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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伯渎河在江南大地
默默流淌了3000多年，被公认
为无锡人的“母亲河”。最近，首
部反映伯渎河人文历史、自然风
光的3集纪录片《大运河溯源·伯
渎河》，由无锡市吴文化研究会、
新吴区玖视多媒体工作室投入
拍摄。目前，其上集《江南第一
撬》已基本完成拍摄，中集《立范
古水道》和下集《运河绝版地》将
在明年上半年摄制完成。据悉，
这是我市首部以“完整”视角记
录伯渎河的电视片。

2014年，中国大运河被列入
《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那么，中

国大运河的源头究竟在哪里？
是夫差开挖的邗沟？还是比邗
沟开挖年代更早的无锡伯渎
河？2019年底，经国内众多专家
考古论证，正式认定为伯渎河是

“江南运河第一撬”，它比大运河
扬州邗沟段早了 600 余年历
史 。作为泰伯率领吴地百姓开
凿的江南第一条人工运河，伯渎
河变水泽为粮田。有了伯渎河，
江南地区水上交通和交通工具
也随之诞生，一个以古镇梅里为
中心的经济文化中心也从此形
成。时至今日，伯渎河依然是锡
东地区水上运输的主要通道，泽

被后世。
据了解，3集纪录片《大运河

溯源·伯渎河》每集20分钟，总
时长60分钟。全片“古、今”两
条线索相互交织、步步推进。片
中通过国内相关专家学者对伯
渎河历史文化的阐释，拍摄伯渎
河沿岸历史遗存、民俗风情和自
然风光，特别是通过拍摄梅里遗
址的考古新发现，追溯并探寻伯
渎河与中国大运河之间千丝万
缕的关联、对华夏数千年来区域
性板块文化的融合产生的深远
影响等。该片将在省、市电视台
播放。 （吴建东）

本报讯 记者从无锡市卫健委老
龄办获悉，11月21日，无锡市正式启
动“江苏省老年人电子优待证”系统。
这是无锡市老龄办、市行政审批局、市
大数据管理局等多部门协作在全省率
先开通的“老年电子优待证”。此举将
进一步拓宽老年人亮证渠道，确保老
年人能够快捷享受优待政策。

老年人电子优待证遵循自愿申
领、即时办结的原则，凡年满60岁需
申领的老年人通过“灵锡”App，在“江
苏省老年人优待证”板块，按照提示上
传照片即可激活，在鼋头渚、惠山古镇
等景区享受亮证入园优惠。实现了老
年人零跑腿、免申请就可以申领老年
人电子优待证。服务上线前已经年满
60岁的本地老年人也可通过此操作，
领取“江苏省老年人电子优待证”。

（王菁）

追溯无锡人“母亲河”3000年人文历史

首部伯渎河纪录片将面世

无锡在省内首推
老年人电子优待证

43岁的朱成从小就是一个电影
迷，10年时间看了超过5000部电影。
第7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朱成导
演的国际版短片《南京东》，斩获威尼
斯国际电影节圣马克铜狮奖“最具创
意导演奖”。电影《你好，珠峰》，是由
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主办的“2021
艺术新作·冬暖主题影展”里，八部记
录个体情感与时代之音的华语佳作其
中之一。如同该片的片名一样，是一
部很有诗意的作品，但在浪漫与诗意
的背后，却是一个令人悲伤的故事。

朱成拍摄《你好，珠峰》这部电影，

源于一种缘分。“2012年9月中旬我在
西藏旅行，在拉萨顺便拿了尼泊尔旅
游签，因多次改变行程，最后从特里布
万国际机场回国，在机场等待中，一架
飞往卢卡拉的小飞机就坠毁在我眼
前，熊熊大火浓烟四起，场面很震撼。”
回国后，朱成才知道这架飞机上有五
位中国同胞，而杭州姑娘杨晨让他印
象深刻，27岁风华正茂的年龄，爱美食
爱旅行，她说：不为去而去，只因想而
行。然而杨晨的父亲杨枢却无法接
受，他不明白女儿为什么要去？出发
前甚至没有告知家里。

