

的罕见病。2019 年，蔡磊曾住院 4 个星

期，最终确诊患了这个病。渐冻症的确

诊因为没有明确的生物标志物，只能通

过辅助手段。

渐冻症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五大绝

症之一，是一种无法治愈且能够致死的

疾病。从出现症状到去世，患者的存活

时间大约为 2-5 年。所以，确诊 4 年后

还可以走路的蔡磊，从某种角度而言又

是幸运的。

蔡磊也十分珍视这份幸运，他正在

拼尽全力和渐冻症抗争，要在绝望之中

拼出一丝希望。

最后的“子弹”

那 天 ， 41 岁 的 蔡 磊 确 诊 为 渐 冻

症，他的幸福生活戛然而止。让蔡磊无

法接受的，是渐冻症患者弥留之际的状

态，很没有尊严。由于肌肉萎缩，患者

最后阶段的呼吸需要靠机器支持，无法

说话和吞咽，“吃饭”要靠胃管往胃里

注入食物。大小便无法自理，排便的时

候，需要用手去抠。

确诊后，蔡磊向段睿提出过离婚。

他们刚结婚没多久，孩子也未满 1 岁。

蔡磊说，其实也不是真的想离婚，就是

觉得人不能自私，刚结婚就拖累她，不

合适。段睿没有同意，她说：“没到那

份儿上，不至于。”

蔡磊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曾任多

家 企 业 高 管 ， 2011 年 加 入 京 东 集 团 ，

确诊时，已是集团副总裁，身价过亿。

蔡 磊 工 作 上 的 成 就 和 他 很 拼 的 性 格 有

关，现在，蔡磊仍然保持着每天十二三

个小时的工作节奏。为了方便回复手机

消息，他找到了一个可以连接手机的鼠

标，用仅剩的几根能动的手指操作。现

在他还能说话，就用语音输入。也可能

是这个拼的性格，最终把他从渐冻症的

绝望中拉了出来。

据不完全统计，渐冻症被记载的近

200 年 中 ， 已 有 约 1000 万 人 死 于 这 个

病。蔡磊最 开 始 想 到 的 是 研 发 可 以 治

疗 渐 冻 症 的 药 物 ， 但 到 目 前 为 止 ， 这

个 病 的 发 病 原 因 尚 未 明 确 ， 退 而 求 其

次 ， 蔡 磊 先 建 立 了 渐 冻 症 患 者 科 研样

本平台，已经有 1000 多名患者加入其

中。此外，他还设置了研究渐冻症的慈

善信托。

蔡磊觉得自己还没有拼尽全力。9
月 5 日 ， 在 媒 体 见 面 会 上 ， 他 宣 布 ：

“在我去世之后，将把大脑和脊髓组织

无偿捐献给医学研究使用。既然全世界

都无法攻克渐冻症，没有特效药，也找

不到病因，我就豁出去，打光自己的最

后一颗‘子弹’，为下一代病友带来更

大的救治希望。”

