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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霓虹灯的丛林中转身，让双脚沾满泥土，从雨林到沙漠，借溜索穿过偏见，用钢梯
超越了怀疑。一条无穷之路，记录这时代最美的风景。”香港媒体人、脱贫攻坚题材

纪录片《无穷之路》主持陈贝儿获评为“感动中国 2021 年度人物”，这是《感动中国》给予陈贝儿
的颁奖词。

在《无穷之路》里，陈贝儿带着好奇、真诚而友善的目光，走进内地6个省市区、14个曾经深度贫困
的地区，亲眼见证脱贫攻坚成果，并通过镜头将真实故事传递给观众。《无穷之路》播出后大获好
评。获奖后，陈贝儿接受专访时坦言，《无穷之路》为她打开一扇大门，让她有了更多机会深入
感受内地生活。值得一提的是，由原班人马打造的《无穷之路》姐妹篇将在近期开机。她
表示：“期待将我的所见所闻展现给更多人，让更多观众透过我们的镜头来了解中国
人民的真实生活。”

《无穷之路》
打开一扇大门

陈贝儿：我被国家的发展感动了
探访路上

“我也是被感动的一员”

获得“感动中国2021年度人
物”荣誉的包括杨振宁、张顺东李
国秀夫妇、苏炳添、朱彦夫、顾诵
芬、陈贝儿、吴天一、江梦南、彭士
禄、中国航天人。他们来自不同
行业、有着不同的生活背景，但无
一例外地都展现出令人荡气回肠
的中国力量和民族精神。

作为纪录片《无穷之路》的
主持，陈贝儿花了三个月时间从
南走到北，探寻脱贫攻坚战的成
果，其间经历了不少惊险瞬间：
在四川凉山徒步攀爬2556级的
悬崖“天梯”、在云南靠溜索渡过
奔腾的怒江、在川藏高原经受严
重的高原反应……《无穷之路》
为她带来“感动中国2021年度人
物”荣誉，但谈及获奖感受，陈贝
儿却说她才是那个被感动的人：

“其实我也是被感动的一员。拍
摄《无穷之路》的时候，我被所采
访的村民、被国家的发展所感动
了。沿途见到很多人为了脱贫
而努力，是他们的力量让我做出
这样一档节目。我们的团队也
很努力，让这个节目能够感动更
多的人。”

在云南带领佤族妇女种咖啡
脱贫的叶萍、四川悬崖村的“飞
人”拉博，还有沿途给予摄制组极
大善意的普通村民……陈贝儿透
露，她在拍摄的三个月里收获了
很多感动：“我看见村民们对现在
生活的满足、对未来生活的信心，
一路上接收到很多能量，同时见
证了国家的发展，所以在拍完节
目的当下，我已经感到很满足
了。播出之后收到了很多鼓励和
支持的声音，觉得非常开心。”

《无穷之路》是一档后劲十足
的节目。12集纪录片于去年11
月播毕，网上至今仍有不少关于
这档节目的讨论。陈贝儿形容，
《无穷之路》是一座桥梁，让更多
海内外的观众看见中国的发展。
节目虽然已经收官，但无论是通
往更好生活的无“穷”之路，还是
传媒人探索中国的“无穷之路”，
其实都没有完结。在她看来，《无
穷之路》是一段“开场白”，吸引了
更多人了解中国：“对我来说，这
个节目为我打开了一扇门，让我
更加深入地认识我的国家；对观
众而言，他们可以通过节目了解
到现在不同地区的人民的生活现
状。而从全国发展来说，大家共
同努力、迈向更好生活的这条路，
同样也是无穷无尽的。”

面对“脱贫攻坚”这一宏大
主题，《无穷之路》另辟蹊径，从
鲜活的个人故事切入，风格朴素
而真诚，更被不少观众视为“讲
好中国故事”的典范。而在陈贝
儿看来，《无穷之路》的初心很简
单，只是“把中国故事讲清楚”：

“直接把所见所闻讲出来，讲出
实在的中国故事。”

在《感动中国》的访谈中，陈
贝儿透露，接下《无穷之路》这份
工作原因之一是媒体人的职业本
能：“作为一个媒体人，我要亲身
去看去听。”在节目拍摄过程中，
陈贝儿收获了许多只有真正走进
现场才能获得的体验：“山区的农
民很热情，会炒农家菜给我们吃，
一盘简简单单的蔬菜都能讲出背
后的故事。他们告诉我，菜是刚
从田里摘回来的，以前的田地只
能种马铃薯，但国家派了农业专

