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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

倪萍称自己不愿意讲心灵
鸡汤，也不想给别人当人生导
师，但是，因着被访者给予的极
大信任，加上自己的热情悲悯
之心，以及藏不住的“骨子里的
仗义”，所以“在倾听之时常常
毫无顾忌地把自己的想法说出
来了”。这，也促成了倪萍的最
新作品《聊聊》。书中记录了她
与16位不同年龄段、不同行业
中的女性，围绕梦想、成长、爱
情、婚姻、工作、教育、心理等话
题进行的深度探讨和沟通。倪
萍倾听并记录来访者的故事，分
享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处世哲学。

希望读者能从这些姑娘们
的人生里，看到善良与美好的
自己，“拥抱她，理解她。希望
你早点学会豁达与放下，在事
务繁杂的当下，有时间去拥抱
这个美好而温暖的世界。这世
间，因缺憾才真实，因喧嚣才热
闹，因有你才值得。”

被人信任很幸福

说起《聊聊》的创作初衷，
倪萍透露：“这源于与出版社女
编辑的聊天，出版社的一帮小
女孩儿有次围着我，让我说说
自己是怎么成功的，给她们一

些启发。我说，那肯定得让你
们失望了，我就是幸运，我哪有
什么成功？我失败的时候你们
都不知道，就看见我爬起来后
的样子了。”

倪萍反而想听听这些女孩
的生活，女孩们开始纷纷向倪
萍诉苦，听来听去都是鸡飞狗
跳的生活。“但我觉得这些挺有
意思，我被打动了。”

就这样，倪萍花了一年半
的时间聊天、写作，《聊聊》中记
录的16位女性，有人被困在原
生家庭看不到出路；有人在心
仪的工作offer和是否生孩子之
间踌躇不前；有人纠结继续“北
漂”还是回家乡小城，“姑娘们
的问题都是五花八门的，我之
前甚至完全没想到人生还有这
些问题需要思考。她们保持着
梦想的初心，纠结着思考人生；
她们向往婚姻，又怕失去自我；
她们渴望能创造新的世界，又
难以摆脱原生家庭的束缚；她
们把梦想、成长、爱情、家庭、工
作、心理……都毫不保留地说
给我听，我们聊着聊着就笑出
了泪花，润湿了眼眶。”

回忆起那段时间，倪萍说
自己觉得很幸福，“世界上有一
种幸福叫‘被信任’，我沉浸其
中，甚至很享受这种感觉。”

另一方面，这些女性的故
事常常让倪萍“感觉很心痛”，
因此，倪萍说自己很多时候边

哭边写，边写边笑。
她们给了我很多力量

每个被访者都向倪萍敞开
心扉，而她们讲述的生活，也让
倪萍感觉到世界的维度被拓宽
了，“我和她们谈完回去写笔
记的时候，每次都能找到扎我
心的地方。她们的纠结、痛苦、
撕扯，很多是我没有经历过
的。我原以为我怎么这么多苦
难？我离过婚，孩子又生过病，
生活够麻烦的，有那么多扯不
清的事儿。但我跟她们一比，
发现我原来不是天下最苦的。
原来大家都是这样，谁也别跟谁
比，你们家七个筐，我们家有八
个箩，都是互相碰撞、鸡飞狗跳。
“这16位女生，没有一个

人的生活是重复的。你以为我
们过的日子都差不多，其实千
差万别。所以，定义什么样的
人生是潇洒自由的人生，基本
上是找不着标准的，就是你心
里的定位。一个人一个活法，
我做完这本书真的是体会到了。”

倪萍表示，和这些人聊天，
跟她以前采访的名人、牛人很
不一样，普通人的生活显然更
接地气，“看上去好像是我在给
她们出主意，实际上，我总结下
来，反而是她们给了我很多的
力量。”

人生总有取舍

在倪萍看来，成年人的世
界里就没有“容易”二字，“我当

年为了给儿子治病，向台里提
出了辞职。那时候说挣钱，还
是个难以启齿的事。放下那么
好的平台，放下我手中曾视如
生命的话筒，这确实是得把自
己的心撕碎了。当时我真的没
有别的选择了。‘我一定要把我
儿子的病给治好’是我当时唯
一的信念。”

给儿子治病那段时间，倪
萍没有睡过好觉，不舍得花钱，
没买过好化妆品，没买过好衣
服，“最难熬的那段日子，是70
多岁的妈妈一直陪着我，那时
候，我妈连长了毛的面包都舍
不得扔掉，刮掉上面的毛，用锅
蒸了再吃。她知道我没钱了，
知道我需要钱。现在，我成了
一个皮肤略黑，脸上有皱纹的
人，可是，我的内心是丰盈的，
是富足的。人生总有取舍，你
想要东，也想要西，结果就是找
不到北了。”

