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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优实践

第一届“诗画江南、活力浙江”全球短视频

大赛日前落下帷幕，32 部获奖作品揭晓，来自

玉环市创作者的作品《家住两岸——台湾龙仔玉

环行》，获得组委会特别奖，奖金100万元。这

次大赛，历经半年的征集，参赛短视频数量达到

8259部，为何玉环一个小型文化公司拍摄的2分

钟视频，能够力压那么多专业组作品，拔得头筹

呢？仔细解析这120秒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其

成功主要源自于它的“厚度”“温度”和“亮

度”。

一、厚度 来自历史和现实的丰厚土壤

《家住两岸——台湾龙仔玉环行》是一部微

电影，讲述了台胞龙仔为缓解高龄阿公对故乡的

思念之情，赴阿公故乡玉环拍摄风景，在大陆青

年阿华的热心帮助下，对故乡从陌生到认可的

故事。

故事是小故事，切口也是小切口，但作品所

蕴含的主题，所勾连的历史背景，所反映的现实

状况，却非常的厚重、宏大。

那为什么作者能创作出这样具有厚重感的作

品？是什么触动他选择这个主题进行摄制的呢？

笔者采访作品制作人张孙永时了解到，这与创作

者所身处的环境有关，是历史和现实的丰厚土

壤，给创作提供了丰富营养。

张孙永告诉笔者，在作品的拍摄地——玉环

鸡山岛一带，有一批当地居民在当年国民党撤退

台湾时被强制带走，当地不少人家都有亲人生活

在台湾，他们饱受了两岸分离的伤痛，发生过许

多悲欢离合的故事。近年来，随着大陆的飞速发

展、两岸交流交往的增多，越来越多的台胞台商

“登陆”寻求新机遇，玉环当地也大力支持台胞

在玉环创业致富。在玉环西青街，短短一条街道

上，就有“御台荟”“台湾小吃店”等4家台湾

美食特产店落户。因交往而了解，因交流而密

切，随着交往、交流的增多，台胞对家乡、对祖

国的认同感、归属感也越来越强。

其实，这只是一个缩影。扩大到更大的范

围、更长的历史，有更多的两岸故事发生。

公元230年2月，卫温、诸葛直率一支由30

余艘舰船、1 万余名军士组成的船队，从章安

（今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 启程，到达夷洲 （今

台湾），并在当地进行开发经营，这是大陆与台

湾最早来往。丹阳太守沈莹撰写的《临海水土异

物志》记载了这次首航，还记载了临海郡和东南

沿海及台湾的山川地形、海陆异物、风土人情，

这是两岸共同生活的铁证，证明了两岸同属一家

的情谊。

1955 年，一江山岛战役后，大陈岛及附近

岛屿18000余人被迫迁往台湾。如今，从台北到

台南，共有36个大陈新村，后代繁衍已达十多

万人。自2015年开始，“两岸大陈乡情文化节”

连续在大陈岛举办，每年都有100多位台胞、台

属参加活动，他们一起回顾历史、畅叙亲情、展

望未来。

2009 年，玉环大麦屿港—台湾基隆港海上

客运直航航线开通。2014 年，对台海上货运直

航开通，大麦屿港成为长三角地区唯一的常态化

对台海上客货运直航口岸。

大陆和台湾，两岸同祖同根，往来密切，历

史悠久，而现实中，分离的伤痛、对团圆的期

盼、对统一的希冀，在两岸人民心中萦绕，这都

为创作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家住两岸——台湾

龙仔玉环行》这个作品正是作者基于大量的身边

事实，因所见所闻所感而创作。同时，也因为作

品反映了这些历史和现实，大大增添了其厚度。

好的作品往往根植于生活，观照历史和现

实。作者通过一个短短2分钟的视频，看似讲述

的是龙仔、龙仔阿公和大陆青年阿华几个主人公

短视频创作短视频创作““厚度厚度”“”“温度温度””与与““亮度亮度””
——“台湾龙仔”获“诗画江南 活力浙江”全球短视频大赛组委会特别奖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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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故事，其实讲述的是一个分离70多年的两

