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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不应该缺席”

无疑，疫情是2020年的年度关键
词。这一年，全球被肆虐的新冠疫情
深刻影响与改变。从武汉暴发疫情开
始，许多中国人自发拿起拍摄设备，
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记录身边的故
事。在空城中送外卖的小哥放飞无人
机拍摄昔日繁华的城市，深入前线的
记者展示出抗疫的真实点滴。可以
说，“全民纪录”是这场“全民抗疫”中
不可或缺也非常动人的一部分。

真实的事件感召着纪录片人，也
催生了一批优质的纪录电影。导演周
浩的 《武汉工厂》，记录下了疫情发
生时的联想武汉生产基地；导演陈玮
曦、吴皓的 《76 天》，近距离地展示
出武汉医院重症监护室里医患人员的
生活日常；导演竹内亮在在疫情最严
重时拍摄的十分钟短片 《南京抗疫现
场》，登上日本雅虎和 Youtube 首页，
在日本各大电视台播出，《好久不
见，武汉》 则向世界展示了武汉疫情
好转后的实况。

1 月 22 日，纪录片 《武汉日夜》
登陆院线。受制作周期影响，可以预
计，2021年全球范围内都将有更多与
抗疫相关的纪录片上映。在历史性事
件发生的现场，用周浩的话说，“纪
录片应该不会缺席，它不是新闻，它
像一个备忘录。”某种程度上说，这
是纪录片的“初心”。

人文历史佳作“出圈”

人文历史一直是纪录片的永恒主
题和创作富矿。2020 年，走入院线、
讲述文学学者叶嘉莹传奇一生的 《掬
水月在手》，年末最后一天开播的

《我在故宫六百年》，以及 《百年巨
匠》《中国》《西泠印社》 等在央视和
地方卫视播出的纪录片，都在不同的
终端收获了大量好评，豆瓣评分从8.0
至9.3不等。

其中，《百年巨匠》各终端收看人
次达 102 亿，《我在故宫六百年》 微博

话题阅读量超2.2亿，B站首集播放量
130万，是名副其实的“出圈”爆款。

传统话题更需讲出新意。《我在
故宫六百年》 便是小切口展示大历史
的典范。

例如，民间一直有着“故宫房顶
不落鸟不长草”的传说，为什么？片中
指出，这是因为风吹来的草籽或鸟粪
便中带来的植物种子可能在琉璃瓦缝
中生根发芽，造成雨水渗漏、木梁腐
朽等，因此每年春秋两季，紫禁城都
要有专人去除瓦面的杂草；而在岁月
中经历无数“大病小灾”的故宫，背
后有一代代学者和工匠保护、修复。

仅此一细节，就见出故宫故事之
“取之不竭”，可以在无穷的角度中探
寻“熟悉中的陌生”。

广阔的表现能力

说到 2020 年纪录片市场的“黑

马”，《棒！少年》 一定当之无愧。这
部走入院线的电影，取得超过 700 万
元的票房成绩，放在往年的电影市
场，也属纪录片佳绩。“意外地热
血、意外地好哭”，豆瓣上的这一则
短评说出观众心声。

《棒！少年》 聚焦的是一群家境
贫寒的儿童，两个“主角”一个是来
自贫困地区的少数民族少年，一个是
河北山村的孤儿，为改变未来走上棒
球道路，远离家庭来到棒球基地，由
70多岁的老教练带领，开始了同龄人
难以想象的经历。

他们要面临基地随时搬迁的遭
遇；夜里宿舍不敢开灯，锅炉没法
烧，只能一床睡两人取暖；在南方集
训的球场投资超千万，随后也要被拆
掉盖楼；飞去大洋彼岸的美国打世界
赛，但最终负于上届冠军，没有拿到
好成绩……虽是纪录片，但在海量素
材中挑选和制作出的成片，却拥有不
逊于故事片的故事线与镜头感和人物
真实的语言、动作、心理，让观众看
到了纪录片广阔的表现能力。

