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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9日，纪录电影《大学》在全国

院线上映，影片诉说了四个清华人一生

的理想，以及在他们身后属于这所大学

的永恒青春。《大学》三位导演孙虹、

王静、柯永权分别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

播学院2006级、2011级、2009级校友。

“水木清华众秀钟，赫赫吾校名无穷。没

人能永远留住大学时光，但我们胸中依然

有星辰大海”，这是他们写给学弟学妹的

一封信。

真人，真事，真大学

如何选择一种有意义的人生？这是困

扰三位导演的一个问题，也是需要我们每

个人去探索的问题。以清华大学为拍摄对

象的纪录电影《大学》，就以四个处于不

同人生阶段的清华人的故事，展现了不同

的选择，不同的人生走向，不同的人生

意义。

“求学、毕业、从教、退休……每当

我们迈进新的人生阶段，都需要抉择和适

应的勇气，这背后会透露出个体的价值观

和大学对个体的影响。”导演孙虹说。

在清华大学荣休院士、86岁的老教授

钱易身上，有着教书育人理想的代代传

承，一门六院士，半门皆教师。荣休后的

她最眷恋的依然是三尺讲台，正如影片的

结尾钱易对身边的学生的一句叮嘱：“不

要叫我钱老，叫我钱老师。”

 “我在大学拍《大学》”
——访电影《大学》导演

○张  敏  董鲁皖龙

在留美回国、入职清华的年轻教师蔡

峥身上，有着对理想的执着与坚持，为祖

国“做点事儿”的急迫和热诚，让他毫不

犹豫地买了一张“归国的单程票”。

在面临毕业的博士研究生宋云天身

上，我们看到，为了“造福一方百姓”的

朴素理想，他选择到祖国最需要的地

方去。

在18岁考上清华大学的新生严韫洲身

上，有着年轻人的纯粹，为了自己的兴趣

而努力学习，“解出一道难题就可以快乐

很久”。

“当我有机会反思当下生活的时

候，都会深刻体会到，毕业后的每一个

选择和决定，都有着来自大学时期的烙

印。大学究竟如何润物细无声地影响了

年轻人？”2018年，孙虹带着这个疑问回

到母校，希望从普通师生的生活中找到

答案。

而在王静看来，每所大学的个性都是

不同的，就像大家会把大学称为母校，将

它视为一个具有个性和气质的人来对待。

“我们除了想描绘片子里的人物以外，也

想把母校当作一个人物来刻画，展现它的

个性与品格。”王静说。

以影像温暖世界

三年，36个月，1095个日日夜夜，对

孙虹、王静、柯永权三位导演来说，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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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这样一件

事——在清华

园、在上海的

中学、在河南

的小村庄、在

美国夏威夷莫

纳克亚山天文

观测台……跟

拍四位主角。

“整个创作的过程是非常快乐的，尽

管也有一些磕磕碰碰。”王静回忆，在跟

拍严韫洲雨夜20公里军训拉练时，她的电

动车没电了，只能眼睁睁看着孙虹及整个

拍摄团队跟着队伍行进，自己推着车往回

走。在跟拍蔡峥在夏威夷莫纳克亚山天文

台观测时，因为海拔较高，拍摄团队需要

一边扛着设备一边吸氧，还要在非常寒冷

的露天环境下拍摄星空延时。

“做点儿事情，真的很不容易……但

还是要坚持做下去。”孙虹说。

毕业以后，为了一份“体面”的工

作，孙虹曾经放弃过自己的理想。“可工

作后越来越不快乐，越来越不知道为什么

出发。”回忆在清华园里做纪录片时，孙

虹总有机会去接触新鲜人、新鲜事物、新

鲜领域，让自己时刻都感到充实，而且也

固执地认为自己做的片子至少能被一些人

看到，能对一些人产生影响，这种理想和

信念，是其它工作无法替代的。

在清华园的这几年，在“清影工作

室”的培育下，“以影像温暖世界”的理

念不仅扎根在孙虹、王静、柯永权心中，

也驱使他们去观察、记录这个纷纷扰扰的

世界。纪录片就是生活，是值得分享的那

部分生活，是直达人心的、温暖的影像

记忆。

2006年，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

授雷建军在曼彻斯特大学访学，他当时的

合作导师是保罗·亨利，一位在人类学电

影界很资深的元老级人物。渐渐地，雷建

军开始把“影视人类学”的跨学科影响

运用在了拍摄纪录片的过程中，并成立了

“清影工作室”，将“以影像温暖世界”