从绝望中点燃希望

“渐冻症累及的主要器官是大脑和脊

髓这两个非常重要的中枢神经器官。如果

皮肤生病的话，我们可以取一块皮肤进行

活检，但是对于大脑和脊髓来说，不可能

在患者生前完成这项工作。”国家发育和

功能人脑组织资源库（中国医学科学院基

础医学研究所）副教授仇文颖在回答中青

报·中青网记者提问时，解释了渐冻症患

者捐献大脑和脊髓的科学价值。

医学科学家在研究一个疾病时，通

常会采用动物模型，但是动物模型和人

的差异是非常大的。仇文颖举例说，阿

尔兹海默症的研究中发现，在小鼠模型

上 针 对 Aβ 蛋 白 的 治 疗 有 很 重 要 的 作

用，但是同样的治疗方法在人身上却没

有获得令人非常满意的疗效。

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健康和疾病

人脑组织资源库学术委员会主任、复旦

大学脑科学转换研究院院长段树民说，

很多疾病都是人类特有的，虽然可以造

一些动物模型，但是无法模拟人体组织

的真正发展情况，所以有大脑组织可供

研究非常重要。

国家健康和疾病人脑组织资源库成

立了约 10 年，目前收集到大约 300 个大

脑 组 织 ， 但 是 罕 见 病 患 者 的 一 个 都 没

有。段树民说，蔡磊及其他渐冻症患者

捐 献 大 脑 和 脊 髓 组 织 的 行 为 是 一 项 壮

举，有可能改写中国脑库的发展史。

在媒体见面会的前几天，蔡磊去武汉

见了被授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的

张定宇。张定宇也是一名渐冻症患者，他

的双腿肌肉萎缩比较严重，今年还因为走

路摔了一跤，摔断了多根肋骨。

听了蔡磊的介绍后，张定宇毫不犹豫

地同意捐献大脑和脊髓组织，而且很肯定

这 件 事 的 意 义 。 据 了 解 ， 在 蔡 磊 的 动 员

下，已经有约 1000 名渐冻症患者同意捐

献大脑和脊髓组织。

渐冻症患者的发病年龄较早，一般在

30 岁-60 岁。很多人正值壮年，他们处于

事业的上升期，也是家庭的顶梁柱。被确

诊之后，渐冻症患者的肌肉会在短短几年

内迅速萎缩，与此同时，他们的大脑是清

醒的。这意味着，渐冻症患者会眼睁睁看

着自己各项功能退化，无能为力。

这是一种绝望的感受，治疗技术的进

步或许是唯一的亮光。“这需要每个人的

努力。如果我死了，也不管别人，那可能

永远都不会有突破，那就真的绝望了。还

是要给别人带来希望，这样社会才能越来

越美好。”蔡磊说。

目前，已经有两位渐冻症患者完成了

捐 献 ， 他 们 的 遗 体 也 一 并 捐 给 了 医 学 院

校，成为“大体老师”（解剖医生对遗体

捐献者的尊称）。

虽然身患绝症，但是蔡磊和张定宇都很

庆幸得到了妻子的支持和无微不至的照顾。

段睿说，虽然渐冻症患者的生命可能非常有

限，但是他们如果利用有限的时间做了很多

有意义的事，那么他们的生命也是完整的。

大脑和脊髓是他最后的“子弹”

段 睿 正 在 帮

蔡磊摘口罩。

中青报·中青网

记者 刘昶荣/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对于导演李少红而言，创作一

部展现新冠肺炎疫情下普通人生活

的 电 影 ，似 乎 是 很 自 然 的 事 。电 影

《世间有她》出品方找来的时候，跟

李少红一拍即合：她刚好就有记录

和表达这方面内容的愿望和欲望，

“因为我们都是亲历者”。

而且，是站在女性视角去讲这

个故事。

最近，由张艾嘉、李少红、陈冲

3 位知名华语女导演联手执导的电

影《世间有她》上映。

电 影《世 间 有 她》讲 述 了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普通人如

何在困境中找寻爱与希望的治愈故

事。沈玥与婆婆李菊从代际关系引

起的冲突摩擦到互相和解；李昭华

和周晓璐被迫异地不得相见，但仍

然依靠手机分享生活关心对方；梁

静思和丈夫何达仁因为家庭角色失

衡面临决裂，却在平凡的小事中找

回了初心。

电 影 以“ 她 ”视 角 关 照 现 实 生

活，细腻地刻画出普通人面对困境

的不屈与坚守。三个单元故事里的

平凡的“她”，每一个都闪耀着动人

的光芒。

创作过多部女性题材作品的李

少红，除了关注和思考“女性视角”

