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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述：邹世奇

■ 记录：艾莲

我的《牧马河之夏》面世
后，有读者告诉我，在这部小说
集里看到了当代女性的精神世
界，她们的形象是多彩的，更是
充满力量的。

《牧马河之夏》中有两篇男
性视角的小说，但主要是一部
以女性人物为表现对象的小说
集，收录当代题材和古典题材
两类、共11篇小说。我导师的
导师钱谷融先生说：“文学是人
学。”作为一名女性写作者，客
观上我更能理解女性的处境；
但无论是采用男性视角还是女
性视角，在更高更远的向度上，
都是在为人而写作。

在这部小说集里，有好几
个女主人公的职业是中小学教
师。之所以这样设置，是因为
中师生是20世纪20年代到21
世纪初的一个社会现象，本来
是初中生中最优秀的一批人，
因为家庭贫困等种种原因放弃
了继续升学的机会，选择读中
师、去农村教小学。这批人为
中国的基础教育作出了巨大的
贡献，但对个体自身来说其实
是牺牲了上升机会的，是值得
尊敬的。我之所以塑造中师
生、有着糟糕的原生家庭这样
的人物，是想刻画有才华、内心
敏感丰富，同时受到来自社会
和家庭双重碾压的知识女性形象，书写她们的痛苦
和挣扎的同时，展示出她们坚韧向上的力量。

在我的写作中，无意给任何感情蒙上温情的面
纱，正如张爱玲所说，“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
孔的”，但不同于张爱玲的苍凉和虚无，我对这个
世界是怀着爱与希望的。暖色主要体现在作品中
的年轻女性身上。在《看见彩虹》《牧马河之夏》
《原点》这些篇目中，读者可以看到这个时代女性
的纯真、热烈、勇敢，她们承担起自己的使命，无论
是对爱情还是对生活，都义无反顾、哪怕是知其不
可为而为之。

我写女性，特别是知识女性与周遭环境的紧张、
严峻关系。她们或是被原生家庭所压迫、伤害，艰难
前行；或是在糟糕的恋爱、婚姻关系中努力支撑、自
我成长；或是于生存压力下与一份不适合不喜欢的
工作进行旷日持久的艰苦磨合……我总是直面这些
女性生命中最真实、最难以逾越的困境。哪怕是面
对历史题材，我也努力在宏大叙事的罅隙里看到

“人”，力图重现历史人物曲折而微的心路历程。福
楼拜说：“我就是包法利夫人。”很多时候，我有些羞
赧地想，我也是这样与笔下的人物感同身受、同呼吸
共命运，她就是她们，她们就是我们。我从她们身上
看见女性作为一个群体的沉重命运。面对她们的痛
苦，我不能放弃、无法逃避。对此，我的博士生导师
吴俊教授不无偏爱地说：“这样的写作在当下是独特
且有价值的。”

这本书中有两篇古典题材的小说《雕栏玉砌应
犹在》《犹恐相逢是梦中》。我自2008年定居南京
后，读书访古，抚摸这座城市的历史文脉，脑子里开
始盘旋着一组我称之为“秦淮风月”系列的小说。这
系列中的两篇收进这个集子里，是想试探一下读者
和市场对这类小说的反应。叶兆言是有着中国传统
文人气韵的作家，他给我这部小说集的推荐语中谈
到唐诗宋词，谈到《红楼梦》，我猜主要与这两篇作品
有关。无论如何，当我漫步在南京那些有着根基深
厚的老地名的街巷里的时候，涌进我脑海的除了历
史沧桑、朝代更迭，的确还有《红楼梦》《儒林外史》
《世说新语》《文选》及唐诗宋词。

在《牧马河之夏》作品研讨会上，作家范小青
曾说：“邹世奇笔下的当代知识女性形象栩栩如
生，读来似乎在和一个个熟悉的友人交谈，会从缥
缈超然之中，感受到真，感受到痛，感受到重，感
受到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猛烈碰撞甚至是灵魂
的生死抗争，体会着人类、尤其是女性的精神的迷
茫和寻求出路的欲望。”即使考虑到范小青老师对
一个晚辈作者鼓励和爱护的因素，这评语仍然让
我倍感安慰和自豪——我努力在作品中书写的女
性被看见了。

■ 口述：秦一 手势舞短视频创作者
■ 记录：熊维西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首创国学、古诗手势舞让小一姐姐
秦一在全网收获了超过2500万粉丝，
她的创作受到了孩子和家长们的喜
爱。同时，身为高校教师的她积极探索
视频思政课和高校美育教学的创新表
达。刚刚结束了2023杭州国际人才交
流与项目合作大会的“西湖对话”活动
的小一姐姐接受了中国妇女报的专访，
分享了手势舞的创作体会——

