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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 17 日，云南省政府正式
批准大关县退出贫困县序列，在大关县
木杆镇银吉村参与扶贫工作的王冰回到
了原单位——昭通市广播电视台。在一
个破旧的办公桌抽屉里，同事姚俊发现
了一盒录像带，出于好奇，他找到一台从
模拟模式转数码格式的机器，就这样，

“盲盒”被打开了。
“我要当教授！”“我要当科学家！”

“我要当老板！”颇有些年代感的影像里
传出了孩子们的笑声、打闹声，5名七八
岁模样的儿童穿着不同颜色的 T 恤，天
真无邪地笑着，对着镜头无畏地喊出了
自己的梦想。离他们不远处，一个蹲在
地坎上年纪更小一些的女孩用稚气的声
音说：“我以后要好好读书。”

孩子们的身后，阳光洒在广袤而绿
意盎然的草甸上，草甸边不断延长的土
路旁，可见用土墙构筑的民居，是这6名
孩子的家。

熟悉的画面让王冰想起这是 12 年
前自己在大山包拍摄的一段视频。12
年时光不经意间已成为过去，在决战脱
贫攻坚这一时代背景下，昭阳区大山包
镇的很多村民搬下山开始了新的生
活。大家纷纷感慨，也很想知道，多年
前视频里的 6 个孩子现在怎么样了，他
们的梦想实现了吗？

经过短暂的筹划，拍摄纪录片《还记
得年少时的梦吗》的想法诞生。很快，由
昭通市广播电视台7名记者组成的拍摄
制作团队，跨越浙江、江苏、河南、云南等
地，行程 8000 余公里追踪当年的 6 名儿
童，从2021年开始到2023年底，历时3年
推出纪录片《年少时的梦》。

这一行有记者王冰、姚俊、李继宇、
龙沉生、周开亮、郑凯键、魏鑫，有当年的
小伙伴杨德旺、杨涛、杨光喜、刘冬梅、王
青松、孟阳涛。他们历经3年，经历了一
段认知人性与时代、认知自我的艰巨旅
程，也成就了一个现实纪录片团队。

“2021 年到 2022 年是集中拍摄时
间。寻找视频里的几个孩子很难，让他
们接受拍摄更难，和他们成为朋友后，拍
摄工作才顺利起来。”王冰说。

2023年，纪录片进入后期编辑，团队
里的每一个人都在不断地反问自己，什
么是年少时的梦？年少时的梦要怎样才
能记住并实现？如果只是单纯地记录一
个特殊地域的特殊群体的梦想，貌似这
些梦想并没有被实现，记录者、被记录
者、见证者会不会有强烈的失落感？这
部纪录片的意义何在？“直到我们看到纪
录片中的每一个孩子在面对生活时，那
种勇敢追求美好生活的姿态和信念，历
经曲折仍一直前行的勇气，我们释然了，
也不纠结他们当年在山野里一句不明就
里的梦想，明白了朝着更温暖的明天，努
力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的样子，才是真正
实现梦想的样子。”王冰说。

2024 年 11 月 8 日，第 25 个中国记
者节。

《年少时的梦》上线昭通发布客户
端，短时间内阅读量便达到了5000，这是
对媒体人最好的回馈。王冰清楚地记得
2008 年夏末的一天，她扛着摄像机到达
大山包的情景。那是一个多云的天气，
偶尔从云缝里露出来的阳光，使得大山
包草甸显得高远而深邃。这些孩子在草
地上打打闹闹，笑声像泉水一样流淌在
山上，远处是他们放牧的牛羊，散落在绿
色的草地上。当她拿出DV开始拍摄风
景时，6个孩子围了过来，他们堵在镜头
前，叽叽喳喳地问了很多问题，“这里面
的照片要怎么看？我们说的话能录下来
吗……”

王冰把视频放给孩子们看，6个小孩
子黑黢黢的头挤在一起，看到自己出现
在视频里时，好像被影像里的自己吓倒
了似的，突然不笑了。后来，说起梦想，
几个孩子开始抱成一团，有些害羞，也有
点兴奋。2020年底，时隔12年再见到杨
德旺时，王冰的第一感觉是杨德旺的样
貌没什么变化，只是等比例长大了而
已。但在成年人的笑容中、举手投足间
感觉到杨德旺成熟了，这种成熟好像有
对自己成长的不满，有对现实的不屈服，
还有对吃苦耐劳的韧性与笃定。

