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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们的第一书记》《掬水月
在手》《棒！少年》《如果国宝会说话》《一
起走过》《九零后》《大学》《但是还有书籍》
等优秀国产纪录片通过各种媒介广泛传
播，获得了海内外观众和专家的好评。
日前，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
等单位举办第40期影视大讲堂，探讨国
产纪录片创作、传播的现状和一些新现
象，展望纪录片未来的发展。

满足不同需求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 （集团）
副总经理、中国电影家协会纪录电影工
作委员会秘书长朱勤效参与制作、导
演、拍摄过许多重要的纪录片，拥有丰富
的实践经验。他认为，当下的国产纪录片
整体上呈现出 3 个新趋势：从事业向产
业转化，并细分市场；从国内向国际转
化，国产纪录片的语境和剪辑、制作等越
来越国际化；集体向个体转化，如今自媒
体发达，选题多元，创作门槛越来越低。

当前，国际社会希望通过纪录片了
解中国；每逢重要时间节点和重大事件
发生，我们的电影院和电视台都会播出
相关纪录片；各地政府和机构也会有拍
摄纪录片的需求。朱勤效强调，创作者
在前期策划阶段就要明确创作目的、传
播平台、拍摄内容、风格定位和表现手
段等，其中明确传播平台是十分重要
的，平台、放映场所不同，纪录片的风
格和叙事方式都要有相应区别，“在网络
播出的纪录片应该节奏快；在电影院放
映的需要有沉浸式体验和双向互动感，
解说词不能太多；在电视台播出的解说
词可以多一些，电视新闻报道的味道更
足，纪实感可能相对偏弱。”

服从历史真实

真实是纪录片的代名词。纪录片诞
生 100 多年来，其美学观念不断更新。
如今，观众们可以发现，作为一种对事实
的创造性处理方式和特殊的戏剧形式，
纪录片正越来越多地给观众讲故事。

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研
究员许婧指出，飞速发展的新技术和高
科技带来了纪录片形式的创新和观念的
更新。2004年以来，《复活的军团》《圆
明园》《故宫》等纪录片大量采用故事化
理念和新颖的视觉语言、形象。这与之
前纪录片原生态化的创作理念不同，也
体现了电视传媒对受众的重视。今天，
实景拍摄、情景再现、三维动画相结合
已经成为电视纪录片的惯常手段。情景

再现解决了历史题材纪录片创作中史料
和图片匮乏的瓶颈性问题，颠覆了纪实
电影无演员、无布景、无剧本、无表演
的“四无”观念，打破了虚构与真实在
美学形式上对立的界限，模糊了纪录片
与故事片的壁垒。

专家同时也提醒，应该警惕纪录片
过分故事化的倾向。“情景再现可以技
术性地复原消失的文明，但并非没有边
界。纪录片的创作必须客观、冷静，所
有艺术表现手段也必须服从历史真实，

绝不允许虚构。这跟故事片用演员演绎
历史人物是不同的。”许婧说。

微纪录片勃兴

数据显示，2019年以前，纪录片以
电视传播为主，但短视频应用在2019年
出现爆发式增长，新媒体流量开始集中
到移动端，使用固定设备观看纪实影像
的人数大幅减少，与移动端观看人数的
比例为1︰9。

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副
研究员张啸涛指出，新媒体流量向移动
端集中，促进了微纪录片的创作。由于
每个人都可以用手机记录生活，所以纪
实短视频在抖音、快手等平台大量上
线，而且这种微纪录片从传统的记录他
者转变为更多地自我呈现，“普通大众的
大规模记录、表达和传播，让微纪录片表
现出即时、交互、丰富、生动的文化特质，
可以从各种角度展现社会面貌。”

2020 年以来，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
影响，公众有相当一部分时间居家，生
活方式发生改变，接触新媒体平台的时
间普遍变长，对纪实性作品的需求显著
增加。疫情带来的一些不便，也使纪录
片的制作、传播方式发生改变，流媒体
平台、电视台和制作公司往往将自媒体
素材作为纪录片创作的资源，同样的素

材被做成纪录电影、线上系列纪录片、
短视频甚至纸质书籍多渠道传播。

面貌多种多样

几十年来，虚拟现实技术随着计算
机技术日新月异地发展，不断建构起沉
浸性、交互性和直觉性的虚拟现实，使
观众充分体验到传统纪录片无法与之媲
美的震撼效果。有学者指出， VR纪录
片、交互纪录片是新媒体技术发展下的
纪录片新形态。与传统纪录片相比，它
们打破了原本单一的叙事模式，创作
者、观众与平台之间可以多维互动，观
众获得了更广阔的影响和表达空间。

今年初，一位 22 岁的英国导演推出
了自己执导的VR纪录片《我们在虚拟现
实中相遇》，聚焦疫情期间多对在虚拟现
实中浪漫相遇、相处的情侣，引发业内外

人士关注。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
电视研究所副研究员徐建华以此
为例，指出这种新型纪录片对技术
边界和想象力的开拓以及对电影
表现空间和观众感知层面的突破。