手势舞的创作，是用独特的语言宣
传中国元素

我创作的第一首国学古诗手势舞《游子
吟》其实是为了引导我女儿小团子学习古
诗。没想到，当我把一系列作品发到网上以
后，引来了如此多的赞扬和关注，其中一首
《千字文》让我收获了 30余万次的网友点
赞。从此，我打开了一扇门，开始了手势舞的
创作之路，借由一种独特的语言和表达方式
开始了宣传中国元素、展现中华文化魅力的

创作之路。
我创作的短视频，虽然最终呈现出的只

有几十秒、几分钟时长，却需要花费大量时间
打磨。从选题策划、内容创作和运营到粉丝
的增长、维护，都要跟随平台的变化和趋势潮
流及时作出调整。面对压力，我需要不断学
习充实自己，拓展自己能力的边界。

在数字时代，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新媒
体的传播，积极在网络中发声，女性与生俱来
的韧性，能让我们更好地在生活和工作之间
切换身份。感性且细腻的特质，让我以女性
视角挖掘到更多美好的故事，找到更多新机
会。我的每一次创作，在传播传统文化的同
时，也希望用自己的故事，鼓励更多女性通过
新媒体参与正能量内容的传播，积极在网络
中发声，追寻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

正如我所期望的，很多女性朋友都给予
了我正向反馈。在线上，一直关注亲子教育
实践的我，是不少宝妈的闺蜜。她们给我留
言说，成为母亲后，生活的天平慢慢向家庭倾
斜，和外界的沟通越来越少，在直播间和其他
宝妈们交流，仿佛结交了一群“云闺蜜”。我
也开始把这小小的直播屏幕当作与万千宝妈
沟通的窗口。我的直播间轻松温馨，更像是

宝妈们相互提供情绪价值、交流育儿心得的
聊天室。拥有源源不断的“活水”，持续吸收
新知，是保证不断优质内容输出的前提。育
儿文章、育儿书籍、亲子好物……怀抱着一颗
真诚的心，我愿意敞开心扉，分享自己生活的
点滴。同时鼓励她们通过新媒体表达自己、
展示自己。

今年暑假，在新疆库车老城参加活动时，
一个维吾尔族小朋友天真地对我说：“我见过
你，老师在学校给我们看你的视频。”在龟兹
小巷新疆传统庭院的葡萄架下，和维吾尔族
朋友进行了即兴互动创作，以歌会友，我深深
体会到了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给文艺创作带
来的新灵感、新思路。不同的语言，听见了相
同的欢笑；各色的瞳孔，看见了相同的笑容；
迥异的舞步，婀娜着相同的喜悦。我很开心，
我的国学古诗作品为少数民族孩子们感受和
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一扇窗。

“新中式”育儿鼓励孩子快乐学古诗

作为“新中式带娃”教育理念的倡导者，
我鼓励孩子在唱跳中快乐学古诗，领略中华
传统文化的魅力。我带着孩子走进大自然，
让他们在湖光山色间体味爱与美，通过寓教
于乐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将家国情怀和文化
认同的种子根植在心中。

每逢节假日，我都会带着女儿走近大自
然或诗歌创作地，让她沉浸式学习并体验诗
歌创作的乐趣。这样的经历让她变得更加自
信，视野也更加开阔。

今年中秋节，我带着女儿小团子在南昌
“西江第一楼”——滕王阁寻访古代文人的
足迹，在武汉黄鹤楼前演绎诗词手势舞和诗
词脱口秀，在岳阳楼展示“衣冠上国”和“礼
仪之邦”的大国风采。我希望小团子不仅能
够沉浸在传统文化中，还能通过追寻文化的
足迹来寻找历史的源头，找到属于自己的文
化归属感。我相信，这是千万个家庭的共同
心声。

同时我也利用亲子陪伴的温馨时刻，在
家中创作古诗词和国学系列创意视频、探索
传统文化的传播，一举多得。

创作新媒体作品需要不断迭代和升级，
才能获得个人IP的可持续成长。育儿也是如
此，就像打怪升级一样，过完一关还有下一
关。我和许多母亲一样，经历了孩子从零到
三岁的喂养焦虑、三到六岁的启蒙焦虑，以及
上小学后的学业焦虑。在这个过程中，我也
曾感到迷茫和困惑。通过阅读相关的育儿书
籍和文章，我学到了心理学以及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中的家教、家风和育儿智慧；通过汲取
能量和寻找方法，我解除了育儿中的困惑，把
握了亲子关系以及家庭教育背后的规律。我
认为，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比宣泄情绪要有
意义得多。我希望我的创作能激发出更多家
庭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并将其融入他
们的日常生活，传递到家庭教育中。

