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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北京国际网络电影展落幕

凤翔区博物馆宣传片摘得大奖
本报讯 （毛丽娜）

近日，“光年杯”第十三

届北京国际网络电影

展落幕，凤翔区博物

馆宣传片《秦风万里

遇见你》荣获电影展

“年度十佳导演”奖。

《秦风万里遇见

你》由凤翔区博物馆

出品，李志锋任编剧、

导演，高娟等联袂出

演。该片通过现场参

观文物及历史情景复

原，用生动的艺术表

现手法再现了穆公赐

酒、伯 乐 相 马、秦 晋

之好、求贤若渴、五羖

（gǔ）大 夫、泛 舟 之

役、韩 原 之 战、楚 馆

秦楼、吹箫引凤、始皇

加冕、雍山祭祀、东坡

初仕等历史故事，向

观众全方位再现了凤

翔的光辉历史与灿烂

文化，诠释了“天下九

州·唯雍其昌”的博物

馆基本陈列主题。

“光年杯”第十三

届北京国际网络电影

展由北京文化产业投

融资协会主办，北京

文化产业投融资协会

网络影视投资专业委

员会及光年时代（北

京）影视投资有限公

司承办，该展是当前

最顶尖、最具影响力

的网络影展品牌，被

业内誉为网络电影界

的“奥斯卡”。

宝鸡音乐人原创歌曲贺新春

本报讯 （毛丽娜）

“龙腾天下风云叱咤，

万里风飞沙 ；飞舞盘

旋气吞山河，光芒耀

华夏……”近日，由我

市凤翔籍歌手卫东创

作的十二生肖歌曲之

2024 龙 年 贺 岁 单 曲

《龙腾天下》在全网上

线（见上图），歌曲激励

龙的传人心怀梦想、砥

砺前行，传递出积极向

上的正能量。歌曲一经

上线，即受到网友纷纷

点赞、分享。

卫东是华语原创

歌手、音乐人，国粹变

脸传承者，被誉为“中

国变脸歌王”，原创歌

曲代表作有《变脸之

王》《茶禅一味》《心似

莲花开》等。近年来，

他先后为家乡创作歌

曲《闻鸡起舞精神爽》

《醉美凤翔》，2023 年

初，他创作了兔年贺

岁单曲《兔仙》。

甲辰龙年即将到

来之际，由卫东独立完

成作词、作曲、演唱的

歌曲《龙腾天下》，把

中华民族意气风发、龙

的子孙坚韧不拔的精

神气魄融进歌词，旋律

朗朗上口，气势豪迈激

昂。他说 ：“中华民族

这条东方巨龙，正以叱

咤风云之势崛起腾飞，

每一位龙的传人都为

之骄傲和自豪。” 