的议题，还一直致力于扶持青年导

演的成长。

日前，导演李少红接受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专访，讲述电影中的“她

们”，以及幕后的“她们”。

在疫情下“社会最小
单元”的家里，女性如何
对待自己

这一次，李少红执导电影中的

“她们”，是家庭被疫情骤然冲击后，

面对诸多难题的女性身影。

“拍一个现实困境下最接地气

的每个家庭的故事，这个命题特别

打动我。”谈到《世间有她》的创作契

机，李少红说，2020 年上半年，大家

都在亲历一个非常不同的阶段，“我

们每个人其实都回到了家庭，然后

感受了这个经过”。

《世间有她》总制片人董文洁找

到李少红、张艾嘉和陈冲，请这 3 位

女导演从女性视角出发，从不同的

角度，讲述普通人和家庭亲历疫情

的故事。

各行各业的人都在通过自己的

方式帮助前线的人，而身为导演，李

少红觉得用镜头记录这段时间特别

有意义。

李少红执导的单元，聚焦于一

对 婆 媳 关 系 上 。因 为 片 中 沈 玥（周

迅 饰）与婆婆李菊（许娣 饰）相继

被感染，沈玥的丈夫被迫带着儿子

住 到 别 处 。极 端 糟 糕 的 情 况 ，激 发

了 婆 媳 之 间 的 矛 盾 。然 而 她 们 在

争 执 中 渐 渐 走 向 理 解 ，也 意 识 到

在 家 庭 中 女 性 首 先 要 重 视 和 照 顾

好自己。

演员许娣认为《世间有她》这个

名字特别好。“女人确实在这个社会

中顶起了半边天，我们用智慧，用力

量支撑着家庭，我们的家庭就是最

小的社会单元，所以说女人很了不

起，我们的故事很了不起”。

李少红指出，疫情期间每个家

庭都有各种各样的经历，意外可能

会随时降临，事情不都是以人的意

志来决定的。

“每个人感觉都很强烈，疫情让

大家都回归了家庭，放大了家庭对

每个人的影响。然后你会在这种恐

慌之后，突然发现你忽略了亲情和

家人的存在，也忽略了自我的存在

已经很久了。”

而婆媳关系，是一种观察家庭

的视角。

“在‘社会最小单元’的家里面，

她们（婆媳）相互之间产生的互动和

对这个家的影响，我觉得是非常强

的。”李少红说，在电影中，平时习惯

于关爱其他家人的两个女性，自己

被病毒感染，遇到了危机，“我觉得

可以特别强烈地反映出来，从女人

的角度她们会怎么样去对待自己？

怎么样对待这种经历？情感上的冲

突会非常突出”。

摩擦因“爱”而生，爱的不同表

达，是造成一些家庭关系摩擦的根

源。电影中，总是把一颗心拴在儿子

和孙子身上的婆婆，通过儿媳意识

到“自我”的存在。

在李少红看来，家庭中的婆媳

就仿佛是互相映照的“镜像”关系，

她们看见彼此的同时，又重新观察

自己。

“女性还是要关照自己、正视自

己的存在。你自己强大了、独立了，

才有更大的力量去关照别人。”李少

红说。

确认自我、生命力顽
强，青年女导演们如何往
前走

电影之外，李少红也一直关注

女性创作者群体，希望更多青年导

演走出来。

“现在越来越重视女性视角、女

性的表达了，我觉得这点挺好的，因

为只有女性可能最能够表达女性的

主题和她的观察。所以这是越来越

被认可的视角了，在以前可能很少，

凤毛麟角。”

李少红认为，女性消费群体的

崛起，促使她们对女性题材作品的

需求越来越强烈。文字作品、视觉产

品，成了女性群体精神和生活表达

的一部分。

李少红坦言，原先导演这个职

业往往“被大家规划为男性职业”，

女导演的数量和机会都很少。这对

所 有 选 择 从 事 这 个 职 业 的 女 性 提

出 了 更 多 要 求 ，要 更 加 坚 强 ，不 怕

困难。

对于女性题材、女性创作者的

发展，李少红觉得，可以更加注重现

实 生 活 的 视 角 和 题 材 。另 外 ，她 觉

得，社会不应该对女性“标签化”。

“其实有时候标签化会有一个

消费的导向，觉得好女人应该是淑

女，是女强人，应该做什么，不应该

做什么。它是在无形中规范了你的

行为。女性被过度强调也是一种标

签化。它应该是公平正常的，是自然

存在的一部分。”李少红说。

通过扶持青年导演成长的“青

葱计划”，李少红欣喜看到，坚持投

身电影行业的年轻女性不在少数。

“一开始我们办‘青葱计划’的

时候，我还特别担心说女导演别太

少了，七选八选的都选不上。但我发

现女性真的非常顽强，生存能力太

强了。选手报名的（女性）几乎能占到

一半，坚持到最后五强的也能占到一

半儿。你说她们多么有战斗力！”

