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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電 初春時節，《見字如
面》、《朗讀者》、《中國詩詞大會》
等一批蘊含濃厚文化元素的綜藝節目迅
速火遍中國網絡與熒屏，《中國詩詞大
會》第二季2月7日晚上演大結局，當
晚，這一文化益智類原創綜藝節目以絕
對優勢拿到了實時收視率冠軍。蘊含濃
厚文化元素的綜藝節目被看慣了熱鬧的
明星真人騷等娛樂節目的中國觀眾譽為
「一股清流」，在豐富了綜藝形態的同
時，也激盪起觀眾的人文情懷。
《見字如面》節目總導演關正文在接

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說，這正契合了中
國觀眾時下對高品質精神生活的需求。
一方講台上，一封封滿含歷史細節和

人情故事的書信，被老中青三代演員嘉
賓的朗讀所激活，展現文化與歷史，傳
遞人文與情感，讓觀眾與人物「見字如
面」。《見字如面》這檔讀信類節目從
2016年5月開始選信、聯繫嘉賓、錄製節
目，自12月31日播出至今，網絡點擊量
累計已破億，中國知名社區網站豆瓣評
分高達9.1分。
作為實力文化公司創始人，關正文曾

帶領團隊推出《中國漢字聽寫大會》、
《中國成語大會》等文化節目。他認
為，《見字如面》可以為觀眾提供「打
開歷史的一種特殊的窗口」。他說，
「因為節目中的書信大多為家書、情書
與友人書。作為私人往來交流的工具，
飽含真實性的信件是我們感知歷史細節
非常好的載體。」

為觀眾打開歲月之窗
從兩千多年前秦國將士黑夫的家書到

黃永玉與曹禺的正言直諫，再到抗戰時
期中國遠征軍戰士曹越華在緬甸戰場上
對愛人的深情思戀……節目中朗讀的每
一封信都如同鋪陳開一幅幅細節清晰的
歷史圖卷。而讀信嘉賓也多是「文化的

同路人」，他們用扎實的台詞功底和恰
當的情感表達，為觀眾打開歲月之窗。
「節目的代入感和參與感很強，可以

跟着每個詞句感受文學的魅力，跟着每
位嘉賓了解歷史的側記，並以此為始，
尋找更多作品去閱讀、去感受。」90後
觀眾李曉旭說。
文以載道，見字如晤。關正文說，信

件在開啟歷史閘門的同時，也讓觀眾感
知其中的人情、人性，激發觀眾獨立思
考的積極狀態，享有思考和認知的快
樂。在關正文看來，「一檔高價值含量
的文化節目，在相當程度上，它的認知
價值核心體現在對現代人的啟發上，一
種對活躍的思想狀態和感知狀態的啟
發。」
業內人士指出，近年來，真人騷、親

子騷、相親等各類綜藝節目呈現出爆炸
式增長，在受到一些觀眾追捧的同時，
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現出同質化、低俗
化、泛娛樂化傾向。而《中國詩詞大
會》、《見字如面》、《朗讀者》等一
批「清流」文化綜藝則讓觀眾在繁雜中
找到一份「走心」的沉靜，以「潤物細
無聲」的方式傳遞文化，有望在綜藝節
目市場中佔有一席之地。
正如網友Ciny在評價《朗讀者》節目

時所說，朗其情感，讀其人生，聽者融
入其中，遇見不一樣的大千世界。
「這一批文化綜藝讓我們體味中國文

化之美，於潛移默化中鼓舞和感染人
心。」在北京一家傳媒企業工作的王女
士說。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尹鴻認

為，一批文化類節目通過可視化、真人
騷等節目類型和內容上的創新，對於普
及文化、喚起文化發揮了一定作用。

是媒體應有的擔當
「傳統媒體的責任在於引領，讓人文

精神回歸是應有的擔當。」黑龍江衛視
節目部副主任、《見字如面》節目監製
楊巍說，文化回歸是個大主題，《見字
如面》「用書信情懷傳遞文化價值」。
在節目製作中，關正文切實體會到古