作为工作室理念。

“真正开始深耕纪录片方向，还是受

到了雷建军老师的影响，那时候他坚持做

‘清影放映’，让国内优秀的独立纪录片

能有一个机会和更多的纪录片爱好者见

面，我也借机观看了很多纪录片，领略了

纪实影像的魅力。可能是从那时候起，觉

得做纪实影像是有意义的，它有机会带给

人们更深层次的触动，让人们得以借由他

人的影像反思自己的生活。”孙虹说。

对于王静来说，初涉纪录片也是选修

了雷建军老师的暑期清影工作坊。这是她

第一次和另两个同学一组拍摄了一个口述

史纪录短片，以女性视角关注“八千湘女

上天山”的故事。“本科毕业后，有段时

间因为挥霍了自己的热爱而暂别，后来由

于内心犹有对于影像表达的渴望而回归，

在硕士阶段坚定了自己要从事纪录片工作

的想法。”王静说。

王静坚信从事纪录电影行业“这件事

是有价值的，

是 值 得 去 做

的”。也许就

在那个时刻，

她理解了《大

学》镜头中的

宋云天，他们

都选择了一条

自己认为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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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少有人

走的路。虽

然很困难，

但还是想要

努 力 去 完

成，哪怕付

出一生的时

间。有可能得

到的正反馈只

是观众的几句肯定，或者百姓的几句感谢，

但依然要去做。

柯永权在刚进入清华大学时的专业是

土木工程，他在大二的时候也选修了雷建

军老师的纪录片课，“从此入坑”。随后

转系进入新闻与传播学院，在中俄边境拍

摄了人生中第一部纪录片。

拍摄电影《大学》之前，柯永权已经

很多年没有回过学校。离校这么多年之

后，再回归母校，感慨挺多。有天晚上下

雪，他一个人扛着设备在学校里走了好

久，疲惫但受益匪浅。独处的时候，他跟

学校里面很多的建筑、雕像之间产生了一

种交流，他这才后知后觉，其实自己的成

长与学校的熏陶密不可分。“《大学》的

英文翻译写成了The Great Learning，而不

是The University，这个翻译源自四书中的

《大学》。我们借用它的英文翻译，也想

表达我们在探讨的教育。”柯永权说。

在执着于快节奏的时代里放慢脚步，

三位导演坚持着做自己喜爱的工作，是对

生活的热爱，也是对文化的敬畏。他们用

镜头记录着生活，用热忱谱写着他们和纪

录片的故事。

 勇敢追光 理想当“燃”

在《大学》首映礼现场，清华大学副

校长杨斌宣布，清华大学正式启动“追光

行动”：从7月9日电影上映起，“追光行

动”将优先面向县域中学、中西部地区中

学、基层工作校友所在地中学、清华大

学乡村振兴工作站所在地中学送电影《大

学》上门，积极鼓励当地青少年勇敢“追

光”、理想当“燃”！这部名为《大学》

的电影，让很多中学生切身体会到了什么

是大学精神。

“身在井隅，心向星光。”一名观看

影片的中学生说出了这样八个字。对他来

说，大学生活还在远方，求学之路还很漫

长。但他已经对“大学”有了清晰的认

识：“我们的学习不只是为了获得一纸文

凭，也不只是为了将来或许能有一份体面

的工作等等。我们应该用所学去成就一个

有意义的人生，就像影片中的四位主人公

一样。”

点亮更多少年心中的理想之光，在清

华大学启动实施“自强计划”十周年之

际，为了使大学之道在全社会产生更大范

围的共鸣和传播，清华大学发起了这项行

动，邀请清华师生校友、社会各界爱心人

士加入，组织中学生免费观影《大学》。

鲁迅先生曾说过，“人类的悲欢并不

相通”，也许并不是所有的观众都能对电

影里的几位主人公产生强烈的共鸣，但是

鲁迅先生也说过，“无穷的远方，无数的

人们，都和我有关”。“这些离观众或远或

近的人物和故事，涵盖了我们在成年后所经

历的一些重要人生节点，每一个人可能都会

在电影中看到自己此刻所处的阶段和处境。

这部电影与此刻的我们有关，与我们此刻

的时代也有关。”导演柯永权说。

（转自《中国教育报》，2021年8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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