李少红感慨，现在青年女导演

生 命 力 很“ 顽 强 ”，以 及 她 们 对“ 自

我”非常认可。

“（她们）不像我们这一代还恍

惚了很长时间，还在跟自己作斗争，

说我到底要用我自己的女性视角还

是应该用一个公共视角？女性视角

是不是狭隘了？对于她们来讲都没

有这个过程，我觉得她们的自信程

度还有她们表达的信念，都是很清晰

很执着的，所以后来我一点儿担心都

没有了。”

作为“青葱计划”发起人，李少红

曾表示，“青葱计划”的任务就是要把

年轻的导演真正推向市场。“我们要一

代代传下去，让更多的青年导演从‘青

葱’走向电影、走向观众。希望‘青葱’

是一个标志，是青年导演处女作的摇

篮，是我们留在历史上的足迹”。

今年 7 月，在第七届青葱计划创

投会上，李少红对“青葱计划“过去七

年的成绩作了一次总结：“这 7 年中，

我们已推出了 20 多部电影，其中已有

6 部进入院线公映，有 3 部在流媒体平

台上线播出。”

李少红提到，平时青年导演找自

己聊天，还是会聊该怎么坚持自己的

艺术创作，谈论关于“信念”的话题。

“我觉得这个是自始至终都要坚

持的，因为生存状态是很艰难的，在这

里面你要坚持你的艺术追求的话更加

艰难，因为有一个是市场和商业的要

求，还有一个是你作为作者的要求，这

两个中间怎么能够不矛盾？不会慢慢

地被消磨掉？这都需要我们一直要坚

持，能够头脑清醒，能够保持对社会和

现实的观察能力。”

现阶段，李少红最珍惜的创作状

态是怎样的？

她 笑 言 ：“ 抓 住

一 切 机 会 吧 ！（抓 住

一 切）可 能 性 去 坚

持 自 己 的 一 些 艺 术

上的创造。”

电影有“她”格外动人
——专访《世间有她》导演李少红

□ 孙艺铭 曹 伟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 超

计杏元，是土生土长的苏州市相城区渭塘人。同时，他

也是苏州市渭塘淡水珍珠加工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

18 岁时，他就跟着祖父学做珍珠生意。当时，计杏元一

家几乎所有的收入都来自珍珠：“我的祖父和父亲都有这方

面的技术，我不上学的时候就跟着他们一起做。”

他说，冬天种的蚌最好，当地的农人也不用种田插秧。

所以每年 10 月以后，就是计杏元一家固定的、为珍珠奔忙

的时光。

最辛苦的是捞蚌。当时捞蚌没有专业的手套。一切成果

都要靠双手来创造。他们把小船划到湖里，身子靠着船沿，

双手就直接插到冰冷的湖里去捞。“膀子上红得不得了，手

都裂开了，到处都是冻疮。”计杏元回忆。

改革开放后，国家将珍珠列为农副产品，珍珠的销路打

开了。

这些年来，到店里购买珍珠的大多是“老客户”，年轻人

很少会到线下店里购买他们的珍珠产品。

计杏元逐渐意识到，想把珠宝生意做好，终究还是要靠

年轻人带动销量：“我调查研究了一下，发现 80%的年轻人

都是在网上买东西。”