如今回头再看之前的苦
难，倪萍觉得鸡飞狗跳的生活
都是幸福。
逼着我们积蓄登峰的力量

倪萍总被问到自己是如何
成功的，她每每都回答说自己
只是运气加努力，“其实我真没
那么好，所以，每次接受大家给
我的温暖和爱的时候，我心里
多少有点不安。我刚进台里的
时候，中央电视台文艺节目一
共有7个主持人，那个时候基本

上没有什么竞争，更不会卷。”
倪萍回忆说自己刚进中央

电视台的时候，因为之前从未
有过主持相关经验，也非科班
出身，非常茫然。“大学毕业后
我被分到了山东话剧院，我们
院长叫翟建平。翟院长对我
们说：‘你们谁能一个星期读完
一本书，谁就是最漂亮的那个
人’，于是我就读了《安娜·卡列
尼娜》《简·爱》，战地记者法拉
奇、画家凡·高等的人物传记。”

倪萍表示，如果从功利的
角度看，这些书和主持人这个
职业并没什么直接联系，“因为
没有一本书是教我怎么做好主
持人的。但是，回过头去看，所
有读过的书都为我做主持人供
给了精神的养料和临场发挥的
素材。主持人这个职业是没有
天花板的，知识补给永远不
够。职业千千万万，读书却是
通用的方式，会让我们在职场
乃至整个人生中都受用。”

倪萍表示，生活没有所谓
的标准答案，人生也不是只有
一种姿态。不同阶段有不同阶
段的选择，“可以在风雨中负重
奔跑，也可以在阳光下用最舒
服的状态，接受流淌到生命中
的一切。不要寻找你够不着的
力量，其实，你身边就一直有力
量在支撑你，要看到身边人的
人性里面最美的东西。”

张嘉（摘自《北京青年报》）

倪萍：鸡飞狗跳的生活也是一种幸福

漆黑的夜空中，忽然出现
了欢迎航天英雄翟志刚等凯旋
的巨幅画面，仿佛一组梦幻的
“科幻大片”。你是不是颇感震
惊？这种以黑夜为画布，用灯
光作画笔的“光绘”，如今在国
内非常走红。

橄榄球运动员王思博因伤
病被迫退役后，意外迷上了这
个冷门艺术。他首次参加世界
光绘大赛，就一鸣惊人夺得特
等奖；以一幅六百七十多平方
米的《龙舞北京》，创下“世界最
大光绘图案”的吉尼斯纪录；他
与三星堆博物馆及杨丽萍的舞
蹈艺术团合作，光绘效果非常
震撼，并多次受到CNN等外媒
的报道。2023年夏天，他又开
办自己主要做光绘创意、视觉
艺术的公司，订单应接不暇。

因伤病被迫退役

“85后”王思博是北京人，
因为体质较好，6年级时，他就
拿了丰台区铅球比赛的第二
名，并连续获得五届北京市铁
饼冠军。2005年，他被中国橄
榄球国家队教练郑红军看中，
并通过特长生考试进入了中国
农业大学，成为法学系的一名
学生。吸引他的是这里的一支
成立于1990年，全部以大学生
为班底的中国国家队——中国
农业大学英式橄榄球队。

2007年，他在斯里兰卡参
加亚洲杯外围赛并获得了盘级
冠军，被职业橄榄球经纪人
TerryKita选中。大学毕业后，
顺利签约日本理光橄榄黑羊俱
乐部，开启了四年半的旅日橄
榄球生涯。

2010一次偶然的机会，王
思博因为自学摄影，偶然翻阅
到LIFE杂志上刊登的绘画大
师毕加索的一幅光绘作品，他
一下就被图上抢眼的光亮吸引
住了！那时候对光绘一无所知
的他，认为这是PS的照片，直
到发现这是六十多年前创作的
一个作品才相信是拍摄的。

这背后的故事很有趣。
1949年，阿尔巴尼亚摄影师焦
恩·迈利在法国拜访了毕加索，
向他展示了自己记录下的拍摄
对象的“运动轨迹”。毕加索看
后，生出了灵感，拿起光笔创