人的境遇和思考對現代人同樣具有借鑒
價值。他認為中華五千年傳統文化中的
精華更應該讓現代人分享、讓世界分
享，繼承傳統在某種意義上是為世界提
供中國的解決方案。
面對傳統文化類綜藝究竟能走多遠的

質疑。關正文表示，觀眾收看這類節目
最關注的還是內容和價值。「找優秀的
藝術家演繹這些信件，只是一個形式，
而它真正的傳播價值是一封一封淘選出
來的信。」《見字如面》團隊從幾萬封
信中精選出100餘封信，只為找出「值得
被更多人看到」的那些信，打造「長青
節目」。
在談到此類節目可持續發展的核心競

爭力時，關正文說，「最核心是做好內
容，讓觀眾覺得他們消耗在每一封信上
的每分鐘都是值得的。」
「做文化節目需要擔當和堅守，要靠

節目自身去吸引受眾，才能獲得長期認
可和支持。不管節目形式怎麼變，內容
依舊為王。」楊巍說。

英格蘭中部有個衛星城市名叫米頓堅
(Milton Keynes)，被英人譽為夢想中的
「烏托邦」和「伊甸園」，是新城鎮建
設的成功典範。中國自改革開放後，30
年來不斷派出考察隊來米頓堅取經。這
裡也和香港有一段淵源。據說，香港自
1997年回歸後，大批前政治部人員隱
居於米頓堅，改姓埋名「重新」做人。
米頓堅的城鎮規劃完善和開發有序，
難怪吸引了無數的中國考察隊。打開中
國交通技術網頁，發覺有不少學術文章研究
米頓堅的道路設計。例如，清華大學交通研
究所博士講師李瑞敏的文章說，他們飛抵倫
敦後，第一個去的地方就是米頓堅。文章稱
讚米頓堅的道路設計寬敞，大多是雙向四車
或六車行走，中間隔帶綠化；兩旁留有大量
停車用地、行人和單車通道。文章認為，中
國應該學習米頓堅交通設計的分離、連續和
宜人的理念。
米頓堅建於1967年，今年正是50周年紀
念。這個本是名不經傳、四周是荒廢農地和
泥漿的小村莊，如今成為英國經濟重鎮，吸
引了大眾和平治等名車品牌在這裡設廠；市
內的購物中心，更被譽為歐洲最美麗的現代
建築物。趁着這個50周年慶典，「仿效米頓
堅」的宣傳活動如排山倒海。
英國在二戰結束後，經濟衰退，工業一蹶
不振。為了疏散大城市的人口密集，英政府
決定在倫敦周邊地方發展新城鎮，於是看中
離開倫敦僅50英里(80公里)、佔地34平方英
里的小村莊—米頓堅。
米頓堅首先興建公屋，遷進大批低收入家
庭。這些公屋用料極差劣，全是一排排毫無
特色、呈長方形的混凝土灰樓；馬路中間有
循環單軌電車行走。據發展公司於1977年的
報告指出，早期的公屋居民逾五成來自倫
敦，他們大多是對前景迷惘、生活潦倒和婚

姻失敗者。
英政府為了令市民安居樂業，製造許多投

資環境，吸引如汽車廠等工業進駐，創造職
位。在1971年至1981年間，米頓堅成為全
英國最容易找工作的地方之一。
按照最初構思，米頓堅興建的公屋和私屋

數目各佔一半。但據去年的統計數字顯示，
私屋數目已躍升至佔七成四，大部分居民屬
年輕人。而且種族和諧，少數民族佔26%(華
人數目佔上風)，就業率高於全英國，成為其
他城鎮的學習典範。
米頓堅人口只得25萬，市內種了2,200萬
棵植物；舊時的泥漿和農地，如今改建成湖
泊和河流，圍繞着大公園。單車徑長達186
米，沿途花香鳥語。因市內道路規劃完善，
從來不會塞車；居民引以自豪地說，他們路
路暢通，由街頭一直開車至街尾，一刻也不
用停。行人道由柏油和碎石鋪設，以防行人
滑倒。橫跨馬路的行人道，全是隧道或架空
天橋，以減少交通意外。
米頓堅還佔了一個天時地利的優勢—位