或许是就发生在眼前的事情，朱成
到杭州找到了杨枢，“从见到我到崩溃
大哭，他就说了三句话，他隐忍着情绪
却又忍不住流泪，我无法安慰他，只能
跟着流泪。”朱成说。当天，他们聊了很
多聊了很久，杨晨从小到大的点点滴
滴，让朱成深刻地了解到什么是父爱如
山。他告诉记者，听到那些父女间的故
事时，他内心是激动的，因为杨晨生前
要走的这一条路是珠穆朗玛峰EBC，全
世界最棒的徒步路线，也是自己向往的
地方，而她父亲不理解为何她非要去，
于是决定一起去完成杨晨的梦想。

这个无锡人，十年时间拍这样一部电影
电影《你好，珠峰》讲述一个真实的父爱故事

电影《你好，珠峰》
正在全国正式热映，这
部故事片票房虽不高，
却引起了观众的热议
好评。无锡电影人朱
成用了十年时间，爬到
珠峰海拔5600米处拍
摄它，“这是一个真实
悲伤的故事，女儿在追
梦路上遭遇空难，父亲
伤心欲绝无法释怀，拍
摄初衷是想帮助他们
圆梦，不留遗憾。”朱成
没想到会花那么久时
间拍摄，从2012年到
2022 年，幕后故事远
比电影要精彩。

在拍摄前期，朱成开始收集资料，
到北京拜访了杨晨的同学、好友，因为
拍摄难度太大，涉及到大量珠峰高海
拔的素材，朱成心里没底。2014年，朱
成带上摄影师老曹飞抵尼泊尔，开始
尝试徒步珠峰EBC大环线，勘查景点
收集素材，“我们俩从加德满都出发，
翻山越岭到卢卡拉徒步整整7天。”有
了尼泊尔徒步的亲身体验，回无锡后
整理素材、写剧本，比朱成预想得顺
利。随后从2014年到2019年，朱成多
次去了尼泊尔拍摄，“现在想想有点后
怕的，拍摄中多次差一点就摔下去了，
现在能如愿让电影上映，我很感恩。”

2016年，在萨迦玛塔国家公园卡
拉帕特山顶，朱成和摄制组的伙伴，将

父亲给杨晨做的雕塑放在了那里，“好
让她每天能看到珠峰的日夜繁星和日
出日落，杨枢在杭州亲手将丫头雕塑
交付给我，我从杭州一路背到海拔
5600米的卡拉帕特山顶，安置好后我
准备拍下日落金山就下山。”可是不想
入夜后温度骤降至零下几十度，伸手
不见五指的夜色中，朱成被冷风吹得
瑟瑟发抖，他表示，那是一种连体内血
液都凝固的感觉。因为温度太低，朱
成手机直接关机，他只能摸黑下行，在
途中不知道摔了多少次，生怕就一脚
踩空了，走了4个多小时后，突然看到
远处山谷一束摇晃的手电筒微光，“是
我的伙伴，他给了我下山的方向指引，
我当时激动地拥抱他，有种劫后余生

的感觉。”
“这是故事片中的纪录片，也可说

是纪录片中的故事片，一种全新的创
作形式。”朱成表示，全片是用手机拍
摄完成的，应该是目前国内第一个用
手机完成的院线电影作品。

朱成几乎承担一个剧组的全部工
种，如导演、拍摄、编剧、剪辑师、场工
等。最让朱成崩溃的不是漫长的剪
辑，而是拍摄素材因为各种问题被冻
坏了，“当我被告知有可能修复不了
时，真的是有点扛不住，幸亏最终修复
了。”记者获悉，为了拍摄此片朱成陆
续投入了100万人民币以及十年的时
间，“我希望大家都不要留有遗憾。”

(晚报记者 璎珞)（受访者 供图）

拍摄初衷 因缘际会，帮失去女儿的父亲“圆梦”

困难重重 拍摄好比西天取经，险象环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