导演许慧晶在谈到该片时称，这
并非一部体育纪录片，而是讲述人在
某种环境中生存的故事。正是这样的
故事带来了强大的共情能力。

拍摄“不为人知的角落”是纪录
片的重要功能。事实上，2020年还有
许多“小众”纪录片对准了这样的角
落。同样进院线的《城市梦》，讲述了
武汉小商贩与城管的故事；《黄河尕
谣》 镜头里的主人公，是一名喜爱民
歌但有口吃的牧羊人；《杀马特我爱
你》则拍摄了曾经红极一时也极富争
议、被嘲笑的“杀马特”现象，讲述
是什么样的年轻人在践行这种风格。

这些拍摄社会现象、社会话题的
纪录片，很好地呈现了社会不同角落
里的风貌。

大时代里的故事

近年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通过
题材规划、项目扶持、政策引领等，
全力为纪录片繁荣发展创造有利条
件，推动国产纪录片越来越多地在卫
视黄金时段和头部视频网站与观众见
面，在海外也产生了广泛影响。

以微博平台数据为例，2020年有
252 部纪录片在微博平台进行发布或
推广，累计阅读量 253 亿，产生纪录
片热搜 123个，有 21部纪录片的微博
话题阅读量破亿。更值得注意的是，
这 些 纪 录 片 中 ， 豆 瓣 评 分 均 值 8.2
分，大于 9 分的有 23 部，大于 8 分的
有 62 部。可以说，“质量并进”已成
为这一时期中国纪录片的特征。

据研究报告显示，央视、省级卫
视等大型电视台纪录频道仍是纪录片
头部制作机构和平台，但近年来，视
频网站、UGC 短视频类平台迅速崛
起，纪录片生产投资主体趋于合理和
多元。这些平台与独立记录拍摄一
道，构筑成中国纪录片长远稳定发展
的坚实结构。

归根结底，观众对纪录片的需求
和喜爱，是人类的某种“关怀”的本
能。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就是“无穷
的远方，无数的人，都与我有关”。
在纪录片中，人们看到自然之广阔、
科学艺术之无穷，也看到在不同的环
境与境遇当中，自己的同类勇敢、努
力、坚韧地生活着。

在此意义上，我们有理由相信，
中国的纪录片人还将奉献出更多真实
又精彩的佳作——因为每个时代都蕴
含着无穷的故事，大时代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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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第一档以戏剧人为主角的综艺节
目 《戏剧新生活》 近日开播，播出几期
以 来 ， 豆 瓣 评 分 9.3， 堪 称 2021 年 开 年

“爆款”。
一档关注戏剧人、呈现戏剧文化的戏

剧综艺，缘何可以获得高口碑？综艺与戏
剧的碰撞为彼此带来了什么？节目热播的
背后，有些问题值得探究。

事实上，近年来以戏剧为元素衍生出
的节目并不少，比如《演员的诞生》《今夜
百乐门》《欢乐喜剧人》等，其舞台表演段
落严格意义上讲都是“戏剧”，但这些节目
只是运用了戏剧的手段，本意并不在于推
广传播戏剧文化。

《戏剧新生活》是真正意义上的戏剧综
艺。它不仅展现了戏剧创作过程，用专业
的拍摄技术尽可能地展现出戏剧舞台的

“现场感”，更将戏剧作品的文学性和艺术
性在节目中完整保留呈现。而最重要的一
点是，节目通过“真人秀”部分，向观众
们展现了对于大众来说非常陌生的“戏剧
人生活”。

作为文艺领域重要的门类之一，戏剧
以往被很多人认为是“小众”的。主要原
因之一，是戏剧不像综艺、电视、电影一
样，通过影院、电视、手机便可观看。观
看戏剧需要一定门槛，其发展离不开城市
剧院的繁荣。这些年，随着城市剧院的增
加与戏剧的普及推广，越来越多人，尤其
是年轻人看戏热情高涨。从这个意义上
说，今天的戏剧虽然不能与流行文化相
比，但也绝对称不上小众。

