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经
为创业和梦想辗转反侧

刚创业时，让张小盒感触最深的就是梦想和现实的差距。
他们发现，北上广深打个电话就能解决的问题，在当时的

哈尔滨却困难重重——没有成熟的设备租赁市场，哪怕需要
一盏只用一次的灯，也要买回来，用完再想办法在二手市场上
折价卖掉；没有演员、没有专业从业者；行业乱相横生，价低者
活……“所有的创业故事中，都有困难，这个过程中，要放弃一
切能放弃和不能放弃的，比如面子、比如时间，而创业企业的
成长就是在解决难题中进行的。”张小盒说。

还有，关于视频制作方面的学习，张小盒也下过很多苦工
夫。张小盒很早就开始写作，小时候喜欢看书，决定创业后开
始尝试将文字与不同的视频表达相结合，起初并不熟练，边学
边创作。但想用视频讲好故事，需要掌握的专业技能有几十
项，光是认识那些专业软件，记住每一个软件能实现的结果就
需要很长时间，再到学会每个软件的基本原理和操作，这对于
一个完全外行且天赋不高的人来说，“学无止境”真是很深刻
的体验。

“我们也曾有过一段偏离梦想的时间，很痛苦，比没有创
业的时候痛苦得多。爱而不得，辗转反侧，食不知味，夜不能
寐。”面对这些困难，张小盒带领她的团队不断地适应，迎来了
第一部爆款作品《东北人没赢过一次网络暴力，也没输过一次
民族大义》。

未来
打造“公益数字创意平台”

当下，盒子团队正在进行一个“公益数字创意平台”项
目。这个项目的初衷有很多，首要的是为内容生产赋能。盒
子创作传播的故事，例如《2021，我们就这样分手吧》、希望工
程公益短片《汤锐轩的微心愿》，多是普通人视角，找到这些故
事也是个难事儿。

自 2020年开始，盒子团队每年都要花大量的人力、精力、
物力去协调，这是创作者们的痛点。“在过去的拍摄中，我们也
服务了很多政府甲方，尤其是县域经济和文化宣传，其实有非
常多酒香也怕巷子深的案例。比如依安陶瓷，我猜你也不知
道依安有一座全省最好的陶瓷文化展馆，每当我向别人推荐
时，问题通常是，黑龙江还有陶瓷吗？依安在哪儿？”

基于以上问题，盒子团队想在公益创意平台实现的第一
大模块，就是一座数字化的龙江文化博物馆，把龙江的好风
景、好文化、好人物、好故事都集中起来，展示出来。通过公益
平台链接创作者和故事原产地。

第二大模块就是传播。盒子团队在创业期多次被侵权，
让张小盒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湖南的一家企业盗用盒子的城
市宣传片内容做商业广告，最后盒子团队不得不通过法律途
径维护合法权益。

从 2021年开始，“公益数字创意平台”项目就已经开始规
划，今年初进入研发阶段，盒子团队争取年内就能让这个项目
跟大家见面。

恰逢机会，为龙江文化做事，扎根深垦龙江，传播龙江文
化，向全国介绍正直敦厚的龙江人，张小盒高兴地说：“平台上
线后，想找龙江好素材，就来一个盒子；想讲龙江好故事，就来
一个盒子；你想创作需要同创伙伴支持，就来一个盒子，总之，
只要跟龙江有关，跟数字文化创意有关，你有任何问题就来一
个盒子，我们一起来‘讲好，故事；讲，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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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的风从明媚的大地上刮起。
当彤彤的旭日冉冉升起，江北的风就