今年是卫东的十二

生肖歌曲创作计划推

进的第 10 个年头，随

着《龙腾天下》创作完

成，他的十二生肖系列

歌曲达到 10 首。

举起手机，大方出镜——

短视频拍起来
 老年生活         起来潮

文化
观察

W E N  H U A  G U A N  C H A

本报记者 张家旗

这些年，

拍摄制作短

视频成为越

来越多人

自我表达、

自我展示

的途径，值

得 注 意 的

是，以往总

扮演“观察者”角色的老年人，

正逐渐以“参与者”的身份主动

融入互联网世界。他们纷纷举

起手机，热情地出现在镜头前，

勇敢地分享自己的故事，不仅

拉近了和年轻人的距离，也让

老年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更加有趣。

勇敢展现更美丽的自己
上周末，宝鸡迎来了久违的

雪。早晨不到六点，家住宝鸡高

新区爱好广场舞的杨慧妮就早

早醒了。已经退休十多年的她拉

开窗帘，看到窗外已经是白茫茫

一片，连忙披上棉马甲，打开窗

户，将手机伸出窗外，拍下这难

得的雪景。

30 多秒的视频，配上简单

的音乐，再附上“宝鸡下雪啦”几

个艺术字，上传至抖音。不到两

个小时，视频下已经有了十几条

留言和点赞，都是来自网络认识

的“舞友”。杨慧妮看着大家的留

言，脸上泛起了笑容。

自从三年前在女儿的帮助

下下载注册了抖音后，杨慧妮很

快迷上了刷短视频。依靠海量的

数据库支撑和强大的算法，只用

了几天，短视频平台就掌握了杨

慧妮的浏览偏好——广场舞、乡

村生活和菜谱。从此，这几种类

型的短视频开始频繁被推荐到

杨慧妮面前。那些在短视频中闪

耀的普通人，也给了杨慧妮莫大

的鼓励。

从去年初开始，杨慧妮也尝

试着将自己跳舞的视频上传，从

一开始拜托别人拍，到后来买来

手机支架自拍；从一开始把自己

“藏”在广场舞队伍里，到后来在

家里客厅一个人跳；从一开始

不懂剪辑、没头没尾、拍完就发，

到现在使用专业软件配乐，还要

给自己加点儿“分身”特效和“美

颜”功能，杨慧妮的视频拍摄剪

辑技术越来越熟练，“粉丝”也越

来越多。杨慧妮觉得，自己的生

活正变得热闹起来。

家住陈仓区虢镇大道的花

甲老人刘乃娟也是个短视频爱

好者。她不会跳舞，但每隔一两

天都会自拍一段视频，配上各种

鲜艳的特效动画发在短视频平

台上。有时，视频下会配几段她

在微信群里看到的优美文字，有

时什么也不配，就是简简单单地

晃晃头、笑一笑。这种自拍已经

持续了两年多。刘乃娟的视频数

量已经超过 400 条，虽然每

条点赞和回复都寥寥无几，

但她依然乐此不疲。在山西

工作的儿子曾经问她，为什

么要发这些自拍视频，刘

乃娟抿嘴笑笑，说 ：“哎呀

你别管了，挺好玩的。”

