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小白到“出框”

在引导与指导孩子们进行影像
记录的过程里，唐建光并不会纠结于
技术层面的问题：进入少年影像研习
营的孩子们大多都是小白，不光对口
述历史一无所知，也没接触过专业设
备，对摄像、剪辑更不了解。唐建光
对他们的要求是：你要有发现、记录
与传播不同人群故事的好奇，对自己
的作品要有期待和渴望。

胡睿轩是大江大海影像训练营
的一名学生。从 2023年 7月 5日到 7

月 10日，短短 6天时间，16岁的他与
同伴一起，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了一
部 8分钟的纪录片《出框》——关注
年轻人破除传统观念的故事。他在
作品阐述中这样解释片名：出框的原
意指篮球没有投进篮框，球没进，得
不了分，但在这部片子的语境下，

“进球”是老一代人想让年轻人留在
山村的固有观念，“出框”则意味着
破除这些传统的观念，而这正是许多
年轻人的梦想。

胡睿轩告诉记者，完成这部片
子的过程并不顺利：从选题策划到正
式拍摄，从后期剪辑到放映，质疑的
声音似乎一直都在。但到了最后的
展映环节，自己反而不再紧张。胡睿
轩说，或许影像的意义在一些时刻并
不局限于影像本身：举起相机创作一
部纪录片，对于自己以及其他更多青
少年而言，同样也是一次出框：一次
突破日常舒适圈，探索未知远方的

“出框”。

从2011年《看历史》杂志起，唐建光
团队先后发起全国中学生历史记录计
划、家春秋口述历史影像计划、大江大
海少年影像计划，致力于学生群体的
口述历史教育工作，让从小学到大学
的小小“口述历史人”用笔记录他们
的亲人、家族、家乡以及身边的故
事。在他看来，让青少年拥有记录的
意识、体味历史的厚重其实并不困难，
关键是要创造一个能够鼓励他们进
行影像创作与历史记录的氛围。

中国口述历史国际周是中国传
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搭建
的一个国际性平台，旨在推动口述史
领域学术交流与国际传播活动。国际
周由口述历史国际研习营、年度纪录
影像展映、国际口述历史项目展示、口
述历史之夜和“口述历史在中国”国际
研讨会等众多板块组成。自 2015年
起，口述历史周已连续举办了九届。

第九届中国口述历史国际周发起
人、组委会执行主席林卉说：“我们都是
在努力做口述历史这件事，它的意义会
在千秋万代之后。”（据《北京青年报》）

215名中学生创作 59部纪录片 记录普通人的悲欢离合

他们能让口述史永远年轻
215 名中学生创作的59部纪录片作品，近期在第九届中国口述历史国际周特别发布仪式上被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永久收藏。
从 2018 年开始，大江大海少年影像学院带领中学生们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在锡林郭勒草原追寻牧人的马蹄，在泉州古城眺望海洋丝绸之路，在

泸沽湖畔对话摩梭母系家庭，在四川甘孜攀上雪域高原，在大地震后15年重返汶川羌族村寨——少年人的镜头见证了中国的变迁。
带领这些中学生们走南闯北的项目负责人唐建光，这样总结自己所做事情的意义，“我们都知道口述历史应该是很老的人，去采访很老、很老的人，

但实际上只要我们的‘05后’‘15后’‘25后’还在参与口述历史，我们的口述历史就将永远年轻”。

2008 年 5 月 13 日，唐建光赶赴
北川进行汶川地震现场报道，成为第
一批进入地震中心的记者之一。那
一次，他所在的采访团队还前往受损
最严重的北川羌族自治县。一个多
月后的 7月初，余震侵袭之间，他们
仍去往汶川，寻访劫后余生的羌人与
羌文化——羌笛、羌绣、多声部民歌、
羊皮鼓舞……

十年后的 2018 年，临近汶川地
震十周年，唐建光带着女儿和她的同
学们回到北川，回到北川老城遗址，
引导他们用相机拍摄了当年幸存的、
与他们同龄的少男少女们，记录下他
们对这十年的回忆。

2023年，唐建光带着新的训练营
成员，再次回到了羌寨，寻访劫后余
生者。《德比西》和《旧寨》就是这次训

练营的学员在一周内完成的作品。
唐建光告诉记者，这么做的目

的很简单：首先是希望孩子们理解，
或者至少是思考与探索：为什么当年
会有那么多人第一时间奔赴现场；第
二也希望孩子们体会，那些因为特殊
经历而与他们成长路径完全不同的
同龄人，是怎样长大的？现在的生活
状态又是怎么样？