家来指导他们，现在同一片田就
可以种出更有经济价值的菜，让
他们的生活也有了改善。当时我
觉得心头很暖，从一碟菜就可以
感受到人们生活的变化。”

因此，陈贝儿期待观众亲
自踏上“无穷之路”。她说：“看
完《无穷之路》之后，如果你被
打动了，甚至只是产生了好奇，
我都鼓励你亲身前去感受一
下。和村民聊聊天、看看他们
正在做什么。自己去了解，才

能够感受到更多。无穷之路是
自己走出来的。我希望大家能
多点交流、多点认识对方。”

在陈贝儿看来，这个节目
也把香港人敢闯敢拼、不畏艰
难的“狮子山精神”传达给观
众。节目摄制组加上陈贝儿只
有五个人，却在三个月的时间
里跋山涉水，记录下14个曾经
深度贫困地区的现状，其专业
与高效让很多人赞叹。陈贝儿
说：“很多人觉得居然五个人就
能拍出这个节目，但对我们来
说这都是很平常的事。”

值得一提的是，陈贝儿透
露《无穷之路》的姐妹篇将在4
月开机，原班人马将重聚，但节
目会是全新的题材：“可以拍的
题材真的有无限多，希望观众
能继续期待。我觉得我认识的
东西还不够多，希望能借助节
目的拍摄，让我和观众都更加
了解这片土地。”

学洪拳看粤剧
担任广州非遗推荐官

去年 11 月底离开香港
来到内地工作，陈贝儿已经在
内地生活了几个月。她一边
工作、一边感受内地的风土人
情。在北京，她体验了户外滑
冰、到故宫打卡，还见证了北
京2022年的初雪；在广州，她
逛了年味浓郁的“年货一条
街”一德路，参观了冬天仍郁
郁葱葱的华南植物园……从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到家乡
潮州，她都留下了足迹。陈贝
儿感叹：“拍《无穷之路》的时
候，我在内地待了三个月，现
在又去了好几个一线城市。
我觉得都能代表中国，正是人
们的生活点滴，拼接出一幅进
步的蓝图。”

2 月 24 日，陈贝儿主持
的新纪录片《传承之路》在埋
堆堆APP上线。陈贝儿担任
广州非遗推荐官，走进广州
的大街小巷，探寻非物质文
化遗产。粤港澳大湾区的文
化同根同源。在陈贝儿看
来，香港的功夫电影、古装电
视剧，都对推广中华文化起
到积极作用。而这次，陈贝
儿利用自己身为媒体人的专
长，进一步推广非遗文化。

节目的第一站便是跟
随洪拳第七代传人冯师父
学洪拳。陈贝儿透露，这次
的经历让她感受到习武之
人的坚持精神：“我小时候
在香港上过武术的暑期班，
但这次是我第一次拜师学武。
我和一群小朋友一起练洪
拳，他们入门比我早，其实
算是我的师兄。他们马步
扎得很稳，冯师父告诉我，
他们每天都要练二三十分
钟的基本功，但我扎个几分钟
就腿软了。大家都非常了
不起，洪拳是一个很值得被
传承、被更多年轻人认识的
非遗文化。”

此外，陈贝儿还走进永庆
坊的粤剧艺术博物馆，“粤剧
人的戏服是一丝不苟的，这些
戏服大多缀满珠片，大老倌穿
着这些衣服，一出场就气势十
足。而且有些设计现在看上
去都非常新潮。”

在陈贝儿看来，《传承之
路》是一次极好的学习机会：

“比如粤剧，香港人真是从小
听到大，但我没有机会了解
背后的文化和历史。借助这
次节目，我加深了对这些文
化的认识。”她透露，《传承之
路》还会继续拍下去：“除了
已经拍完的洪拳、粤剧之外，
之后还计划拍舞狮、刺绣等
非遗文化。希望多做一点推
广的工作，让非遗文化传承
下去。” 据羊城晚报

敢闯敢拼 展现香港“狮子山精神”

陈贝儿深入内地拍摄《无穷之路》。

丁 真
（中）带陈
贝儿体验
当地生活。

《传承之路》中学洪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