作，而焦恩·迈利则用相机记录
下了这一过程。王思博因此对
光绘产生了浓厚兴趣。

2012年初他得了一种非常
严重的脊髓型颈椎病，第五节
和第六节颈骨之间的增长压迫
到了神经，除了手术别无他法，
否则很有可能高位截瘫。而且
手术后有十个月的康复期，以
后再也不能打橄榄球了。字字
句句，都如针扎一样刺着王思
博的心。

意外迷上“光绘”

在家休养半年多，对王思
博来说，这是一段漫长而痛苦
的恢复期。在妻子和爸妈的照
顾下，他的身体慢慢痊愈，也逐
渐走出了阴影。感觉自己仿佛

是“死而复生”。但却找不到新
的人生意义。

一天晚上，王思博在电视
里看到一位欧洲大师制作的光
绘作品，他以黑夜为画布，用灯
光作画笔，把意大利时尚之城
米兰，展现出一种魔幻美，那种
美令人震撼，摄人魂魄。他忍
不住感叹光绘艺术真是太奇妙
了！一束光竟彻底照亮了他的
人生，崭新的生活从此开始！

当天晚上，王思博就买来
了手电筒配合相机开始尝试光
绘摄影，他到小花园里随意“涂
鸦”，一顿折腾过后，竟也把一

只小螃蟹“画”得活灵活现。“既
然这辈子不能打球了，那就到
黑夜里去画画吧！”从2012年
下半年开始，王思博一头扎进
光绘研究中。

王思博说，一开始创作的
难度特别大，不同于简单的二
维图像，光绘摄影完全靠记忆
在空间内绘画。它是通过相机
的长曝光，记录创作者移动光
源的路程，最终形成一幅完整
的图画。王思博说，当时光绘艺
术在中国还是新生事物，人们并
不了解。他想填补这项空白。

王思博的光绘作品，画面
饱满，色彩鲜明，乍一看，还以
为是大神精修后的 PS杰作。
然而，作为一种自由度极高的

“即兴艺术”，这些惊艳的大片，
都是实打实的“ 生图直出”。利
用相机的长曝光功能，记录创作
者手持光源在镜头前留下的运
动轨迹。每一幅光绘作品的诞
生，都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

2012年末，世界光绘联盟
主席 Sergey给他发来电子邮
件，邀请王思博加入这个组织，
推动光绘在中国的发展。王思
博是第一位来自中国的成员。
被誉为“中国光绘第一人”

2016年7月，在西班牙奥
维耶多光绘展上，王思博和世
界光绘联盟主席Sergey才第一

次见面，并认识了许多光绘圈
中的大神。但是他做梦都没想
到，这次参加世界光绘大赛，他
凭借作品《奥维耶多之花》，取
得一项世界级的奖项，并突破
性地获得特等奖。此后，王思
博成为世界光绘联盟的首位中
国顾问。

光绘艺术起源于国外，王
思博深知要想超越欧美同行，
必须要创作独具特色的中国作
品。他开始尝试用中国传统文
化中的龙、凤凰，《山海经》中的
奇珍异兽，以及书法、京剧等进
行创作。甚至用超现实的光绘
创作手法，将龙与古建筑融为
一体，别有一番中国风味。

更让人拍手叫绝的是，

2018年，在北京王府井大街，王
思博和10位团队成员用时7分
钟，一气呵成绘制了一幅670
多平方米的《龙舞北京》光绘作
品，创下“世界最大光绘图案”
的吉尼斯纪录。

王思博创造性地将这“舶
来”的艺术，与中国传统元素融
合，让人大开眼界。

比如他和杨丽萍舞蹈艺术
团，开启了一场精妙绝伦的合
演，将炫目的“光绘+子弹时间
特效”，应用于经典民族舞蹈
《雀之灵》《月光》。朦胧的灯光
下，舞蹈演员身姿曼妙，魅力四
射，这幅动静结合、意境唯美的
中国山水画，看得人眼醉、心醉。

他为凯旋的航天英雄，拍一
组梦幻的“科幻大片”——《欢迎
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回地球》，
创意爆棚，光影效果绝妙。

还有跟三星堆博物馆合
作，效果也非常震撼。在炫酷
夺目的呈现之中，光绘艺术更
加衬托出了三星堆的神秘。王
思博说道，“结合博物馆文物创
作，在光绘史上都是首次。”

年纪轻轻因伤病退役，又
偶然从光绘中重生，王思博说：
当你走投无路时，只有自己才
能“拯救”自己！这样的人生信
条，也让他变得愈发有力量：做
一个有趣的人，一切皆有可能。

张德强（摘自《北京纪事》）

王思博

用灯光绘出“科幻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