已苏醒。它抖擞精神，舒腰展身，经清丽的
太阳岛，过繁忙的大耿家，沿宽阔的利民大
道，一路向北，欢腾舞动。

这江北的风，是我眷恋的风，它孕育过
我童年里最美的梦。那时，我常在风中奔跑，
试图让自己飞上天空。那时，我最快乐的事，
就是跟父亲在风中放风筝。父亲放的风筝很
大很美也很坚挺。那风筝线摇得很长很高，
超出了我年少的视野，也穿越了江北的时
空。在风的鼓舞下，我走得很远也很坚定。
在风的牵引下，我重新踏上这片神奇的土
地。江北的风徐徐吹拂，我被原生的情怀不
时地感动。我记得江北的风，它有味道，甜甜
的味道；它有色彩，七彩的虹桥架在空中。这
风真的如我所恋，在我重返江北的一刻，它如
雾似纱，热切地把我揽在怀中。它轻轻地抚
慰着我，让我自在轻松，洒脱从容。这风很亲
切，也很深沉。它知晓我的目标，懂我的情也
明我的意。你看，它已为我将天擦洗得蓝蓝
的，让我更清晰地欣赏到江北锐意拓展的景。

江北的风温暖而多情。在它的亲吻中，
江北冰雪消融；在它的轻抚下，江北生机勃
发，风情律动。路旁，杨树、柳树、松树、柞树，
早已丢掉寒冬里的噩梦，竞相兴奋地向我招
手，欢迎我这个归乡的江北人。我缓步走到
一棵枝丫残破的树前，努力想象它曾经茂盛
的模样。到了夏天，它还会撑起浓密的伞
吗？“不要紧，这树的根扎得深哩。等风吹上
个十天半个月，保准它能缓过劲儿来！”不远
处，一名戴着黑色口罩的清扫员向我安慰
着。是啊，没有走不出的寒冬，没有冲不破的
牢笼。本固枝会荣，根深才发春。树们记得
春天的模样，也在虔诚地恭迎这个春天，以及

这个春天赋予它们的成长使命。它们知道，
在春天里重温信念，根才扎得深，干才长得
壮，它们才会拥有不败的生命。

是的，不败的生命里，江北的风闲庭信
步耐力倍增。不是吗？江北人经历了那一轮
又一轮新冠疫情的考验。在江北一家定点医
院，我例行核酸检测。一名民警手拿扬声器
大声道：“大家别挤也别担心，都打完第三针
疫苗啦，咱们再小心防护着点儿，确保万无
一失。”见他口罩都遮不住的乐观样，我的心
情好了许多。在蓬勃的发展中，江北的风方
向明确势头迅猛。你看，江北人正手牵着手
肩并着肩，努力走出疫情所带来的困境。他
们扬起的脸上，不仅有严实的口罩，还有蕴
含信心之光的眼睛。看，黑黝黝的土地上，
农者开始耕地播种，他们在酝酿新的丰收。
要创造幸福生活，就要学会勇敢面对。江北
的风有力量，江北的人也最勤劳。他们不是
懦弱的草，他们是一棵棵一排排顽强的树，
不畏病毒侵，挺拔更从容。在风的摇曳下，江
北的地铁迅捷驰骋；在风的澎湃中，江北的道
路车流汹涌。俊朗的楼宇，绰约的街景，盎然
的新晖在弥漫，热切的烟火在升腾。这江北
可真美啊，美到了银河在飞舞，美到了繁星成
了梦。江北的风，是江北人心中不灭的灯。
它拂着，它唱着，在它的慰藉下，江北的月光
清澈不已，江北的灯火夜夜辉映。

其实，江北就是希望的风。瞧，年少的，
年轻的，大大小小的学生们，正在明媚的春光
中勤奋耕读。清纯的风中，他们脸上绽放的
是年华的美，以及年华里最美的容。他们不
负韶华，让江北的风不断地激励自己在学海
中奋力前行。他们骄傲地说：“春天来了！”

春天来了，江北的风更加舒缓更加轻
盈，它与春天共描一幅画，共绘一道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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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洪波的小小说创作题材主要分三大
类，一是写东北本土风物人情的，代表作有

