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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高校教育·高校

《我在故宫修文物》是近年来中国纪录片的“爆款”佳作，好评如潮，屡获大奖。然而很多人还不知道，该片

导演并非纪录片科班出生，而是一位跨界达人。

这位导演就是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副教授——萧寒。他原本是学国画的，毕业

于中国美院，其间做过电台主持人、电视主持人、戏剧策划人，后来一直在高校工作。

面对即将进入大学学习的新生们，集导演和大学教师两种身份于一身的萧寒说：“希望大家能随心而至。

如果喜欢纪录片，可以来浙工大找我。”

他是《我在故宫修文物》导演，也是浙工大明星教师

萧寒：如果喜欢纪录片，来找我

“邱老师，陈弘泽获第六届浙江省‘十佳

大学生’入围奖啦，现在正在颁奖台上合影留

念呢！”

听到电话那端传来的好消息，浙江工商

大学班主任邱毅老师正在北京，他握着手机，

等待现场学生的实时播报。这一刻，他按耐

不住内心喜悦，开心地欢呼：“我的学生真

棒！”

陈弘泽是邱毅班上的学生，他因出众的

创业创新能力而被誉为“一个在梦想大道上

狂奔的青年创客”。大学二年级时，他加入到

“饭来了”项目组。这是一个专门针对在校大

学生的校园食堂外卖平台，陈弘泽作为项目

路演负责人帮助项目获得第十五届浙江省

“挑战杯”创新创业大赛邀请赛银奖、全国第

十届挑战杯创业赛银奖，并成功获得 A 轮

1500万元融资。

除了陈弘泽，邱毅班上的其他学生也不

容小觑。不仅有 3 名国家奖学金获得者，三

年来共计 234 人次获得国家级、省级竞赛奖

项，平均每人获奖4.6项。

这个班，就是浙商大15级工商管理专业

2 班。在“上任”第一天，班主任邱毅就开了

一个微信公众号，将自己的班命名为“小二

班”。

在公众号里，有学生过生日，他会发一条

推送，送上神秘生日惊喜。他给学生写信，跟

他们畅谈人生规划，寄托自己的期望；他还不

定期给学生推荐电影，或是旋律优美的歌

曲。有时还会小小调皮一把，晒出学生嬉戏

打闹的照片，并附上“亮点自寻”几个字，惹来

学生哈哈大笑。

学生们都说，“邱老师爱和我们谈心，就

像朋友，所以大家都亲切地叫他邱帅。”

“小二班”班长方玉萍是一个活泼的女

孩，笑容爽朗，她说：“我们班凝聚力特别强，

小二班无论是学习成绩还是搞竞赛，无论体

育项目还是班级课余活动，都能拧成一股

绳。”而这些，离不开邱毅的努力。

“邱帅鼓励学生干部组织班上同学晨跑；

期末成立复习小组，成员之间共享复习资料，

查缺补漏；每月举办一次学术讲堂，向我们论

证时间管理重要性。”方玉萍说。

四年的班主任生涯，邱毅把学生放在首

位，只要发现学生有厌学情绪，及时约谈，两

个人一边喝茶一边聊天，他像朋友一般安抚

学生情绪。期末为了缓解大家的紧张氛围，

组织学生来一场郊游，吃吃烤串，划划船。学

生竞赛遇到问题，他积极帮忙联络导师⋯⋯

四年来，邱毅每年都获评优秀班主任，

“这是学生对我的认可，也是学校对我的鼓

励。”

据悉，浙商大基于“专业成才，精神成人”

理念的班主任育人模式，经过不断实践，已经

初见成效。班主任们发挥专业教师的特长，指

导学生制定个性化的职业规划和学业目标，因

材施教，学生学科竞赛参与率高，专业实践能

力强，就业质量好。学生精神人格健康发展，

班主任们将“专业成才、精神成人”的人才培养

理念落到实处，注重思想引领，以良好的师德

感召和熏陶学生，真正走进学生内心，为学生

的精神人格健康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浙商大学工部部长金锦华说，学校建设

以博士、教授为主要力量的班主任队伍，90%

以上的班主任具备博士学位、高级职称，学院

领导、专业系主任占比 30%，让班主任走到

学生中间，助推学生成长成才。

本报记者 郑琳

通讯员 林晓莹 吴小涵

浙商大有个牛气“小二班”
学生获奖率100%，还有人拿下千万融资

通讯员 张璐 陈曼姣 本报记者 陈素萍

“梦想，无关年龄”
从2001年来到浙工大，萧寒至今已在该

校执教19年。

在浙工大教书的漫长时光里，萧寒一直

在寻找一种最佳的生活状态。在年近不惑之

时，他终于找到了与生活对话的方式——拍

摄纪录片。“我是一个挺愿意跟这个世界交

流，把自己看到的一些东西表达出来的人，能

找到纪录片这个创作方式，我感觉自己非常

幸运。”

就这样，边学边拍，一部关注生活在丽江

的年轻人的纪录片电影《丽江·拉夫斯基》横

空出世，之后他又拍了纪录片电影《喜马拉雅

天梯》，三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和电影

《我在故宫修文物》。

其中，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收获粉

丝无数。据央视网不完全统计，截至2016年

12 月，共有 2 万余人向故宫博物院报名应

聘，其中大部分是文物修复方向，报名人群大

多数是90后。

萧寒也因此成为了浙工大的明星教授，

受到学生追捧。

“热爱是最好的老师”
《我在故宫修文物》，率先在某个小众平

台走红，那是一个聚集了众多年轻人的视频

网站。

这个现象，让萧寒越发感受到年轻人在

纪录片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因此，他在浙

工大人文学院进行了一项课程实验——开设

人文学院暑期纪录片拍摄实践课程。

萧寒介绍说，该实践项目和清华大学的

清影工作室合作，师资力量雄厚，同时面向全

校的各个专业各个年级招生。几百人选课，

只有15人有机会入选，而对学生的要求只有

一个：热爱纪录片。

“热爱是最好的老师。”萧寒解释说，“有

了热爱，技术什么的都不是问题。”

去年暑期，萧寒带着选修该实践课程的

学生，跑到山西沁源拍摄人物纪录片。学生

周维回忆道，萧寒老师一般会给一个大方向，

然后让学生放手去拍。

虽然萧寒看起来和和气气，对于创作却

一丝不苟，极为严格。当时团队费尽心思构

思的几个选题，萧寒都不满意，一一否决之

后，让学生们继续做田野调查。为了这个

课程作业，他们光是选择人物就花了三天

时间。

也正是在这样的磨合和修改中，实践团

队佳作频出，周维团队实践中创作的作品《一

场三弦书》获得了中国影视“学院奖”纪录片

二等奖，同期另一作品《囧导》也获得了浙江

省纪录片“丹桂奖”。

在和学生相处中，萧寒也有了新感悟，他

的新作《一百年很长吗》，目前在豆瓣评分

8.9。如果说《我在故宫修文物》是庙堂，那么

《一百年很长吗》就是江湖。

“作为教师，有机会可以和学生长期相

处，熟悉年轻人最喜欢的表达方式，了解当下

年轻人最需要的心灵药剂。和年轻人一起学

习，可以让我保持对新鲜事物的热情。”他说，

自己的纪录片不是历史教科书，而是用年轻

人的方式和更新的视角去表达对这个世界的

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