小小“口述历史人”三访汶川地震现场

据新华社天津1月16日电“小孩小
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
天，哩哩啦啦二十三”……当这首熟悉的
歌谣响起时，又是一年腊八至。1月18日
将迎来农历腊月初八，即腊八节，俗称“腊
八”。巧合的是，这一天还是四九第一天。

民俗学者、天津社科院研究员
王来华介绍，作为腊月里第一个重要
节日，腊八在我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和历
史，喝上一碗用五颜六色的“腊八米”熬

制的腊八粥，就成了民间最传统的习俗
之一。受佛教文化影响，腊八粥也称

“福寿粥”“福德粥”和“佛粥”，寓意逐
疫迎春、祈福增寿。

除腊八粥外，我国不少地方还有
泡腊八蒜、蘸腊八醋、吃腊八面等食俗。

作家老舍就曾在其作品《北京的春
节》中专门描写了腊八蒜：“腊八这天还
要泡腊八蒜。把蒜瓣在这天放到高醋
里，封起来，为过年吃饺子用的。到年

底，蒜泡得色如翡翠，而醋也有了些辣
味，色味双美，使人要多吃几个饺子。”

“由于有了作家们的文字濡染，腊八
美食也刻上了浓郁的文化底蕴和人文气
息。”王来华说，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
步，如今市面上早就有熬好的腊八粥、泡
好的腊八蒜和腊八醋售卖，供给那些工
作忙碌没时间熬制和泡制的人们。

翻阅日历牌，有人会发现，今年的
腊八正逢四九第一天。在王来华看来，

这种巧合很正常。他表示，不仅腊八会
巧逢四九，还会巧遇五九，甚至是元旦、
小寒、大寒等时令节点。

“腊七腊八，冻掉下巴”。腊八之
日天气虽然寒冷，却也意味着农历新年
快到了，有俗语说“过了腊八就是年”。
腊八一过，过年的气氛一天赛过一天。
腊八到了，记得喝上一碗热乎香甜的腊
八粥，体味这碗粥里饱含着的父母关
爱、乡思乡愁和欢喜的年味。

“腊八”逢“四九”万事皆“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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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红城子为地名的，在宁夏南
部有两处，一是固原市西吉县什字
乡保卫村有一古城遗址名红城子，
年代不详，因城墙为红黏土所筑而
得名。二是中卫市海原县三河镇
（原名黑城镇）有一个村名叫红城
子，村内有一城堡，也是红土筑墙。
异村同名，但后者却颇有一段历
史。《清一统志·平凉府二》记载：红
城子“在固原州北七十里。亦谓之
黑城子。明成化初，官兵讨满四，屯
兵于此”。《宣统固原州志》地舆志

“古迹”亦云：“红城子，按城在州西
北一百里。或云即黑城镇。明成化
中讨满四，为进兵之要隘。今为州
境巨镇。”《民国固原县志》建置志

“城驿”条的表述是：“红城子，在县
北 100 里，一名‘红德城’亦曰‘黑城
子’。”从地方志书中可以看出，‘黑
城子’所在之地前身叫作红城子。
明成化十三年（1477），巡抚都御史
余子俊奏设黑水苑，或称其为黑水
口城。这里不仅是牧养军马之地，
也是一条重要的军事防御通道。黑
水苑城是修建于宋代的一座旧城，明
代复修拓筑后重新利用。至此黑城
子逐渐取代红城子成为一个中心市
镇。黑城之名缘于境内有一条河流
苋麻河，水质呈黑色，因此得名黑
城。民国时设黑城镇，隶属固原县。
2008 年 2 月 1 日从固原市原州区划
归中卫市海原县管辖，2009 年更名
为三河镇，黑城这一颇有韵味而悠
久的地名从此消隐于历史之中。

《万历固原州志》下卷“文艺志·诗”
刊有一首郜光先的七言律诗，诗题

中有“红德城”，诗句中有“古
萧关”，这可能是入

选《万历固原州志》的主要因素。《民国
固原县志》卷之十艺文志“诗词”亦有
载录。郜光先是山西长治人，嘉靖三
十八年（1559年）进士，后以右副都御
史巡抚延绥。郜光先诗的全篇是《早
发三山经饶阳抵红德城》：

