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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刊部主办 主编 万芸芸 美编 杨 数10 文艺评论

当下，电影《长空之王》正在热映。用

该片导演刘晓世的话说，向更多人讲述中

国航空自立自强的故事，让观众走近为我

国航空装备进步默默奉献的群体，是他的

创作初衷。这部影片的主角既有“在刀尖

上跳舞”的试飞员，也包括为战机列装默

默 奉 献 的 设 计 师 、工 程 师 、医 生 、保 伞 员

等，他们夜以继日奋战，为国铸剑，逐梦蓝

天。

2 个多小时观影下来，许多观众的内

心久久不能平静。从影院出来后，笔者不

禁抬头凝视蓝天，心想：这抹宁静的蔚蓝

背后，有无数的他们在为我们守护。诗意

的 蓝 天 也 有 坚 毅 刚 强 的 一 面 ，包 括 与 之

“对话”的那群人。

说到航空事业，我们不会忘记，1949
年开国大典上，受阅的 17 架 飞 机 无 一 是

“ 中 国 造 ”。 我 们 自 豪 ，2021 年 在 庆 祝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100 周 年 大 会 上 ，我 国 自

主研制的 6 型 71 架军机组成 4 个空中梯

队 ，飞 越 天 安 门 广 场 上 空 。72 年 筚 路 蓝

缕，72 年风雨征程，我国航空工业实现了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跨越式

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外界的挑战就不

存 在 了 ，我 们 唯 有 把 核 心 技 术 牢 牢 地 掌

握在自己手中，不断提升实力，在国际上

才 会 有 话 语 权 。 就 像 影 片 开 头 ，某 国 仗

着 先 进 装 备 在 我 国 领 空 咄 咄 逼 人 ，烘 托

出 国 产 新 装 备 研 制 迫 在 眉 睫 的 时 代 背

景。

通 过 影 片 ，我 们 知 道 了 飞 机 制 造 涉

及 设 计 、制 造 、试 验 、试 飞 等 诸 多 环 节 。

其 中 ，试 飞 是 最 后 一 个 环 节 ，也 是 最 危

险 的 环 节 。 飞 鸟 撞 机 、失 速 尾 旋 、空 中

停 车 …… 毫 不 夸 张 地 说 ，试 飞 就 是 没 有

硝烟的战场，除了胜利，别无选择。截至

去年，中国空军试飞部队成立 70 年，中国

空军试飞员成功试飞 180 余型、2.2 万余架

国产飞机。这背后，是 500 多次的重大险

情和 32 名平均年龄只有 40 岁的优秀试飞

员献出的宝贵生命。即使这样，一代代试

飞员仍坚定地用智慧、勇气甚至生命一寸

一寸地拼出了中国战机的飞行包线。如

演员胡军饰演的张挺说，第一代试飞员是

勇气型，第二代试飞员是技术型，第三代

试飞员则是专家型。他们不只是飞行员，

也是“会飞的工程师和设计师”。报国之

志代代传承，具有鲜明特征的“代差”，也

生动勾勒出中国军事的发展历程，进一步

诠释了科技强军的重要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影视作品若要激

发受众情感共鸣，必须用具有质感的细节

刻画和人物心理刻画，把人物讲“活”。据

了 解 ，该 部 电 影 整 个 创 作 过 程 漫 长 而 艰

辛 。 以 创 作 团 队 采 访 为 例 ，从 飞 机 制 造

厂、飞行设计研究院到试飞中心，从飞行

学员、优秀试飞员到前线歼击机飞行员，

采访点多面广，采访对象有 100 多人。事

实证明，前期的苦功没有白费。一个个真

实、立体、不悬浮的人物形象，在观众心中

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比如，雷宇一开始执

着地与队友邓放一竞高下，在经历比拼落

败、试飞失败、张挺牺牲等磨砺和考验后，

这个大男孩长大了。他发挥所长，潜心钻

研，提出反尾旋伞的想法。再比如，张挺

既是视死如归的硬汉，也是“没有与妻子