處劍橋和牛津兩個大學城之間，所以米頓堅
除了有一個「綠帶」城之稱外，還是「腦
帶」城。
香港特區政府在覓地建屋之際，不妨也組

織考察團，來探訪這個夢想中的「烏托
邦」。

「清流綜藝」激盪中國觀眾人文情懷余綺平

夢想中的烏托邦

日前，一眾金像級電影人評
選出今次比賽各組別的冠

亞季軍，並舉行頒獎禮。評委之
一、資深編劇及導演鍾敏強博士
表示：「這屆比賽無論是水準還是
參賽的踴躍程度皆是歷屆之最，作
品都展現了無限創意及熟爛的拍攝技
巧，未來這些作品還會進軍中國少兒
微電影節。」得獎影片將於3月4日
上午在iSQUARE鳳凰影院獻映，也可
以在主辦單位的官方網站欣賞得到。

走出陰影活出自我
初中組金獎由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的作品

《再踏》奪得。故事講述主角受朋友鼓勵，
並透過自身努力，最後克服了對單車的恐
懼，更藉自身經歷，勉勵另一因少時候被欺
負而對所有人充滿戒心的男同學打開心扉。
最後兩人互相扶持，一起克服了自身的問
題。
雖然只是初中學生，但得獎同學們卻深諳
一個鏡頭勝過千言萬語的道理，大膽運用了
複雜的鏡頭語言。長約五分鐘的作品只有寥
寥幾句對白，而是多以影像、剪接及背景音
樂推動劇情。得獎同學向記者介紹，她們拍
攝時刻意採用了「閃回」及「象徵」的手
法。「兩位主要角色都一直被童年的陰影籠
罩，所以我們以『閃回』的方式，透過剪接
技巧，將現在與過去併置，穿梭於童年與青
少年之間，刻畫童年的創傷如何影響青少年

時期的主角。」另外，她們又提到在作品中
重複出現的「單車」及「滑梯」的意象：
「滑梯一方面是我們的童年回憶，另一方面
隱喻了時間的流易。時間可以沖淡我們的傷
疤，讓長大了的我們重新鼓起面對問題的勇
氣。單車一方面是貫穿整個故事的主題，另
一方面也比喻了人生要不斷向前行，不應該
停下步伐，要努力克服所有難關。」

勉勵學生珍惜生命
高中組金獎由樂善堂梁植偉紀念中學的輕

生話題作《黎明之前》獲得。近年不少學生
因不堪讀書、家庭及感情壓力而選擇輕生。
得獎同學以此為題材，描述四位主角因為家
庭破碎、向現實妥協而放棄了夢想、友情撕
裂及自我形象低落等原因而選擇集體輕生。
陰間的死神對他們作最後的質問，結果四人
對自我作無情的拷問，透過反思生命的可貴
及回想人生美好的事情，完成自我的救贖，
最後奇蹟甦醒過來。故事結局成功帶出正能
量，勉勵時下年輕人要勇於面對逆境，珍惜
生命。
得獎同學向記者

透露，為了營造死
神出現時的神秘氣
氛，她們特意選擇
在南生圍取景，更
利用了「航拍」技
術拍攝：「因為南
生圍遼闊無垠，給

人一種身處異域的感覺，航拍鏡頭也讓我們
可以以鳥瞰式角度拍攝，配合打燈和後期製
作，使畫面的氣勢更磅礡、更奇幻。」另
外，在其他細節上，同學們也是費盡心思：
「因為拍攝時間很緊絀，要在一天內拍完，
所以我們一開始就畫好了分鏡圖。最後一幕
四位同學甦醒時看似躺在不同房間的病床，
其實都是在同一間房拍攝而成，只是佈置改
變了而已。」最後，他們感觸地表示：「最
近學校附近又有學生自殺，我希望這部微電
影可以反映到時下學生的心聲。雖然我們本
身都不是出自富有的家庭，但也要自強不
息。人生不應該是負面的，青年人都有很美
好的將來。」