岸大故事，讲述的是两岸一家亲的情感联结和价

值认同。

二、温度 来自家国两相依的温情共鸣

《家住两岸——台湾龙仔玉环行》之所以受

到评委的青睐，打动观看这个视频的受众，还因

为这个作品所蕴含的家国情怀，引发了大家情感

的共鸣，温暖、慰藉了两岸人民分离的伤痛，点

燃了祖国繁荣强盛的满怀豪情。

在上下五千年的中华历史中，中华文明与民

族融合、国家大一统交织互动，文明为国家提供

向心力凝聚力，国家为文明赓续、文化繁盛提供

支撑和荫庇。对原乡故土的朴素情感始终流淌在

炎黄子孙的血脉之中，实现祖国统一、民族复兴

是所有龙的传人的殷切期盼。

作者有感触、有情怀，所摄制的作品有情

感、有温度。作品中有远离故乡的阿公思之切却

难回的思乡之情；有生长于台湾的青年龙仔对中

华文化和这片土地深刻的眷恋和认同之情；还有

大陆青年阿华对归乡游子的热情以及对家乡的骄

傲之情。作品所蕴含的这些情感、情绪，让观看

视频的每个人感同身受，仿佛心弦被拨动，有淡

淡的乡愁，有满满的自豪。

在今年3月13日上午举行的总理记者会上，

国务院总理李强说，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

常说血浓于水，打断骨头连着筋”，我们要继续

推进两岸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要让更多的

台胞、台企到大陆来，不仅是让他们愿意来，还

要融得进、有更好的发展。”这是国家高层领导

对台湾同胞的关爱之情，体现了祖国大陆对台湾

同胞的深情厚意。而《家住两岸——台湾龙仔玉

环行》正是以此主线反映了来自民间的声音，折

射出两岸普通民众的浓浓亲情和家国情怀。

有情，所以动人心；有温度，所以暖人心。

三、亮度 来自文本和声画的完美呈现

《家住两岸——台湾龙仔玉环行》 的成功，

不但来自其主题和内容的厚度、所蕴含的情感的

温度，还来自短视频制作技术手法的强力支撑，

其优秀的文本和声画，确保了主题、内容和情感

的完美呈现。

整个短视频，不到500字的文本，仅2分钟

的声音画面，仔细分析，可以发现里面包含着丰

富的内容，有隔着“一湾浅浅的海峡”的乡愁、

亲情，有两岸青年对于历史和现实的认知，还有

对当地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的成功展示。

文本表现方式独特，采用龙仔自述的方式。

整个文本娓娓道来，自然亲切，文字也非常简洁

凝练。比如，开头用一句话就简明交代了自己来

自哪里，来玉环做什么，并且带出了“本地人阿

华”：“我是台湾龙仔，现在在大陆玉环市拍风

景，右边穿白衣服的这位是我刚认识的本地人阿

华。这是我第一次来大陆，来到阿公的家乡——

浙江玉环。”接下去的第二句话：“这个镜头我不

知道该不该给阿公看，他经常说自己还不如一只

鸟，想回回不来。”十分简洁的话语却是两岸分

离的伤痛，道出了阿公浓浓的思乡情。接下去第

三句话：“阿公是1951年国民党撤退玉环时，强

制带去台湾的，中间回来过几次，但现在年纪大

了，回不来了，他很想家。因此，让我到玉环拍

风景，带回去给他看。”进一步说清楚了阿公为

何去台湾，自己为什么来大陆拍风景，也带出了

当年两岸分离、骨肉同胞不得相见的大背景。

整个视频落笔的是事实的叙述和场景的描

写，并没有直白地去说主题，但话里话外皆是主

题。比如，“这片大海和渔船，应该是阿公最熟

悉的。阿华说，中国人就该像这些渔船，头朝着

同一个方向。看了一眼中间煞风景的那条船，我

知道他想说什么。”好像什么都没说，但谁都

明白。

与文字相匹配的，是干净大气、意象深远的

画面。比如，站在绿色树梢的白色鹭鸟，横插一

杠的渔船。作品富有短视频特色，许多地方文字

特意留白，用画面呈现作者想要表达的主题和更

多内容。比如，欣欣向荣、美丽的海岛景象，优

美的生态环境。这些画面无不展现了近年来大陆

的高速发展、国家的日益强盛。

此外，极富特色的配音也是本作品一大亮点

和成功之处。那一口浓浓的台湾腔，一下子将观

看视频的人带入了台湾青年龙仔的视角和感受。

所以，想要表达的主题和情感，最终要落脚

到文本和声画上。一个好的作品需要技术层面的

支撑。如果作品空谈主题就如空中楼阁，所创作

的作品也不会有传播力。

（作者单位：台州市新闻传媒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