拍过婚纱照的丈夫”“没有陪儿子踢过一

场足球的父亲”，英雄褪去光环，不再高高

在上，个性气质更为鲜活。

如果说片中视觉化叙事给人以震撼，

那 么 片 尾 的 几 段 真 实 音 频 则 是“ 情 绪 炸

弹”。飞行员们用平淡的语调诉说着最后

的诀别，意有留白，后劲十足。“下面有人

群，再等等，马上到无人区了！”“请转告我

女朋友，我永远爱她！”“我已无法返航，你

们继续前进！”……小我与大我、小家与大

家之间，飞行员们毅然选择了后者。无论

前方有多艰险，他们没有退缩。正如影片

中多次出现的镌刻在中国试飞烈士公墓

上的两句话，“祖国终将记住那些奉献于

祖国的人，祖国终将选择那些忠诚于祖国

的人”。

令人高兴的是，该部影片的正向效应

并不仅仅局限于影片本身。随着《长空之

王》的热映，与之相关的航空科普也吸引

着众人，尤其是青少年。不少家长直言，

《长空之王》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了一颗种

子，爱上航空、向往蓝天！

不久前，《2023 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

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正式发布。《报

告》显示，截至 2022年 12月，我国网络视听

用户规模达 10.4 亿，超过即时通讯（10.38
亿），成为第一大互联网应用。其中，短视

频用户规模达 10.12 亿。近四分之一新网

民因短视频触网，短视频“纳新”能力远超

即时通讯。新入网的网民中，24.3%的人

第一次上网时使用的是短视频应用。这

份报告还显示，获取新闻资讯及学习相关

知识成为用户收看短视频的重要原因。

这 不 由 让 人 联 想 到“ 感 动 中 国 ”的

“银发知播”群体。这个由 13 位老院士、

老教授，中小学老教师组成的，平均年龄

77 岁 的 短 视 频 博 主 群 体 不 久 前 荣 获 了

“ 感 动 中 国 2022 年 度 人 物 ”集 体 奖 。 这

些老人退休后转战互联网，把“短视频变

成科普课堂”，将拼音、电工、天文、物理、

文学等知识与技能传授给大众，“春蚕不

老，夕阳正红。没有墙壁的教室，不设门

槛 的 大 学 。 白 发 人 创 造 的 流 量 ，汇 聚 成

真正的能量……”

“银发知播”的出圈，感动了无数人。

人们赞叹他们不惧年高，在汹涌的数字浪

潮中主动拥抱新技术，在互联网平台发光

发热，将大流量汇聚成正能量的“青春模

样”。87 岁的海洋地质学家、中科院院士、

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教授汪品

先是首位在短视频平台开设主体账号的

院士。这位骑自行车的“80 后追风少年”

在视频里用新潮的话语方式，讲解中国探

索海洋的故事；一头利落的花白头发，一

件朴素的摄影马甲，73 岁的上海同济大学

退 休 教 授 吴 於 人 ，打 出“ 不 刷 题 ”的“ 旗

号”，在直播间里科普物理常识、演示趣味

物理实验……“银发知播”的出圈让我们

看到，经过近十年的发展，短视频行业正

在悄然发生着一些变化。

“纳新”有温度，短视
频热情拥抱“银发一族”

在人们的传统认知中，许多老年人不

再承担重要的生产力角色，他们从核心社

会关系中逐渐退场，也似乎与互联网、与

短视频这类新潮的玩意儿无缘。

然而近年来，得益于我国互联网应用

适老化改造的持续推进，老年群体连网、

上网、用网的需求活力不断激发。中国互

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50 次中国互联

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2

年 6 月 ，我 国 60 岁 及 以 上 网 民 近 1.2 亿 。

老年群体加速融入网络社会，成为活跃移

动网民重要增量来源。“银发一族”不仅成

为互联网的使用者，他们还利用互联网，

成为内容创造者。

打开短视频，我们会发现“银发博主”