这种成熟感在陆续寻找到的其他孩
子的身上同样具备，“我们一边记录，一
边被感动。”王冰说。

王冰的女儿在国外一家制药厂工
作，看完《年少时的梦》，她说，片子里的
每一个人都很了不起，无论经历什么样
的曲折和考验，他们都在思考要怎样让
生活过得更好，并且为此一直努力着。
后来，她知道这个片子的原始视频是母
亲16年前留给自己的礼物，但或许她不
知道的是，《年少时的梦》同样是一群媒
体人留给一个时代的礼物。

对话王冰//3年8000公里，一个媒体团队在路上
记者 马 燕 汪 舒

媒
体

少年眼中的《年少时的梦》
与“少年的梦”

记者：近日，纪录片《年少时的梦》走
进了校园，部分学校正组织学生观看。
对于少年来说，16年前的梦想与今天的
梦想在不同时空中如何产生交集？

王冰：人人都有梦想，这是一个永恒
的、能产生共鸣的话题，当谈到这个话
题时，年龄的跨度与时空的交错已经被
忽略了。《年少时的梦》与“少年的梦想”
是两个不同的时空，但却是不同时空里
的同一愿景，可以产生交集，观影的少
年会拿片中的主人公们去作参考，思考
长大了我到底能做什么？会过着怎样
的生活？是学业有成？还是与梦想失
之交臂？

记者：纪录片《年少时的梦》走进校
园的初心是什么？

王冰：通过观看纪录片，或许一些孩
子会去思考，自己应该如何去坚持自己
的理想才能与未来的生活美好地相遇。
成长需要坚守初心，也需要更多的勇敢
和坚韧，我们希望纪录片能为青少年的
成长带来一丝启迪。

记者：昭通市融媒体中心近期举办
了《年少时的梦》有奖征文大赛，是出于
怎样的考虑？

王冰：这是中心对纪录片《年少时的
梦》的二次推介。纪录片是真实的，我们
以身边人的成长故事为基础，以征文活
动为载体，让孩子们在书写中汲取力
量。而作为媒体，更有责任为昭通教育
事业贡献媒体智慧和力量。

纪录片来源于生活
是生活的再现

记者：纪录片《年少时的梦》创作的
来源、动力是什么？

王冰：来源于一场不经意的相遇。16
年前的那个暑假，我想为刚刚进入初中的
女儿做一个视频，让她看见这个世界有很
多种生存方式和状态，且每一种都值得尊
敬。我去了大山包后，遇见了6个孩子，便
给他们录制了这段视频。从没想过，16年
后我会以另一种方式与他们再次遇见。
当这个视频被发现时，团队里的所有人都
想追踪拍摄下去，这便是《年少时的梦》最
初的创意来源和动力。

记者：拍摄《年少时的梦》，用了3年
时间，行程 8000 多公里，在时间与路线
上，你们是怎么进行的？

王冰：这个问题由李继宇回答。
李继宇：是根据 6 位主人公目前生

活的地点以及我们通联工作的对接情
况进行的，以他们的时间为主。除了留
守大山包的几位主角，我们还策划了一
次最远距离的采访——到他们外出打
工的地方拍摄。在出发之前，我们有很
多顾虑，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拍摄吗？
会不会换了务工的城市？但是，箭在弦
上，不得不发，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
都要亲眼看看身在异乡的他们过得怎
么样。第一天我们从昭通出发，到湖南
怀化；第二天，从湖南怀化到江西南昌；
第三天，到了浙江宁波。在宁波采访完
后，我们去了嘉兴桐乡；接着从嘉兴到
了合肥，最后到了河南新乡。新乡采访
结束后，我们又经过西安、重庆，然后才
回到昭通。其间，经历了很多波折，比
如头一天联系后愿意见我们的，第二天
又失联，或者见面以后，一句话也不说；