正是捕捉到年轻人的兴趣所在，《戏剧
新生活》 通过对戏剧题材的挖掘，满足了
垂直圈层的文化娱乐诉求。它把看似小众
的戏剧带回大众视野，通过更为流行的综
艺形式，撕开一个切口，让更多观众了解
戏剧人，爱上戏剧，这对于戏剧文化的传
播推广是一件好事。

对于综艺类型的开拓来说，这也是值
得鼓励的一次尝试。综艺创作其实有着非
常丰富的宝库。这几年，《中国新说唱》

《吐槽大会》《这！就是街舞》《声入人心》
《乐队的夏天》等节目，挖掘出说唱、脱口
秀、街舞、音乐剧、乐队等年轻人喜爱的

“小众文化”“新文化”，让综艺在文化探索
上更为垂直深入和全面多元。

文化是没有疆域的。一直以来，文化
因为接受门槛和个人兴趣等原因被分为
主流和小众，但不论主流还是小众，大
家对美的向往和追求是共通的。随着受
众审美的多元化和对小众文化接受度的
不断提升，期待出现更多精耕细作的戏
剧新生活、昆曲新生活、非遗新生活，
将文化之美、历史之美以及文化历史背
后人的故事，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
地传递给观众。

本报电 （记者郑娜） 2 月 10 日腊月二十
九，连续 20余年蝉联全国同时段收视冠军的辽
宁卫视春节联欢晚会 （简称辽视春晚），将如约
和观众见面。本次晚会旨在展现辽宁人守望相
助、乐观自信、锐意进取的精气神儿，描绘东
北热土朝气蓬勃的发展态势和日新月异的变
化，讴歌时代英雄，奏响时代强音，为新春佳节
营造“百年家国梦，欢歌庆小康”的喜庆氛围。

据了解，此次辽视春晚不仅有冯巩、巩汉
林、潘长江、郭冬临、宋小宝等数十位喜剧演
员登台助兴，有郎朗、果敢、戴玉强等世界级
音乐家倾情演出，还有近期受到观众喜爱的新
晋嘉宾的精彩表演。语言类节目依旧是晚会的
重头戏。小品 《私房钱》 将演绎一个藏私房钱
引发误会的故事，在爆笑之余彰显人性光辉。
开心麻花团队和德云社将带来全新组合作品

《如此排练》，融合音乐、快板、相声等多种艺
术表现形式。作品 《欢乐饭米粒儿——庆功
宴》 将通过小家的酸甜苦辣反映社会的气象万
千，在密集的笑点中折射辽宁营商环境日新月
异的变化。创新小品剧 《嗨，老爸》 则是笑中
带泪，通过三幕情景剧的方式反映父女之间温
馨的情感和家庭教育的冲突，是近年不可多得
的合家欢作品。

在整体编排上，此次晚会创新求变，将摒
弃传统的十几个节目串联的做法，采取更为新

颖的节目套节目的表现形式，将串场与节目、主持人与表演嘉宾“无缝
隙”连接。为兼顾节俭办会和视觉享受，晚会还将通过数字绘景、视
觉特效合成等技术创新，拓展舞台空间，既没有搭建大舞台铺张浪
费，又营造出广阔立体的舞台效果，为观众带来更加具有现代感的
视觉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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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胡实） 中国交响乐团“纪念马勒逝世110周年交响音
乐会”日前在北京音乐厅精彩上演。音乐会由李心草指挥，演奏
了马勒第七交响曲《夜之歌》 。