并不鲜见。这些老年人一改从前人们脑

中行动迟缓、思想保守的刻板印象，利用

自己的人生阅历、生活经验、学识特长等

在短视频上大显身手。有的秀身材、有的

秀口才、有的秀学识、有的秀厨艺，他们有

的教人做美食，有的教人养生，有的教人

穿搭，还有的记录自己的旅行……他们拥

有了庞大粉丝群，成了“银发网红”。

“ 银 发 网 红 ”中 还 有 不 少 来 自 农 村 。

这些质朴、善良、勤劳的大爷大娘，在城镇

化的浪潮中逐渐被忽视、被边缘化，但是

短视频把他们拉到网络社会的“聚光灯”

下 ，他 们 在 短 视 频 中 记 录 自 己 的 乡 村 生

活、推介乡村美景、展示非遗技艺……他

们 创 造 的 流 量 让 乡 村 的 美 景 、乡 村 的 生

活、乡村的物产随着他们“出圈”；他们的

出 现 让 人 们 更 加 关 注 农 村 ，关 注 乡 村 振

兴。

有研究机构认为，在政府引导、平台

扶持以及市场驱动下，“银发网红”正在逐

渐形成一个成熟的产业和商业模式。而

众多敏感的短视频机构早已捕捉到了这

一 片 蓝 海 ，大 量 的“ 老 年 网 红 ”被 迅 速 孵

化。

从“吃播”到“知播”，
短视频内容生产凸显品
质追求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最早接触到的

短视频或许是吃播、搞怪等内容。短视频

在诞生之初，正是以其强大的情绪调动能

力，低门槛、低成本的准入模式和碎片化

浏览等“大众友好”特性，受到青睐。为了

迎合受众浅层次的精神快感和“短平快”