从 2007 年开始，他就开始尝试在阿里巴巴上卖珠宝。

卖了一年半，可并不成功，因为那时候在电脑上购物不那么

方便。

为了走进年轻人的世界，拓展思路，计杏元东奔西走，

每年至少要去 3 次国际性的珠宝展览，了解时尚潮流和新

的珠宝款式。

在设计上，他一直在揣摩年轻人的心理，在年轻的款式

上下功夫，还与在香港国际珠宝展上认识的广州、深圳的商

人们谈起合作：他负责设计珠宝样式和种蚌，把质量上等的

珍珠邮寄到合作的厂商那里，厂商根据图纸把珠宝制作出

来，计杏元再销售和推广。

计杏元介绍，他们现在和厂商合作，设计的吊坠、戒指

和耳钉销量很不错，年轻人都很喜欢，尤其是这 3 年，几乎

形成一种“潮流”。

在销售方面，2012 年，计杏元重回线上销售领域，还慢

慢开始在淘宝和拼多多上做线上直播带动销量。

他手把手带出了 6 个直播间主播，从镜头前的动作表现，到直播过程

中的讲述方式，全都是他之前自己直播时摸索出来的。

现在，他这个传承人的工作在互联网上有了更大的延伸。

这一次的销售成果很显著。在两个销售平台，每天都有“回头客”推荐

身边同事和朋友进直播间。现在的“苏印珠宝”直播间，每天从早上 7 点播

到晚上 12 点，直播时长高达 17 小时。

目前，仅在拼多多一个平台，粉丝数就达到 40 万，这让计杏元不敢想

象。以前是单独面对顾客，现在要同时面对几万顾客，互联网给这个行业

带来的变化在他身上体现得很明显。

现在的他每天都很忙碌，他不仅要解决主播直播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全程把控电商平台流量，还要抽时间见客户，监督员工们的珍珠加工质量。

庆幸的是，到现在，他还维持着一周至少设计 3 款珠宝的创作频率。

因为，他始终觉得，互联网再怎么发展，好创意、好作品，还是“看家本领”。

采访时，计杏元拿出手机照片，展示他近期设计的作品。他最近设计

了一款口罩吊坠，“是受这个新冠肺炎疫情大环境影响而产生的灵感”。

吊坠是银制的口罩形状，中间托着一颗白净亮丽的珍珠，配以黑线和

绿色的碧玺，不仅设计巧妙，色彩搭配也很舒适。目前，这款口罩样式的吊

坠已上市。

“我每天基本要凌晨两点才休息，现在直播带货太火爆了。”计杏元

说，他经常处理事务到凌晨 4 点，“有时候我坐在那里，人就要睡着了”。

为了把这项手艺传承下去，

计杏元的儿子也回到他身边，此

前还专门去北京学习了珠宝设计

专业。当然，计杏元也要费尽心思

把自己的看家本领传给儿子。

“看一个珍珠的好坏、判断它

的价钱，没有专业的仪器，都是要

靠眼光看出来的。”他有时候会拿

一颗珍珠考儿子，儿子现在能判

断出 50%以上。“我孙女今年已经

16 岁 了 ，我 也 告 诉 她‘ 这 个 本 领

将来还要传给你’。”

为了让珍珠成为年轻人的潮流

团安溪县委始
终心系青年，聚焦
落实政治责任，把
茶乡青年紧密团结
在党的周围。我们
聚焦青少年健康成
长 ，全 面 规 范“18
岁成人礼”；广泛凝
聚各行业青年，首
次评选“安溪青年

五四奖章”；聚力培养新一代青年企业
家，与厦门大学合办“溪引力·创新研
修班”；助力全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大
局，招募一批批茶乡“志愿红”值城守
乡，组合形成“安溪少年家”工作品牌。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提升“三力一度”，
实施“领航、建功、治理、志愿、改革”五
大先锋行动，团结带领安溪少年家在
全面建设具有茶乡特色的现代化中等
城市中贡献青春和力量。

电影《世间有她》剧照。 片方供图

团 福 建 省 泉 州 市 安

溪县委书记 林水能

团杭州市富阳区委办

公室负责人 曹杰

作为新时代
基层青年团干，我
和同事们持续聚焦
新兴领域青年精准
服务，通过探索“共
青团+青年骨干+
社会机构”的团办
青年社团模式，已
建立青年创业、红
色观影、烘焙制作、

荧光夜跑、趣味悦读等青年社团 8 家，
组织开展各类社团活动百余场，直接
服务青年 2300 人次。下一步，我将秉
承“杭州对青年更友好、青年在杭州更
有为”服务初心，以八大团办青年社团
为载体，夯实社团竞赛比武机制，提升
社团服务青年专业水平，优化社团内
部管理模式，真正将服务青年工作做
进青年内心。

苏 州 市 渭 塘 珍 珠 非 遗 传 承 人 计 杏 元 ，

用 直 播 的 方 式 推 销 传 统 手 工 艺。图 为 工 作

坊 女 主 播 直 播 销 售 珍 珠 场 景。 曹 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