《请叫我麦子》《冷面斩》等；二是写知青生
活的，代表作有《小上海1972》《我的遥远的
杭州》等；三是写童年记忆的，代表作有《马
然的理想》《恍惚》等。第七届小小说金麻
雀奖对田洪波参评作品的授奖词是：田洪
波的小小说始终流淌着黑土地的血液，散
发出浓浓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特征。构思或
巧妙或拙朴，出手不凡，质量整齐，言情状
物自如娴熟。在开掘作品内涵上，表达了
对日常生存中温暖人性的高度尊重，让我
们看到了一个具有人道主义素质的作家，
正在用他的小小说，为那些善良百姓平凡
的生命，寻找光明和人性救赎。

《小上海1972》是一篇让人难以忘怀的
作品。写知青小上海的“抠”：他抠的是自
己，瘦得几乎没了人样，仍然一分钱掰成两
半花，省下钱和口粮，寄给远在上海重病在
身的父母。当小上海千里迢迢带着父母的
骨灰盒返回农场看到连队战友时，他嘴唇
颤抖着一下瘫在了地上。这一细节像一幅
浮雕刻在了读者心上，让我们的心跟着颤
抖，跟着流泪，也让我们一下子记住了作者
田洪波。

知青战友们为他安葬老人时泪雨纷飞
的场面，昭示了在那个特殊年代人间蕴藏
的大爱。透过《小上海 1972》，我们看到了
人性的暖意。

《坐着火车去敦煌》写得恣肆流畅，一
气呵成。它是另一种关于人性沉沦的救
赎。小说的女主角是一个沉迷于网恋的

“问题少女”。她的妈妈，一个事业型的单
身母亲为了挽救女儿，想尽了一切办法仍
然不能让她戒除网瘾，只好半强制性地命
令女儿出门旅游，离开电脑网络，并派了一
个年轻的小伙子、业务骨干林志玄专程陪

同。作品描写的是在火车上发生的故事。
与新闻迥然有别，文学的切入点是人性，着
眼点是人物形象的塑造。在《坐着火车去
敦煌》里，通过两个生动鲜活的人物，确立
了重新发现以及重新建构的作品题旨，使
得这篇小小说有振聋发聩的现实意义，成
为众多刊物争相转载的优秀范本。

《假小子的手》是田洪波童年记忆系列
小小说中的一篇。作家需要一双慧眼，从
平凡的世界里发现最细微的美好，往往最
细微的东西最能打动人。假小子当然是个
女性，貌不惊人，嗓门很大。当个电影院的
检票员，认真负责到了极端的地步，让想逃
票看电影的淘气小鬼们躲避不及。就是这
样一个粗线条的年轻女人，作者却发现了
一个独到的美的“点”，她撕票时，会露出一
双漂亮白皙的小手。

这篇小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女主角的手，
是艺术焦点——许多出色的文学作品都有
这么一个艺术焦点，能够在瞬间照亮全篇。

对于一个“会写”的小小说老手，即便
是讽刺鞭笞类型的素材，也可以打磨成励
志感人的篇章。问题不在于去刻意改变什
么，而是能选取一个恰当的角度，展现一个
不同寻常的时机。田洪波的《下乡去》通过
娘令人不解的举动，把人浮于事的失职调
和成一种家人间的关爱和内疚，顺着这条
线索，最终迎来一个彻底重塑自我的契
机。文学的目的是要成为慰藉心灵提升自
我的精神良药。劝善或是向善即便不是创
作的初始目的，但也应是一篇作品有担当
的最终归途。

田洪波说，性格决定了我是个善于反思
的人，愿意不断审视自己的生活，做多种创作
方法的尝试和调节。写小小说，我注重立意
和艺术质地，因为文字不在长短，在于它是否
蕴藏着思想内涵、艺术品位和生存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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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盒这个名字听起来可能有
些陌生，她就是《东北人没赢过一次
网络暴力，也没输过一次民族大义》
这个爆款视频创作团队的核心人物。