的信息获取需求，那段时期各平台的内容

以吃播、生活段子、歌舞表演为主，泛娱乐

的特点非常鲜明。之后，短视频行业爆发

式生长，“短视频引流+直播变现”、短视频

营销、网红经济等商业模式之下，一些博

主为了吸引流量使出了百般武艺，有的甚

至剑走偏锋，寻求感官刺激、炫富消费、猎

奇行为等“出奇制胜”的“招数”。短视频

行业一度出现了低俗、媚俗的乱象。

随着短视频用户规模的扩大，受众需

求日益多元，越来越多的受众不再满足于

搞笑和解压，大家希望从短视频中获取更

多实用的知识、资讯、观点和技能。

面对受众消费升级的需求，各大平台

纷纷加码知识内容布局，相继推出泛知识

类板块。这些板块涵盖人文社科、自然科

学等专业领域，也包含美食、时尚、健身、

养 生 、育 儿 等 生 活 类 内 容 。 一 些 专 业 机

构、媒体纷纷投身于泛知识类短视频的内

容生产，一些学有专长的博主通过可视化

的呈现方式和通俗有趣的讲述，给知识插

上了翅膀，让受众在碎片化的时间中不仅

能娱乐，也能学习。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戴建业在抖音上

讲“好玩得要死”的古典文学，吸引了 700
多万粉丝。在一个视频里，他讲“又幽默、

又豁达、又善良”“人见人爱”的苏东坡，获

得了超过 27 万的点赞，8000 余条评论中大

多是对苏东坡其人、其诗、其书的探讨，粉

丝们在评论区开起了“研讨会”。而“不刷

题的吴姥姥”粉丝量也超过 400 万。置顶

的一条视频中，“吴姥姥”通过实验讲述角

动量守恒，评论区里 9000 多条评论，全是

关于“角动量守恒”，提问的、解答的，俨然

是一个物理课堂。知播与用户、博主与粉

丝双向奔赴，完成一次知识或者观点的传

递，这是泛知识类短视频的最大特点：用

户黏性强，粉丝活跃度高。或者这就是知

识传播该有的样子。

不 只 是 专 家 教 授 ，不 只 是“ 银 发 知

播”，不同年龄、不同身份，各行各业的行

家里手、民间高手，还有千千万万的普通

人 出 现 在 不 同 的 平 台 上 ，成 为 泛 知 识 类

短 视 频 博 主 ：经 济 学 家 讲 如 何 防 范 金 融

骗 局 ，社 会 学 者 科 普 如 何 面 对 恋 爱 婚 姻

中的亲密关系，果园主讲如何管理果园，

铆 焊 师 傅 则 分 享 铆 焊 经 验 ，宝 妈 们 分 享

育儿心得……短视频的内容生态不断延

展，新闻、影视、生活、美食、教育、旅游、科

普、文化、情感、保健、育儿等内容样态不

断丰富。

泛知识大潮来袭，
“学习”成为短视频的行
业焦点

“获取新闻资讯及学习相关知识成为

用 户 收 看 短 视 频 的 重 要 原 因 。”这 是《报

告》中最引人关注的表述。高品质的知识

类视频，既是用户的需要，也是行业升级

的需要，更是平台做大做强的需要。近年

来，各平台把深耕泛知识类内容生态作为

平台建设的重要举措，这使得“泛知识”站

在了短视频行业的风口，泛知识类短视频

迎来了快速发展。《2022 快手泛知识内容

生态报告》显示，2021 年该平台内的泛知

识 内 容 播 放 量 相 比 2020 年 增 长 58.11%，

2021 年有超过 3300 万场泛知识直播。而

B 站累计播放时长最高的前 10 个视频，有

7 条是知识类、课程类的视频，其中播放时

长最高的是 UP 主“宋浩老师官方”的高等

数学教学视频，宋浩老师将上课的内容录

制成视频，在B站的播放量累计近 1亿。

“某某是一个学习的网站”，人们对于

平 台 喊 出 的 诸 如 此 类 的 口 号 已 不 觉 新

鲜 。 但 是 我 们 不 知 道 的 是 ，各 大 平 台 上

“学习体量”大到令人吃惊——仍然是B站

的统计，截至今年 3 月，该平台上的泛知识

内容在平台整体占比达到了 41%。相比 3
年前，知识类创作者同比增长 86%，相关投

稿量同比增长 199%。2022 年有 2.43 亿年

轻人在该平台观看了知识类的内容，这个

数字是中国在校大学生人数的 5.5 倍。另

外，该平台已累计入驻名师学者 645 位，不

少讲师上线了专业课程。

由于短视频强势且高效的参与和介

入，公众的学习方式正在发生改变，知识

获取方法正发生颠覆性变革。传授知识

的不仅仅只有专业教师与学者，内容平台

成为融合型、开放式的“在线课堂”。人们

对知识的获取不再局限于课堂，以视频形

式 制 作 和 传 播 的 知 识 内 容 非 常 受 欢 迎 。

另一方面，网络社区成为知识视频存在的

土壤，用户在社区内与知识创作者互动，

在互动过程里获取、修正知识，或者由接

受者转化为视频的创作者……众多的知

识视频平台已然成为一个个开放、自洽的

知识生态系统。

10.12 亿用户，人均单日使用时长 168
分钟——短视频已经深刻且全面地融入

用户生活、嵌入社会日常，而保证内容的

健康、丰富、高品质，自然成了短视频行业

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

我们欣喜地看到，在第十届网络视听

大会上，“学习”成为这个行业的焦点。平

台的觉醒和自觉无疑让人振奋且充满期

待。

（压题图为荣获“感动中国 2022 年度

人物”集体奖的“银发知播”群体）

我曾在诗歌里，反复写下炊烟袅娜的潭
坊村、繁花盛开的佛指岗、清澈见底的桃江
河，还有一个令我心心念念的人。那个人，就
是我的外婆。

可是外婆在 2006年冬天去世了。举行
葬礼时，我临近预产期，母亲阻止了我去参加
她的葬礼。然而时间的流逝并不能磨损我对
她的怀念，没能去送她最后一程，没能在2006
年的寒风中与她告别，这也许将成为我一生
中最为懊悔的事情。