剖白時下中學生夢想
個人組金獎由林浩晉編劇、陳子山執導及

凌傑瀧主演的《如果電話亭》拿下。故事運
用天馬行空的想像力，講述一位平庸落泊的
中學男生無意中在街上遇到動畫《哆啦A
夢》中的法寶「如果電話亭」，只要在話筒

說出自己的心願，就可以立即在沒有任
何付出的情況下把心願達成。結果他一
夜間變成了全班成績最好的學生、學會
了彈奏樂器及開始了與自己一直暗戀的
女同學交往。後來，他發現這些不是靠
自己努力換來的成就都是虛有其表，不
值一提，風光過後只剩下無奈與後悔。透過
前後的比較，帶出年輕人不應走捷徑，應靠
自己的努力實踐夢想。
作品題材親切貼地，拍攝技巧上乘，林浩

晉表示，故事其實是以自己的親身中學生活
經歷為藍本：「我是一個很平凡的男仔，但
總是想過一些不平凡的生活。」另外，高中
時，平時很喜歡看電影的他修讀了新高中應
用學習課程中的「電影及錄像科」，從中掌
握了不少製作技巧。機緣巧合之下，他和同
班同學陳子山一起參加了是次比賽，從編
劇、執導、攝影、收音、剪接到後期製作等
等都由兩人一手包辦。「很多同學看完我們
的微電影也表示和片中主角身同感受。這個
故事是對別人，也是對自己的一個警惕。」

中中學學「「奧斯卡奧斯卡」」中中學學「「奧斯卡奧斯卡」」
鼓勵學生展翅高飛鼓勵學生展翅高飛

創燦爛人生創燦爛人生
鼓勵學生展翅高飛鼓勵學生展翅高飛

創燦爛人生創燦爛人生

青年學生輕生青年學生輕生、、不堪功課壓力不堪功課壓力、、誤入歧途誤入歧途、、死讀書死讀書、、對未來欠方向等話對未來欠方向等話

題題，，近年來一直充斥於坊間近年來一直充斥於坊間。。在一片愁雲慘霧之際在一片愁雲慘霧之際，，有有「「中學奧斯卡中學奧斯卡」」之之

稱的稱的「「第四屆全港中學微電影創作大賽第四屆全港中學微電影創作大賽」」以以「「展翅高飛展翅高飛」」及及「「燦爛人生燦爛人生」」

為題為題，，讓同學靈活地運用各類不同的專業電影拍攝手法讓同學靈活地運用各類不同的專業電影拍攝手法，，製作出勵志的人製作出勵志的人

生故事生故事：：有從失敗中站起來的有從失敗中站起來的、、有鼓勵勇敢追逐夢想有鼓勵勇敢追逐夢想、、有幫助他人的有幫助他人的、、有有

關注朋輩自殺問題關注朋輩自殺問題、、有帶出親情及友情等有帶出親情及友情等，，宣揚積極向上的人生觀宣揚積極向上的人生觀，，提倡提倡

逆境自強的精神逆境自強的精神。。 文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添浚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添浚 圖圖：：主辦單位提供主辦單位提供

■■米頓堅的城市規劃獲不少國米頓堅的城市規劃獲不少國
家和地區借鏡家和地區借鏡。。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再踏》截圖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憑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憑《《再踏再踏》》
獲初中組金獎獲初中組金獎

■■樂善堂梁植偉紀念中學憑樂善堂梁植偉紀念中學憑《《黎明之黎明之
前前》》獲高中組金獎獲高中組金獎

■■眾評審及主辦單位代表合影眾評審及主辦單位代表合影

■■由林浩晉編劇由林浩晉編劇、、陳子山執導及凌傑瀧陳子山執導及凌傑瀧
主演的主演的《《如果電話亭如果電話亭》》獲個人組金獎獲個人組金獎

■■《《黎明之前黎明之前》》劇照截圖劇照截圖

■《如果電話亭》劇照截圖

■《見字如面》節目受歡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