楼头鼓角动鸡声，早梦惊回戒夙征。
月挂旌旗频闪烁，烟笼灯火半昏明。
扶桑日旭三山晓，饶水冰凝一线横。
古戍萧关何处是，仆夫遥指在红城。

宁夏文史研究馆编辑的《宁夏
历代诗词集》在选录时重点对该诗题
目作了说明。认为“三山，传说中的

‘三山’即海上的‘三神山’，因为是神
仙居住的地方，格外受到古人的神
往。”随后又引经据典对古代“三神
山”以及对五岳之外的新三山进行了
引述和解释。对“饶阳”的说明是：

“饶阳，红德城，即红城，亦名红城子、
红儿城，分上红城和下红城，两城相
近，有二泉水流经，故又名上红城水、
下红城水，今名为上垣、下垣。址在
今宁夏同心县韦州镇和下马关镇之
间。皆为西夏古城。”对“三山”的解
释离题万里且不说，对“饶阳”的解
读更是自相矛盾，饶阳怎么能是红德
城，诗题写得很清楚，是要经过饶阳
去往红德城。而位于同心县下马关
镇上垣村、下垣村曾叫作红城水，汉
武帝时在此设置三水县，后称红城水
古城。唐宣宗大中三年（849）以安乐
州改置威州，治所就在红城水古城。
2005 年 9 月 15 日，红城水古城址被
公布为第三批自治区文物保护单
位。它也不是什么西夏古城。当然
最重要的是红城水古城从未听说过
叫“红德城”。其实郜光先的诗并没
有解释得这么复杂，只要了解它的历
史地理背景就很好理解了。“三山”
指的是三山堡，在今定边县西南 45

公里处。北宋时称三山儿，属盐州。
明成化十一年（1475）巡抚余子俊督
修堡城。《延绥镇志》载:“三山堡，东
至石涝池堡六十里，西至花马池（即
今宁夏盐池县）一百五十里，南至饶
阳水堡七十里，北至定边营九十
里。”郜光先巡视边防早晨从三山堡
出发经饶阳要去的目的地是红德
城。“扶桑日旭三山晓，饶水冰凝一
线横。”扶桑代指太阳升起的地方，
三山堡天亮日升，郜光先一行就早早
出发了，快到饶阳时就远远看见了凝
冰的十字河，即“饶水”如一条线一
样横在眼前。饶阳也称饶阳堡，故址
在今陕西定边县南 65公里处的姬原
乡辽阳村。北宋于此设置饶阳水堡，
属盐州，后废。明成化十三年（1477）
改为饶阳堡，属庆阳府，十五年改属
延绥镇。《延绥镇志》载：“饶阳堡，东
至沙家掌五十里，西至宁夏蒙城（萌
城）一百二十里，南至洪德城九十
里，北至三山堡四十里，宋夏州地。”
明嘉靖时任甘肃巡按御史的张雨所
撰《边政考·要害》记载：饶阳水堡

“设在腹里，东抵三山堡，西南抵固
原红德城，北抵定边营，有‘大边’可
倚，唯聚粮饷以备本镇并邻镇固原、
花马池（宁夏后卫）往来主客兵马支
用。”据此可知，经饶阳堡西南可抵
固原红德城（即红城子）。红城子处
在汉代萧关古道上，所以诗的最后发
出了“古戍萧关何处是，仆夫遥指在
红城”的问答句。汉代将士戍守的古
萧关在哪里呢，手下的人告诉郜光先
说在红城子。古萧关并不是实指，而
只是指红城子所在区域的某个地理
方位，这也是诗中常常用到的意象。
当时在宁夏境内的灵州也有一个叫
红城子的军堡，但那里也未曾称过

“红德城”，更没有“古萧关”，自然不
是郜光先要去的地方。环县倒是有

一个明代的军事重地“洪德城”，曾
是秦萧关故道第三道关隘，战略地位
十分重要，距离饶阳堡也不是很远，
但诗中写的是“红城”而非“洪德
城”，这个洪德城只在清代时被称为

“红德城”，民国至今又恢复为洪德
城。所以郜光先此行的目的地只能
是当时的“固原红德城”，就是红城
子。明中期虽然设立了黑水苑，但红
城子依然存在，至今还是当地一个村
的名字。

