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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60后70后的“乐队夏天”

□张莹

作为约等于70后的60后老阿
姨，去年《乐队的夏天》就让我看
得热血沸腾，看《乐队的夏天2》的
小板凳早就搬好了，第一期果然
没有让人失望。

在去年《乐队的夏天》爆火之
前，乐队已经很久没有以这么汹
涌的态势呈现在观众面前。当下
的新生综艺，面对年轻观众的是
快娱乐，是做游戏、是真人秀，说
白了消费的是明星的流量。

乐队之于60后、70后来说，
是青春不可忽略的一部分，他们
在最躁动的年纪，有著名的黑
豹、唐朝、指南针、beyond、飞儿
等乐队相伴，有崔健、许巍、张楚
这些主唱与乐队一起或嘶吼、或
惆怅、或迷茫，更有数不清的诸
如呼吸、青铜器、面孔、眼镜蛇等
乐队出没。

似乎一下子沉寂了十多年，
当乐队这种形式再次扑面而来
时，60后、70后的心情是最荡漾
的。一点不夸张地说，乐队情结是
属于60后、70后的。《乐队的夏天》
主理人是出生于1969年的马东，
四个超级大乐迷，除了大张伟是
80后，周迅是1974年的，张业东是
1969年的。

近几年，关于乐队的综艺开
始兴起，但没有一个节目像《乐队
的夏天》般如此受欢迎、影响力如
此大。在我看来，那些注重娱乐、
时尚、脚本化的乐队节目，恰恰抹
掉了乐队的原始魅力和气质。这
就是为什么马东能把乐队节目做
得这么火的原因——— 懂乐队的，
非60后、70后莫属，因为几乎他们
每一个人都曾经有过自己喜欢的
乐队，这在90后、00后是不可思议

的。
马东在《乐队的夏天2》开场

时说，这一季年龄更大，颜值更
低，是玩笑话吗？是半开玩笑，年
龄大是因为他把还在坚持的乐队
请了来，《乐队的夏天2》第一期节
目有两个成员是70后的乐队：水
木年华和木马乐队。

名气最大的当数水木年华
了，成员是两个70后，2010年之前
称得上是最火的乐队组合。他们

在《乐队的夏天2》一出场，一旁的
小字辈就发出“嗯——— 姆——— ”的
声音，他们自己也说，“感觉自己
过气了，《乐队的夏天》让他们“感
觉那团火又回来了，又找到刚出
道时的冲动，来证明自己还年
轻”。

他们演唱的曲目是《青春再
见》，口琴声想起，便一下有内味
儿了，“最后一班，午夜列车，悄悄
带走了青春，最亲爱的人，最美的

时光，渐渐刺痛了回忆，留不住什
么，拉不回什么，青春终究要散
场”，结尾的副歌，是著名电影

《桥》的主旋律，只不过把“啊朋友
再见”变成“啊青春再见”。你一听
这熟悉的旋律，就知道是属于60
后、70后的，会被刺一下，但觉得
过于老套。果然，23岁的乐迷毫不
留情地DISS大叔前辈：“没新意，
40多岁还在唱青春再见，太土了”
“中年人的油腻打动不了我，没有
一丝感动”。

随后出场的重塑乐队，对水
木年华降维式打击，严谨的乐风，
时尚的编排，严密的逻辑，都让人
叹为观止。马东请来水木年华，更
像是乐队新旧时代的交接：已经
2020年了，乐队要表达的不再是
粗暴简单的感情。

木马乐队的成员也是70后，
1998年组队，2006年解散，2018年
重组，从这个轨迹不难看出，它遭
遇了乐队最艰难的时间，被老牌
乐队碾压的空间极小，流行音乐
正占据更多年轻人的生活，但实
力是有的，木马乐队一出场，刺猬
乐队就称它是“传奇乐队，不喜欢
都不对”。一曲《旧城之王》，唱到
人起鸡皮疙瘩，范儿正，好听，周
迅对这十五六年没见的老朋友，
有了老电影般的情结延续——— 以
前的人还在。

是的，以前的人还在，新生力
量已准备好，这是《乐队的夏天》
更有魅力的地方，60后、70后组了
个局，让乐队以它最该有的方式
翻红。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倪自放

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电影论
坛7月29日在线上举行，一批纪录
片创作者与大家分享他们在抗疫
前线的所见所感。