这个作品出现在 2020年，“做这
期节目，并不为了彰显功绩，也不为
了博取同情，只希望看过节目的人，
能在春暖花开的日子，偶尔想起东
北。想起这个虽然穷，但却一直努力
做个‘好儿子’‘好哥哥’的东北……
每个地域都有穷富，都有善恶。东北
不求尊重，但求平等。不求感恩，但
求别寒了这片对同胞姐妹的爱护之
心……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
两乡。祖国需要，我始终都在，可我
不盼什么雄姿显现，我愿祖国，山河
永固，人间皆安。”

那时突发疫情，武汉瞬间成为全
国焦点，全国为武汉加油、发声、捐款
捐物。随着疫情迅速发展，哈尔滨开
始逐步管控时，网上出现了一些不好
的声音，谣言、跟风、片面报道，导致网
络上一些人开始攻击东北。

在此同时，张小盒的朋友圈却像
是另一个网络世界，大家都在积极地
想办法筹措物资，报名去做志愿者。

“也许是因为东北气候寒冷，人们更
容易抱团，只有抱团才能取暖。所以
这样的两种极端现象对冲，让我有很
强烈的意愿，想去发声。”张小盒说。

张小盒用《东北人没赢过一次网
络暴力，也没输过一次民族大义》这
个作品为东北人发声。当天写完稿
子，张小盒就发给青川导演看。青川
导演一夜没睡，剪了这部片子。后来
投放到平台，一个多小时就 10万+的
播放量。除了数据上的反馈，网络上
还回馈着各种声音，打开弹幕会发现
几乎能遮挡全部内容的留言——

一个在外工作的龙江男孩儿，他
说毕业就离开了家乡，很想家，希望
有机会能回来工作；

一条来自辽宁一线的抗疫护士
的留言，她说在武汉支援，看了盒子
的视频，有劲了；

很多声援来自外省在东北上学
或工作的网友，大家都说很喜欢东
北，喜欢哈尔滨……

张小盒其人

张小盒为什么会创作出这样一
个产品，这源于她的梦想。

2005年张小盒从长白山来到哈
尔滨，距离第一次踏入这片黑土地，
已经过去 17年。“我的人生，前一半
生于白山，后一半长于黑水。”张小
盒自称是一个“白山黑水”养大的孩
子，“很多人喜欢称生活较长的城市
为第二故乡，可对我来说，黑龙江已
经不是第二故乡，这就是我的家。”

在这 17年里，张小盒和她的团
队走遍了龙江十三个地市，四十多
个县，一方面从外乡人的角色去探
寻、认识、了解这片黑土地，另一方
面也慢慢扎根成为本地人，认真生
活，享受这片黑土地的馈赠。

张小盒是第一批互联网用户。
在浩如烟海的数字信息中，关于东
北文化始终存在着很多刻板印象，
小盒和她的团队想通过自己的方式
为家乡发声，这是他们创作故事最
原始的冲动与渴望，一切正如盒子
团队的 slogan——讲好，故事；讲，好
故事。

小盒说，东北人是天生的创作
者，情感细腻，语言幽默，漫长的冬
日滋养出天性乐观、善于表达的东
北人。但东北的创作人才却鲜少留
在东北，其中原因复杂，但他们就是
单纯的希望以微薄的力量留住一部
分人才。“近几年互联网上流传着一
句话，叫‘它乡安置不了灵魂，故乡
安置不了肉身’，我想，也许我能提
供第三种选择。这是一个火热的理
想，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目标。”

2020年，她以“盒子”命名成立
了黑龙江一个盒子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成为实至名归的创业者。公司
核心创作团队四人，“我们创业目标
其实单纯，真的就是一个小目标，做
一个小而精的团队，一往无前用作
品告诉世界这片黑土地有多美，这
片土地上的人的生活有多幸福。”

如今，盒子团队已创作出许多
成功的作品，也一直在发声的路上。

《东北人没赢过一次网络暴力，
也没输过一次民族大义》，小盒为不
公平的舆论发声；《黑龙江省疾控中
心驰援汉川》，小盒为冲在一线的媒
体记者发声；《没有人把努力发光的
你留在黑暗里》，小盒为乐观应对的
逆行店主发声；《特殊情人节，城市
很空却住满了爱》，小盒为住在楼上
的恩爱老人发声；《给所有我不知道
名字的人》，小盒为默默坚守在岗位
上的服务人员发声……这些发声也
是一种澄清，为了那些存在偏见的
人眼中的东北人澄清。