虽然儿子也搞不懂这有

什么好玩的，但也就随她去

了。直到前段时间，

他发现老妈的自拍

视频再次“进化”，从

过去的花草特效，升

级成了“贵妃脸”“花

旦妆”，甚至是“漫画

眼”，他才懵懂地意

识到，别看老妈在农

村过了大半辈子，其

实她也爱美。

这些白发苍苍的

老人，并没有被网络时代抛弃，他

们也曾年轻，他们比后辈更多地

见证了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

步。许多人总认为，老年人似乎与

现代社会的步伐脱节。其实他们

只是走得慢了一些，但永远不会

停下脚步。

你瞧，这不就追上来了吗？

寻找志同道也合的朋友
激情广场、秦腔自乐班、广

场舞大赛、老年大学以及各县

区文化馆常态化组织的兴趣

班……近年来，宝鸡老年人的日

常文化生活已经非常丰富。在积

极走出家门、敞开心胸的同时，

许多老年人也利用短视频平台，

大方展示自己的兴趣特长，并在

网络上寻找志同道合的好友。

家住市区石坝河的张华做

了一辈子化工用品生意，前几年

孙女出生，他才逐渐从生意场上

退下来。因为和亲家轮流带娃，他

也有了大把的空闲时间。他喜欢

吹萨克斯，刚好趁着闲暇时间捡

起来练练。幽默风趣的他，把自己

吹萨克斯的视频拍下来发在网

上，引得朋友和小辈们纷纷点赞

转发。留言里，也常有其他省市的

相同爱好者指出缺点，并提出改

进建议。在他们的指导下，张华越

吹越有信心、越练越好。现在，他

每学一首新曲，就会做成视频发

上网，寻求大家的意见。

市区陈仓园二区居民邢梅

退休10年后，决定从头开始学习

电子琴。她从网上买来电子琴，

又在网上报了班，天天在直播间

里跟着千里之外的老师学习。同

时，她还把自己学习的曲谱拍成

视频，一开始只是发在微信家庭

群里，后来在家人的鼓励下，她

尝试着把视频发到网络平台。现

在，她也收获了许多“琴友”，每

天在视频下方积极和“琴友”互

动，琴声也比过去悦耳了许多。

打开抖音、快手、小红书等

时下火热的网络短视频平台，

以“宝鸡”“老人”为关键字搜索，

就能看到许多老年人积极展现

兴趣爱好的视频，有书法、绘画、

舞蹈、戏曲等大家耳熟能详的种

类，也有摩托车骑行、徒步穿越

甚至电子竞技等年轻人喜欢的

活动。许多人的个人介绍中都有

“快乐”“爱好者”“享受生活”“相

互交流切磋”等关键词。是短视

频，给了他们恣意绽放的平台，

也让一些“冷门”兴趣爱好者有

了呼朋唤友且为乐的渠道。

为下一代讲述美好故事
除了展现自我以外，还有一

些老年人，用短视频满足更高的

精神需求，乘着新媒体快车把理

想的种子播撒到更远的地方。

2023 年第四季度“宝鸡好

人”、年近七旬的眉县退休教师

侯省彦是扶眉战役研究者，从

三十多年前，他就自费出版多部

扶眉战役系列丛书，对扶眉战役

进行了真实、全面、系统、客观的

记述和解读，为扶眉战役宣讲提

供了生动的教材。前几年，他将

自己整理的扶眉战役资料搬到

网上，供大家讨论和传播，还在

微信群里为大家宣讲扶眉战役。

这几年，侯省彦看到短视

频的传播效果好，他也自己学习

视频拍摄和剪辑，将自己收集的

许多珍贵的红色资料以及宣讲

录像做成短视频，配以时下流行

的AI 音乐，一手打造了一系列

关于扶眉战役的微宣讲片、微纪

录片。网友们纷纷点赞并自发传

播，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祖籍扶风县午井镇强家沟

村的强玉昌，退休后也紧跟时代

潮流，拍摄制作了许多关于强家

沟村红色历史的短视频，并依托

强家沟村村民自建的红色交友

微信群推荐家乡美丽风景、讲述

家乡革命故事、宣传村民身上的

真善美感人故事。

这些老年人，凭着自己的赤

诚和热爱，让短视频在娱乐之

外，增添了更多的意义和情怀，

也让宝鸡的好人好景好故事被

更多人所熟知。

前段时间，北京师范大

学发布了《老年人情感关怀与短

视频使用价值研究报告》，对全

国 2000 名老人进行了调研和

访谈。报告中显示：超过 75%的

老年人有过短视频创作经历，其

中经常发布短视频的老年人占

比近 28%，展示了他们的主动性

和创造性。

报告指出，老年人发布短视

频越高频，自我老化态度越积

极，有利于改善老年人的主观认

知下降；同时，老年人在短视频

平台的互动行为越多，越有益于

其获得积极的自我老化态度，进

一步促进其数字素养的提升。

随着网络时代的持续，必然

有越来越多老年人从“围观”到

“融入”，从“抱臂抗拒”到“主动

拥抱”，在数字世界中享受美好

生活。

也许下一部刷爆朋友圈

的“大片”，主演就是你的爷爷

奶奶。

插画  陈亮作

我市非遗文创产品获国内外奖项
本报讯 （记者 张

琼）“旧窗棂和LED 灯

结合，脸谱和剪纸碰

撞，打开灯箱不仅能照

明，还能展现剪纸、社

火脸谱的美。”日前，记

者在社火脸谱绘制技

艺省级非遗代表性传

承人张星的家里，见到

两个陈仓社火脸谱剪

纸灯箱《新婚》《新春》。

该文创作品荣获法国

卢浮宫博物馆陕西民

间艺术展优秀奖、中国

首届民间艺人交流大

会创意奖。

张 星 介 绍，《 新

婚》《新春》分别围绕

西府民间婚俗文化、

春节文化制作而成。

《新婚》创作于西府格

格窗上，四边为剪纸

角花，中间是花脸与

旦角脸谱剪纸，四边

各贴两个彩色社火脸

谱，其余位置为剪纸

窗花绿狮娃、大合碗、

红双喜等，传递着西

府人祝福婚姻幸福的

民俗愿望，寓意吉祥、

喜气、和美。《新春》在

窗棂中间张贴着大红

色的社火马勺财神脸

谱，周围簇拥着剪纸

金瓜花卉、娃娃敲鼓、

福字苹果、寿壶等图

案，表达招财进宝、阖

家团圆、辞旧迎新的

美好寓意。《新婚》《新

春》兼具实用性和民

俗美感，受邀在法国

卢浮宫博物馆展出，

并斩获国内外奖项。

目前，张星已收集

了50多个旧窗棂，准备

办一个社火脸谱剪纸

展，让更多群众感受到

非遗文创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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