到了清代有一位诗人徐承颐写
有一首《过黑城白骨塔》的诗：

巍然一塔峙平原，碧草离离长墓门。
痛哭西征诸将士，至今犹作未归魂。

这首诗选自《宣统固原州志》卷
八“艺文志”。徐承颐是清光绪年间
人，其余不详。白骨塔是中国传统
建筑中的一种独特形式，它起源于
唐代，流行于宋、元、明、清等时期。
白骨塔最初是为了纪念死者而建造
的，通常用于存放死者的遗骨。因
此，白骨塔的建造与佛教、道教等宗
教信仰密切相关。黑城白骨塔主要
安放的是清末同治年间西北战事中
所死亡的官兵，现在塔早已不存，但
也反映了一段发生在黑城的“惨烈”
历史。

红城子与黑城子曾经是交织在
一起的一个历史地名，兴衰沉浮，有
多少烟雨风尘起落其间，又有多少人
现在还记得。如今的红城子只是一
个小小的村子，已废弃数百年的城堡
依稀可辨，但始终是沉寂的，而黑城
子在经历了数百年的荣耀之后却被

“三河”之名代替了，原因据说
是“黑”字不太吉祥。

红城子与黑城子
张 嵩

宁夏宁夏诗词中的 （之七十四）

日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4年春节联欢晚会》
举行首次彩排，歌舞、戏曲、相声、小品等各类型节目
与创新技术应用、舞台视觉设计等各要素全面打合，
晚会综合效果初显。2024年总台春晚坚持以“欢乐吉
祥、喜气洋洋”为总目标，深化“思想+艺术+技术”融合
传播，用创新创意的精品节目和互动方式传递真情实
感，努力为全球华人奉献上一台充满欢声笑语的除夕
文化大餐。

今年春晚还首次启动了“春晚等着你”项目，邀请
生活中的新闻人物入座春晚观众席。首次彩排中，熊
猫饲养员“谭爷爷”谭金淘、铁路工作者“影老板”刘影
成为首批受邀到现场观看春晚彩排的嘉宾，近距离感
受春晚的喜庆氛围。后续彩排还将不断邀请在不同
行业发光发热、可亲可爱的群众代表成为春晚座上
宾，向所有为更美好明天拼搏奋进的平凡人送上新春
祝福。 （据《北京日报》）

以民间志愿者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极限奇援》
近日公映。该片由雪村、俞晴这对夫妻档自导自演，
其他主演包括黄圣依、魏晨、王千源、林永健、包贝尔、
程野、杜海涛等。

片中，雪村饰演的徐大白原本性格懦弱胆小。当
他身为民间救援队员的妻子救人牺牲后，为探究妻子
执着热爱的救援事业，徐大白也加入民间救援队，从
预备队员一路成长为正式队员，最终在救人与自救的
过程中完成蜕变。

戏外，雪村和俞晴也是民间志愿者中的一员，长
期参与各应急救援及保障工作。谈及创作初衷，雪村
表示，在确定《极限奇援》的主题之后，这件事对于自
己而言就已不再是商业上的考量，而是发自内心深处
的创作。电影将故事主线放置在雪山救援上，背后参
考了很多真实感人的事件。影片放弃了个人英雄主
义塑造，采用多线叙事的方式，阐述了几代民间救援
队志愿者的公益传承。 （据《贵阳日报》）

西安实景历史舞剧冬季版冰火《长恨歌》演出现场。
日前，位于西安市临潼区的华清宫九龙湖上，根

据白居易长篇叙事诗《长恨歌》创作的同名大型实景
历史舞剧每晚在此上演。以山为大幕，水为舞台，70
分钟的舞剧将历史故事、舞台演艺和声光电巧妙融
合，艺术再现了 1300 多年前华清宫里唐玄宗与杨玉环
的爱情故事，展示了大唐盛世的恢弘气象。

据介绍，入选“全国首批旅游演艺精品名录”的
《长恨歌》自 2006 年公演以来，已演出超 5000 场、接待
人次约1000 万，每年的演出不断推陈出新。新华社发

一曲冰火《长恨歌》
暖 热 冬 日 华 清 池

2024 年 春 晚
完成首次彩排

观众在观看展览。
日前，荣宝斋首届青年艺术提名展在北京荣宝斋

大厦开幕。展览包括中国画展、书法篆刻展、当代艺
术展等板块，荟萃了全国各大专业院校的青年专家学
者以及艺术界的青年中坚力量。展览旨在发现新人、
团结新人、推动新人，坚持学术与市场相结合，促进艺
术创作繁荣和艺术市场繁荣，引领艺术市场新发展。

新华社发

荣宝斋首届青年艺术
提 名 展 在 京 开 幕

电影《极限奇援》：

阐述几代民间
救援队志愿者的公益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