古斯塔夫·马勒是奥地利作曲家、指挥家，生于1860年，逝于
1911年。他的第七交响曲于 1911年 1月 23日最后一次演出，至此
次纪念音乐会演出之日，已经过了整整 110 年。马勒第七交响曲
因其丰富多变的节奏旋律、妙到毫巅的精湛配器，被公认为一
部具有极高难度的作品，演绎充满了挑战与考验。指挥大师祖
宾·梅塔曾说：“马勒‘第七’，可能是我指挥的曲子当中，最难
指挥的一首。”

当晚音乐会共五个乐章，长达一个半小时。在疫情防控标准
下，演出现场座无虚席，乐团音乐家张弛有度、平稳流畅的精彩
演绎，博得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

由公安部刑事侦查局指导、爱奇
艺出品的跨国打击海外犯罪题材电视
剧 《刑警之海外行动》 近日开播。该
剧根据中国警察在海外与当地警方开
展执法合作的典型案例改编，讲述了
以高笑天为代表的刑警组成的海外行
动工作组，开展多国执法合作，与境
外各方犯罪势力斗智斗勇，最终破获
多起跨境案件的故事。

在多边合作和国际安全命题愈趋
重要的当代，《刑警之海外行动》对中
国警察跨国联合执法投以时代性的注
视。不同于传统以国内为主要叙事空
间的刑侦题材影视剧，该剧依托“海
外”新场景，在“真事”“真人”“真
情”中实现对刑侦题材的创作升级、
对中国警察的生动展示。

该剧剧作扎根现实，由“海外劝返”
“破获跨境电信诈骗”“打击黑恶势力”
三个单元故事组成。这三组故事均取
材于典型案例，在公安部的支持下，
主创团队花费将近两年的时间调研，
采访真实事件的亲历者和参与者，最
大程度还原案件细节，呈现了海外行
动工作组如何与他国警方协调配合，

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的惊险过程。
海外行动工作组对组员的要求很

高，除了逻辑思维能力、谋划预判能
力、外语能力之外，与国际刑警组织
的配合等都考验着中国警察的办案水
平和智慧。为了把角色塑造好，演员
们通过与当年参与海外行动的原型人
物相处，细致地观察和揣摩人物，努
力在造型、心理、气质等方面更加贴
近人物。由吴刚饰演的主角高笑天一
改往常刑侦剧集里不苟言笑的“队
长”形象，既睿智幽默又稳重老练，
既雷厉风行又举重若轻、游刃有余。
剧中，以他为代表的刑警，为影视作
品中的中国警察形象再添新彩。通过
立体描摹中国警察跨国联合执法合作
的故事，《刑警之海外行动》不仅向世
界展示了中国警察强大的战斗力与精
气 神 ， 更 展 现
了 中 国 维 护 公
民 海 外 合 法 权
益 的 立 场 ， 始
终 保 护 公 民 生
命 财 产 安 全 的
坚定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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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马勒逝世110周年音乐会上演

由中国歌剧舞剧院出品的民族舞剧 《孔子》
交响合唱版近日在中国国家大剧院上演。民族舞
剧《孔子》以舞蹈的形式展现孔子的一生，深蕴
中华文化之美，至今在海内外巡演超过 300 场，
吸引一大批年轻观众。图为饰演孔子的演员在舞
台翩翩起舞。

凌 风摄

以跨国叙事塑中国警察新形象
郭 英

“我觉得真实的故事比电
影更有意思。电影是自己写
出来的，相比之下，真实的
故事更让我感动。”2020年 6
月，在南京生活的日本纪录
片导演竹内亮在豆瓣文章中
如是说。

彼 时 ， 他 的 《好 久 不
见，武汉》 在中国的各大网
络平台上线。两天，这部一小
时的纪录片，成为微博推荐榜
单第一名，点击量 1400 万，
转发量15万。他自己都有点
惊讶：“短视频的时代，谁想
看 1 个小时的片子啊？没想
到这么多人。”

事实上，2020 年，在新
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短视
频风行的年份，依然有一批高
质量的国产纪录片，依靠真
实的力量打动人心，赢得市
场与口碑。

“孔子”舞动民族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