另一方面，在杭州去河南的路上，我们遇
到了台风；单位的司机长途驾驶……

记者：拍摄《年少时的梦》时，什么事
情让你印象特别深刻？

王冰：这个问题由龙沉生回答。
龙沉生：我来说吧，是遭遇人生的第

一次台风。2023 年 7 月 22 日，我们在浙
江慈溪市掌起镇古窑浦村采访王青松
父子，回程中突遇台风“格美”，导致高
速公路封路。由于要与从嘉兴市赶来
的永善县驻嘉兴市工作站站长王登玉
会合，对接第二天的采访行程，我们不
得不绕小路回到宁波。当时，风大、雨
大，车辆视线很受阻，具有几十年驾驶
经验的驾驶员龙远康也显得焦灼不
安，大家都很害怕。

记者：龙老师是怎么和《年少时的
梦》里的主人公交成朋友的？他们打动
你的地方是什么？

龙沉生：随着采访的深入，相互了
解得就更多，从他们努力生活的状态中
我看到那个曾经为了梦想而努力拼搏
的自己。孟阳涛曾说：“其实你们也挺
辛苦的，跋山涉水地拍摄。”虽然他们都
才 20 多岁，每个人的境遇也不一样，但
都在努力地活好当下，向上、向善，为父
母妻儿撑起一片天，把风雨挡在外，为
家人筹划着将来。这是最让我感动的
地方。

记者：龙老师在这次拍摄中，还担任
了联络工作。请你谈谈这段经历，它对
于你个人又有怎样的启发？

龙沉生：这项工作已从一个单纯的
拍摄工作变成了一项综合性的工作，执
行、推进的难度超过了我们的预期。通
联工作是第一步。我们通过视频截屏
把照片打印出来，从 6 个主人公家乡附
近的学校寻起。首先联系了大山包镇
中心学校党支部副书记刘万春，找到了
杨德旺和杨涛。幸运的是，在大山包采
访时偶遇了杨光喜。视频里的刘冬梅
年龄最小，也是唯一的女孩子，寻找她
费了很大的劲儿。我们拿着她的照片
在大山包街上四处询问，当地有个老乡
猜测她可能是刘家的女儿。与刘冬梅
的哥哥联系后得到了证实，给了我在云
南农业大学读书的刘冬梅的电话。第
一次跟刘冬梅通话时，她怀疑我是诈骗
分子，最后通过微信发了自己手持身份
证和记者证的照片给她才消除误会。
王青松，虽有他的联系方式，但电话一
直打不通。我们通过永丰镇虹桥社区
的工作人员找到了他的奶奶，又通过他
的奶奶联系上了在慈溪市务工的王青

松的父亲，当时他们父子俩正好在一
起。确定采访事宜后，我们一路向东，
风雨兼程去浙江。在浙江打工的威信
籍女子罗跃芳告诉我们孟阳涛在河南
打工，我们又辗转去了河南新乡采访孟
阳涛。除了刘冬梅，其他 5 个人都没有
实现年少时的梦。他们从最初在镜头
前拘谨，到后来可以从容地面对镜头谈
笑风生时，我们才发现，他们还在追
梦。这很了不起！

记者：周老师参与了全程拍摄，你们
遇到的困难是什么？这段拍摄经历于你
而言，有什么样的感受？

王冰：这个问题由周开亮回答。
周开亮：最大的困难是与采访对象

的对接、沟通，担心他们不愿意接受采
访。他们的成长经历勾起了每个人对青
春岁月的怀念，在他们的身上我好像看
到了自己年少时的样子。每一次对梦想
的追逐都是一次自我发现与成长的旅
程，即使过程中充满了挑战与失败，但正
是这些经历让我们更加坚韧和成熟。采
访拍摄他们，不仅是一次情感的回顾，也
是对未来可能性的展望，鼓励每个人珍
惜梦想，勇敢追梦。