作为获得过荷兰阿姆斯特丹
纪录片电影节大奖的资深纪录片
导演，范俭有过拍摄重大事件纪
录片的经验，他的《活着》和《十
年：吾儿勿忘》聚焦汶川地震。

与2008年深入汶川地震创伤
的第一现场不同，这次去武汉，范
俭有意选择了“往后退一步”，“我
从开始就没有想到去医院拍，我
想对生活日常进行拍摄。”但是范
俭的想法遭遇了现实的阻力，“很
多人是拒绝的，不愿意被拍摄，因
为我们的拍摄是需要在家里，而
且长时间待在家里拍私人空间，
事实上也把他们家简单的私密暴
露出来了。我们被拒绝了很多次
之后，终于有一个人同意了。”

与范俭的专业出身不同，武
汉人林晨是一名VLOG博主，他
用手机和无人机拍摄创作的系列
短视频《武汉日记》是疫情初期大
家最早看到的武汉影像纪录。传
统纪录片中无人机的客观视角在

《武汉日记》里，成为了个人化的
主观视角。林晨解释说，“我要从
我的视角探索这件事情，所以我
首先配上自己的旁白，把无人机
的起飞过程也拍进去，使它和我
产生关联，让无人机看见的成为
我能看见的东西。”

如果说林晨的《武汉日记》
完全是一次个体视角的呈现，那
么大象纪录创始人秦晓宇正在
制作中的全民记录计划《余生一
日》则像一束聚光灯，打在了生
活的万花筒上，试图把不同的视
角集结起来。秦晓宇认为，全民
记录的时代和全民导演的时代
正在来临。“因为我们拍摄的设
备非常普及，一个智能手机就能
完成高质量的拍摄。真正的创作
就是要打破边界，而不是划地为
牢。”

日本纪录片导演竹内亮在疫
情期间，带来了两部带有典型新
媒体属性的作品《南京抗疫现场》
和《好久不见，武汉》。区别于其他
拍摄疫情主题的纪录片人，竹内

亮预设的观众不仅有中国观众，
还有日本乃至全世界的观众。这
使他在自己的影片里总是不断在
中文和日语间切换表达，并成为
了自己影片的出镜主角。

《好久不见，武汉》的拍摄对
象，是竹内亮用微博招募征集来
的1 0 0名网友中筛选出的1 0位。
通 过 与 拍 摄 者 交 朋 友 、打 成 一
片，竹内亮以在华日本人身份进
行主观讲述，呈现了最客观的记
录。

竹内亮透露，《好久不见，武
汉》在网络上走红后，改变了很多
外国人对武汉的印象。他也毫不
掩饰自己对中国、对武汉的热爱，

“我们会一直记录下去，因为，这
是最重要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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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中国)山
东青年微电影大赛作品
征集日前截止，经过初
选，共有400余部微电影
作品入围本届大赛。大赛
颁奖仪式将于9月初举
行，山东青年短片展将在
颁奖仪式上同步启动。

本届大赛共收到作
品近千部，其中社会单
元354部、学生单元631
部；外省参赛作品 4 0 7
部，本省578部。参赛作
品创作者涵盖高校专业
创作者、微电影爱好者、
社会专业影视制作机构
以 及 社 会 微 电 影 摄 制
者，经过初评，共有400
余部微电影作品入围本
届大赛。

第十三届(中国)山
东青年微电影大赛由中
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
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大
众报业集团主办，山东省
电影家协会和齐鲁晚报·
齐鲁壹点承办，全国部分
省、自治区、直辖市电影
家协会，时代影视杂志社
协办。本届大赛主题是

“我的故乡”。
为挖掘、扶持和培养

未来的“影像新生力”，鼓
励青年影人的原创作品，

由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
省文联主办，山东省电影
家协会承办的山东青年
短片展目前正在紧张有
序的筹备中，作为影展的
前奏———“全媒体时代电
影创作思路与方向云培
训”即将在8月6日拉开帷
幕。

“全媒体时代电影
创 作 思 路 与 方 向 云 培
训”通过网上直播课、作
品分析微课、微信群专
题交流的方式进行，邀
请国内知名编剧、导演、
摄影、制片等行业专家，
详解国内外电影现状、
全媒体时代电影的创作
方向，疫情背景下的电
影生存与发展等热点问
题，明确创作目的，提高
创作水准。培养一批有
理想、有创意、有水平的
新人新作，为山东电影
繁荣发展奠定坚实的人
才基础。培训专家包括
八 一 厂 著 名 导 演 宁 海
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穆德远、黄丹，上影集团
制片人袁孝民，著名编
剧麦田。

搜索关注“山东影事
儿”微信公众号，8月6日
起持续五场相约每晚7点
半，齐鲁壹点将对“全媒
体时代电影创作思路与
方向云培训”同步直播。

抗疫纪录片带来新启示

“全民记录”正打破创作边界
400余部作品入围

山东青年微电影大赛

天天娱评

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电影论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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