小时候，每年寒暑假，我都会和弟弟去外
婆家小住一段日子，那是我们最快乐无拘的
时光。在家时母亲所不允许的上树掏鸟窝、
下河捕鱼虾……在那些日子里，都得到了尝
试和弥补。每一次，当我和弟弟即将离开潭
坊村的清晨，外婆都会早早点燃炊烟，在大铁
锅里煮好六枚鸡蛋，避开舅妈和几个表妹，偷
偷塞到我和弟弟的衣兜里，让我们在路上
吃。20世纪 80年代，物质还相对匮乏，几枚
可口的鸡蛋对两个年幼的孩子而言，无疑有
着巨大的诱惑力。

外婆把我们送到村口，千叮万嘱，然后目
送我们离开。等我们走到小路的尽头，回头
看时，田野已经笼上一层薄雾。而我的外婆
一身粗布蓝衫、头裹客家蓝巾帕，一直站在村
口的那座石桥上，遥遥地挥着手，望向我们。
后来每当回想起这一幕，我总是会想起朱自
清的《背影》。可年少时我尚不知离愁，如今
渐渐懂得时，却早已是物是人非了。

“我决定去看望她/途经的路上，翻过几

片寂静的松林/穿过一条汩汩的小河/就到了

她的家/她在灶台前忙碌/没有叫我留下，也

没有让我离开/她没有问起她爱过的任何人/
没有问起我的母亲/弟，或是姐妹/她只说后

山的板栗就要熟了/新栽的葡萄苗又抽出了

嫩芽/起风了，我站在翻滚的暮色里/抬头看

到空空的房梁/忽然泪如雨下……”

这首诗写于 2016年，那时距外婆去世已
经过去整整十年了。在这期间，我曾多次回
到潭坊村，在废墟成片的村庄里，寻找记忆里
那些熟悉的场景与物什。土坯房、水井、鹅卵
石铺成的小路、乘凉时坐过的大青石……村
庄里的人越来越少，倒塌的土坯房越来越
多。我看到的村庄，已不是童年时看到的样
子。这个村庄所勃发的生机，已和我记忆中
的古朴截然不同。

我在这首诗里构建的背景：寂静的松林、
汩汩的小河，其实是一次真实的场景还原。
年幼的我和弟弟曾无数次揣着几枚温热的鸡
蛋，兴高采烈地翻过那几片空无一人的松林，
穿过那条汩汩的小河，往返于潭坊村与玉舍
村之间。后来我查找过百度地图，这两个村
庄的距离只有 3.2 公里，步行需要 46 分钟。
而恰恰就是这短短的3.2公里，这一路的松林
与灌木丛、泉眼与青苔、风声与鸟啼，给予了
我的童年时代一种地域上的辽阔与精神上的
富足。

客家人对棺木的存放，大多会选择放在
祠堂的房梁上。那些曾让我心存畏惧的，刷
着朱红色油漆，写着大大的“寿”字或“福”字
的棺木，如今早已不见了踪影。我无法猜测
这个村庄到底有多少位拥有这样的棺木的老
人，已经离开了人世。我只记得，那个秋天的
黄昏，凉风送拂，当我站在空空的房梁下，忽
然满心悲戚，泪如雨下。

这在后来，成为这首诗的结尾。
除此之外，我还给外婆写下过很多首

诗。每一首诗其实都是我对外婆的缅怀，对
过往的追忆，对一去不复返的童年时光的不
舍。

在跳脱写作早期的稚嫩与瓶颈之后，关
于如何更有效地进行写作，当下每一位写作
者都应不断进行自我反思和修正。我曾在一
场诗歌研讨会的发言里谈及关于诗歌的题
材，“选择和拒绝”是许多诗人的态度，常有人
说，这不是写诗的材料，这不能入诗，但是里
尔克回答，没有一事一物不能入诗，只要它是
真实的存在者。里尔克曾在《给一个青年诗
人的信》里这样说：“你在信里问，你的诗好不
好？你向外看，是你现在最不应该做的事，没
有人能给你出主意，唯一的办法：请你走向内
心。”

我想唯有走向内心，才是恒久的，最有意
义、最有价值的写作。

走向内心
□ 林 珊

向祖国蓝天深情告白
□ 齐美煜

““银发银发””出圈出圈““知播知播””突围突围
——短视频行业观察

□□ 凌凌 瀚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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