镜头之内的专注
与镜头之外的专注

记者：《年少时的梦》的拍摄素材数
据庞大，你们如何在这庞大的数据库里
去选择、去割舍？如何处理这个过程中
产生的纠结和矛盾？

王冰：这个问题由李继宇回答。
李继宇：整个素材有 690G，1万多个

文件。后期剪辑最大的难度是听同期
声。剪辑之前，要把所有素材全部过一
遍，整个片子存在大量的同期声和采访
画面，我们要把所有的同期声和采访对
照文稿筛选出来，然后进入非编初剪之
后形成大概的视频框架，之后再进行精
剪。在整个剪辑过程中，把握片子的节
奏、实现编导的意图是一个很纠结的过
程。随着剪辑的深入，会不断地修改文
稿，反复比对视频，经常会卡在某个点
上，到底使用哪一个镜头最优、用哪一句
话最适合，镜头使用的长度如何取舍，这
些都需要我们反复讨论和修改。

记者：《年少时的梦》里有一段关于
四筒鼓舞的镜头，能跟大家分享一下这
段经历吗？

王冰：在录制杨德旺、杨涛时，他们
跟随的张开发团队是跳四筒鼓舞的，我
们发现团队有非常规范的舞蹈动作，且
生动而富于张力。了解到张开发团队在

四里八乡很有名气，加上四筒鼓舞是昭
通市传统祭祀舞蹈，2006 年被列入云南
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单，
2021年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作为从业者，他们正在起着传承的作
用。基于以上情况，我们建议他们申报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但申报这条路
对于他们来说，一无所知、无从下手。回
来后，我们和昭阳区文化馆馆长熊伟联
系，得知需要个人简介、从业经验介绍等
信息，于是帮他们写了相关的文字材料，
也让文化馆的同志观看了我们拍摄的
视频。文化馆按照申报流程，与当地核
查了相关情况，最后认为张开发和杨德
旺具备申报资格，确定两人为区一级的
非遗传承人。

记者：6 个孩子中，刘冬梅是唯一的
女孩子，年纪最小，也是唯一实现了“梦
想”的孩子，她的身上有异于别人的地
方吗？

王冰：在当年的视频里，刘冬梅两只
手捏在一起，奶声奶气地说：“我要好好
读书。”她做到了。读书，开阔了她的眼
界和思想，她经常带着一本自己喜欢的
书。在拍纪录片时，她坦陈了自己的想
法，读书的意义不是为了走出大山，而是
为了更好地服务大山。这或许是她独特
的地方。

记者：6个少年最初的梦想有的已经
实现，有的已然远离，《年少时的梦》在时
间和空间轴上，如何表达实现梦想的不
确定性？

王冰：梦想是什么？其实在拍摄纪
录片的过程中，我一直都在纠结这个问
题。我会想起小时候，自己想当演员、
当科学家、当工程师，或许在成长的过
程中，我渐渐地忘记了这些“小目标”，
但会突然想起来，会问自己：为什么没
有成为之前想成为的那个人。梦想还
在，只是不是当时希望的那个了。上初
中的时候，我看了一本小漫画书《丁丁
历险记》，那个总是在冒险、总是在维持
正义的记者丁丁成为了我笃定的人生
梦想。而我现在的确是一名记者。从
业 34 年，不可否认工作带给了我很多
快乐，通过记者这个职业，我了解了自
己，也开始渐渐地了解世界，这让我的
内心很丰沛。杨德旺和他的伙伴们经
常会说，现在我的梦想就是要让家人幸
福，让他们过上美好的生活。这便是成
长之后更笃定的梦想，只要坚持，就会
实现。

《年少时的梦》里的孩子，很多都没
有实现自己最初的梦想，这很正常。就
算是现在，你突然反问自己，会发现原
来自己也没有成为年少时希望的样
子。这很重要吗？或许是重要的，当我
们努力朝着最初的梦想前进时，是幸福
的，只要不放弃，一切都会慢慢发生变
化。我们通过 12 年的时光来断定别人
的梦想是否梦碎，是狂妄的、武断的。
在未来的岁月里，慢慢地坚持，慢慢地
积累，时间会发酵出梦想的果实。今
天，20 多岁的他们还是少年，梦想还在
继续，他们不放弃，我们又怎敢断言。
我们或许只是通过当年的随机采访来
了解一群努力奋斗的年轻人的故事，然
后被他们的勇气和不懈努力所感动。
而我们也还在等待，等待岁月带来的梦
想和奇迹。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昭通正道中学组织学生集中观看纪录片《年少时的梦》。

2023年7月，采访团队在宁波海飞电器有限公司采访王青松父子时的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