为学生的新媒体创作探路

除了“宝妈”的身份，我还是一名大学教
师。我的工作不仅要产出优秀的作品，还要
教导学生进行新媒体创作。

为了多样化地表达教育理念和教学方
式，我在视频美学、视频思政课以及美育进校
园等领域下了不少功夫，并与学生们共同创
作了许多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艺作
品。作为播音主持专业的老师，我探索“视
频+美学+思政”的模式，以全新方式探索传

统语言文化传播，希望带出有家国情怀的网
络文化学生队伍，同时为他们未来从事媒体
工作开辟出新的可能性。我带领学生参与了
浙江省重大社科课题《“跟着诗词游浙江”文
化科普视频的美育创新》的创作，运用手势舞
和短视频等传播载体，面向青少年提供全新
的诗词学习体验，让他们感知中华优秀文化
的博大精深和丰富内涵，促进他们的全面发
展。我认为，这是立足于教师岗位，从“指尖”
到“心尖”，推动现代形态中华文明发展的有
益实践。

我通过开设《短视频创作》和《网络主播》
等课程，系统性地培养学生的新媒体编创能
力、创作思维、内容策划和实战能力。一方
面，我引导学生如何运用短视频创作和网络
直播，帮助学生们拓宽思路，思考如何将新媒
体与公益、就业和个人成长等内容相结合。
另一方面，通过课堂内外的交流和指导学生
开设社交账号，引导他们在自身能力圈和兴
趣点上开展有价值的内容输出，打造个人
IP。我常常告诉学生们，“成长比成名更重
要”，鼓励学生们在内容创作中保持学院派的
格调和精气神，力求创新的同时保持严谨，坚
守初心，因为正确的创作观可以让我们走得
更远。

除了教学工作，我还积极引领学生参与
公益事业。例如，助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参与“彩虹计划”助学、“禁毒妈妈联盟”以及
关爱乡村教师等公益活动。我还担任亚运会
志愿者培训师，引导学生展现新时代中国大
学生的良好素质和形象。

通过“传帮带”的方式，我与这些“新一代
网络创作者”在传统文化和新媒体领域深耕、
教学相长。

向世界传递中华文化魅力

为助力第十九届杭州亚运会，我和女儿
小团子一起编创了亚运主题英语手势舞《杭
州欢迎你》。借用一首爆款歌曲，填入英文歌
词进行二次创作。结合竞技、拼搏、圆梦等亚
运会关键词，我尝试用故事化、场景化的传播
方式让人们产生共鸣和共情。从受邀开始，
我花费近一个月的时间策划这个作品。在编
创中，我融入了钱塘江等杭州元素，同时考虑
到词曲中的合辙押韵，力求打造出有趣而具
有吸引力的作品。作为杭州市民，我希望通
过手势舞这种简单有趣、朗朗上口的表现形
式讲好杭州亚运会的故事，让世界了解杭州、
了解中国。后来我非常欣喜地看到，《杭州欢
迎你》不仅风靡网络，还在杭州的校园、街道
和社区都有很高的传唱度。

作为一名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和创作者，
我一直在探索通过主题化、趣味化、系统化的
手势舞等短视频作品，传播中国元素，如国风
音乐、特色建筑、祖国大好河山等。我希望推
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让传统文化变得更加时尚与潮流，让更多
人了解中国文化并喜欢中国故事。

目前，我正在策划为即将出台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而编创的名为《诗
礼中国·童心当歌》的爱国主题手势舞系列作
品。我也在考虑制作以探访红色景区为主题
的微纪录片，以此来培养孩子们的家国情怀。

我更长远的目标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播到海外，吸引更多的人了解真实的中国，
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我坚信通过不
断的探索和创新，手势舞在传播中将以独特
的方式展现出中华文化的魅力。

我与角色漫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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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姐姐：用手势舞和世界对话

秦一，网名小

一姐姐，浙江工业

大学播音与主持

艺术专业任课教

师，短视频平台的

内容创作者，在全

国首创国学、古诗

手势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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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佩琦，国 家 一 级 演
员。曾获中国电影金鸡奖最
佳男主角奖、第九届中国电
影华表奖优秀男演员奖等。
代表作有《大宅门》《红色娘
子军》《幸福相依》《归来》《白
鹿原》《无悔追踪》等上百部
影视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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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述：刘佩琦 著名表演艺术家
■ 记录：陈姝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都市励志情感剧《我要逆风去》于日前收
官，这是一部讲述年轻人拿起老一辈创业者
的接力棒，奋发图强、再创辉煌的故事。以下
是剧中叶国铭的扮演者刘佩琦讲述自己与角
色的故事——

在《我要逆风去》中，我扮演的是一位百
年品牌布鞋厂的厂长叶国铭。他热爱布鞋，
不忘初心，坚守老牌30年。在我们国家有
很多的民族品牌，这些品牌经过历史的洗
礼，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经历公司合营等一
系列事件，生产规模和体制都发生了巨大变
化，但是在历史的大潮中民族品牌依旧占有
一席之地，能够在老百姓心中扎下根来、让
老百姓特别喜欢的民族品牌比比皆是……