“白山黑水”
铸燃创业梦想

张小盒选择在龙江创业可不只是情怀使然，龙江
有着做文化创意产业的天时、地利、人和——

天时——政策利好，创业底气十足

龙江在文化创意产业政策的利好，也是小盒的创
业底气之一。近日，《黑龙江省创意设计产业发展专
项规划（2022—2030年）》（以下简称《规划》）和《黑龙
江省支持创意设计产业发展若干政策措施》出炉，每
一条都与“盒子”息息相关。《规划》从规划到措施，给
出了明确的发展指引，从企业的设立投入，到免费场
地的提供，在企业经营的不同阶段给予了真金白银的
补贴。在《规划》中，也列出了明确的发展规模目标，
创意设计领军企业 10家以上，核心企业 100家以上
等。

说起政府对于创意设计产业的扶持政策，小盒对
园区建设以及场地提供最感兴趣，“《规划》中明确了
万米以上的多个产业园区建设，我们比较关注这些园
区的落地情况以及入驻标准。目前我们正逐步推进
的项目，很多都受场地限制，比如创意人才俱乐部、比
如青年演讲项目，这都是需要高标准的，能满足拍摄
创作的场地支持。”

地利——文化富矿，潜在的机会

龙江是一座未开垦的文化创意的富矿，只要抓住
机会，就能扶摇直上。

首先小盒内容创意创作上，是信仰黑土文化的。
她认为搞创作和农耕有着极其相似的特性，“龙江是
农业大省，老百姓常讲农民靠天吃饭，可是好气候，一
定有好收成吗？显然单一要素是不够的，还需要农民
弯下腰，勤勤恳恳地劳作。”扎根在生活里，在人民日
益提高、不断追求的美好生活中去挖掘、凝炼。

人和——志同道合，用赤子之心搞原创

有了天时地利，还需要人和，小盒在创业路上遇
到了志同道合的伙伴。

公司核心创作团队四人，实习生是流动的。据小
盒说，无论是在职的还是曾经在职的小伙伴们，无论
是正式成员，还是实习生，都是基于同一理念共同奋
斗的战友，是彼此交付信任的伙伴。“对我们来说，盒
子并不是一家公司，而是一个文化图腾，以盒子为中
心，凝聚的是一群拥有赤子之心的原创人。”

首先是盒子团队的青川导演，“青川导演是我最
重要的合伙人，我们有共同的价值观和理想愿景，这
一路走来，有无数被困难压到想放弃的时刻，我们都
是彼此支撑过来的。”张小盒说。

在她的团队中，还有一个年龄最小的成员，是零
零后，标准的Z时代（网络时代）青年。从大二开始在
盒子实习，实习结束后去了北京，拿到顶级广告公司
的录取职位后，却意外地放弃了那份期待已久的工
作，回到盒子。他是山西人，小盒问他为什么最终会
回到哈尔滨，成为盒子的一员，他说：“盒子姐，要相信

‘相信’的力量，是你教我的。”那一刻张小盒特别感
动。

“在创业的过程中，我说过很多略显轻狂的话，比
如‘我一定会成功的，不是可能，而是一定’‘自我介绍
一下，我是未来龙江第一文化集团的CEO’，我的底
气就是他们，每一个默默站在我身后，全力以赴热爱
这片黑土地的年轻人。”张小盒说道。

龙江做文化创意产业
有天时、地利、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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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盒原名张莹莹，1984年出生。小盒是她的绰号，因为她

从小到大一直很瘦。但张小盒喜欢这个绰号，她说：“一个未打开

的盒子，是让人期待的，它拥有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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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释放好故事的盒子
□石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