“步云霞制鞋”这个品牌名是经编剧艺术处
理过的老品牌，而我这个老厂长也应该有一
种时代的印记、时代的符号、时代的色彩。
不能说老厂长就是因循守旧的，而是他坚持
民族精神，坚持做老百姓喜欢的东西。只是
随着时代潮流的变化，国货品牌在市场上赢
得不了一个具有优势的市场份额……叶国
铭考虑到新厂长接任的问题时，第一候选人
虽然是老对手的女儿，但叶国铭认可了她新
的理念、新的市场观念，最后毅然决然地把
厂长的位置给了她。

《我要逆风去》讲述的，就是以民族产业
的“守艺人”在困境中求生求变、逆风一战的
励志故事。

从表演的角度来讲，我在塑造“叶国铭”
这一角色时，其实不存在什么挑战，反而是朴
实的。因为我这个年龄段的演员也经历了很
多历史的变革，所以在这个角色上没有什么

困难要克服的，只要按照文本把人物表演出
来就可以了。但是随着时代不断发展，这些
民族品牌怎么去迎合市场，适应市场，是在我
出演角色时思考的一个问题。让自己沉浸在
自己的角色里，想角色所想，做角色所做，是
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们国家有很多民族品牌都是扎根于老
百姓心中的，例如能穿上一双内联升的布鞋，
穿上一身瑞蚨祥的布料制作的衣裳，在我们
那个年代是件引以为傲的事情，但我没穿过，
只听说过这些民族品牌的老布鞋穿起来非常
舒服。不过，随着市场的变化，可能现在的年
轻人对内联升的布鞋、瑞蚨祥绸缎庄已经没
有什么印象或者根本就不知道，这也是正常
的。希望我们的这部戏，能让很多年轻人，也
了解一些古老的民族品牌。

最近这几年，短视频非常火，我认为这是
一个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比较好的
宣传渠道，能借流量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进来，
学习和保护非遗知识，从提高培养大众认知
做起。我希望能通过《我要逆风去》这部作
品，引导更多年轻人不断奋斗努力，循着老一

辈的奋斗足迹，不忘国货品牌发展的初心，相
信付出就会有收获。

这次有幸能够和龚俊、钟楚曦这么优秀
的年轻演员合作是非常开心的事，我从他们
身上也看到了中国影视的未来。在这部戏
里，我看到年轻演员特别认真和用心，即兴发
挥也非常到位且符合人物，他们的一些小细
节、小感觉都是值得学习的。

对于演戏这件事，每个演员都有自己的
认知，自己的习惯，自己的技巧，得根据不同
类型、不同题材、不同时代背景、不同的情境
和不同的事件来定位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比如我曾在参演《秋菊打官司》时，和张
艺谋导演说过：“我要让认识我的朋友觉得我
演得还不错，不认识我的观众觉得我就是从
村里找来的一个演员，得奔着这个目标演。”
当时我们一拍即合，最后王庆来就是这么演
的，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到现在为止，很多人都对我在《大宅门》中
的角色印象深刻。这部电视剧播放了20多年
了，郭宝昌导演把整个剧本写得非常好，能够
成为经典剧目，离不开每一个鲜活的人物。
剧中很多角色都很出彩，尤其是白颖宇白三
爷，他的个性非常独特，又是一个很有民族气
节的人物，所以我心里觉得他是剧中写得最鲜
活的、最特别的一个角色。其实无论是什么类
型的角色，在自己能够掌控的范围内都应该塑
造出不同的人物形象，而不是把所有的人物形
象归结在自己自身的特点上。

很多人说我的表演风格很独特，其实，在
这么多年的演艺生涯中，我只是在自己可控
的范围内，努力让人物看起来更鲜活、更灵
动，让观众喜欢看，从而不产生视觉疲劳。其
实每个演员都有自己的感悟和方法，只是方
法不同，我能做到的就是在用心的基础上让
人物性格更鲜明。

饰演过那么多角色，我没什么特别想挑
战的戏。不过，现在喜剧比较火，投资方和平
台也会优先考虑相声演员和小品演员，我下
一步就想打破这种格局，饰演一些喜剧角色。

目前我正在拍摄一部电视剧，接下来还
会有电影工作，明年也会参与一部谍战戏，安
排还是挺满的，作为一个演员工作繁忙是一
件好事，但怎么让观众尤其是年轻的观众对
你有认知至关重要。我希望自己能做到，每
一次都能给观众带来惊喜，每一次我饰演的
角色都能被人记住。

刘佩琦:只想用心让人物性格更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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