“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
族没有相册。”专家们认为，当前的影视纪
录片面貌多种多样，内涵和外延正在变
化，反映的领域不断跨界，社会影响和文
化意义越来越不可小觑。但无论纪录片
发生怎样的新变，创作者都要坚持正确
的价值观，传递正能量；既然每个人都
可以用手机拍摄、剪辑纪录片，就要倡
导多实践，力争多出佳作和人才；由于
纪录片创作需要艰辛的田野调查和对历
史文化的持久探究，纪录片创作者也要
具有坚定不移的信念，相信自己是历史
的记录者，自己的记录也将成为历史。

（本文配图来自网络）

让更多的经典电影在数字浪潮中焕发新生是
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而推动文化产业数字化布
局是新时代给予电影档案新生的机遇。我们要运
用数字化手段创新表现形态、丰富数字内容，助
力推动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
现代社会相协调。

——中国电影资料馆馆长孙向辉谈经典电影数
字化

艺术发展是人类思想发展的一面镜子。绘画
是一种艺术表达。它的意义在于交流，更在于完
善心灵。中国美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与外来文化
的融合是很自然的事情，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民族
化。有些人说西方艺术没有民族化，这样说是因
为对西方美术史研究不够。西方艺术在发展过程
中也在吸收外来文化。

——画家、美术教育家戴泽谈艺术交流与融合

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直都随着时代的诉求而不
断流变。我们必须从根本入手，加快非物质文化
遗产融入国民教育体系，让下一代不仅接受西方
工业科技文明教育，也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只有每一代中国人都从起点上就深刻理解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精髓，才能在未来不同的时代和
语境中正确体现和表达自己的文化。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后任丽娜谈
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国民教育体系

近年来，有声阅读迅速成为互联网和数字技
术广泛应用下的全民阅读新形态。数据显示，
2021年中国有声行业市场活跃用户规模已达8亿人
次。数字阅读形态催生的有声阅读，已经让我们从

“纸读”历经“屏读”，走进了最新的“听读”模式。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杨凤谈

有声阅读

“百教不如一练，百练不如一演。”我们一直
坚持用剧目驱动教学，让学生演学结合，不断在
实践中挖掘学生的表演才华，提升学生的表演能
力。我们为学生搭建了惠民演出、教学汇报、送
戏下乡、“校园开放日”演出等不同层次的实践平
台，老师在演中教，学生在教中演。经过几年舞
台磨炼，学生们毕业进入院团工作时能迅速上
手，因此受到用人单位的青睐。

——浙江嵊州越剧艺术学校校长钱江南谈人
才培养“秘诀”

（苗 春整理）

电视剧《运河风流》以“孔孟之乡，运河之城”济宁
为地标，通过“济宁三杰”黄子荣、宋鲁生、杨春早跌宕
起伏的个人与家族命运，架构起民国时期近30年运河人家
经历的风云际会和历史变迁。漕运码头的兴衰沉浮、官商
儒士的精神面貌、儿孙后代的道路选择被悉数收纳。该剧
将地域文化、家族命运与社会波澜相交织打动人心。

追本溯源，重建地域人文的象征性及其价值，是《运
河风流》的第一重主题。河神庙与藏书楼是大运河无形力
量的形象化身，也是全剧的核心意象。故事从黄、宋两家
族长争祭河神庙开篇。剧中运河人家祖祖辈辈的婚丧嫁娶
仪式、节庆典礼都在河岸举行。这里是文明流淌交汇之
处，孔孟之道与运河文化基因在这里发育成长。终篇亦在
运河，护卫着古籍的主人公扬帆远航，呼应着河神庙“运
河之水，福泽绵长”的碑文。河边矗立的西鲁学堂藏书楼
则是大运河沿岸文脉的象征。当古籍被劫掠和偷盗，剧中
人想尽办法保存书卷。那些荡气回肠的片段，淬炼、沉淀
着运河人家的气血和品性，营造了磊落壮阔、遒劲苍凉的
时代感。

负重担当的人间正道是这部剧的第二重主题，其意象
化身是家族的匾额与碑刻。匾额用具体的道德戒律表达出
清晰明确的价值观和伦理规范，成为家族的魂魄和支柱。
黄子荣持德为官，传承祖训“正气传家”；宋鲁生诚信经
商，恪守“信义为本”；著史世家杨春早修著县志“洁身正
骨”。“三杰”始终践行着百年家风祖训和运河文化基因。

奇正相生的人间至情是这部剧的第三重主题。黄子荣
与“一片云”的感情，历经26年生死患难、矛盾考验，终
能突破宗族规矩、世俗偏见、仕途名声，在死生离合中，
这份大义大爱慢慢生长。其实，剧中惊世骇俗的奇情奇事
比比皆是，仔细体察背后的行事逻辑和情理线索，分明是
赤诚、健全人格的必然选择。

山东影视制作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出品的这部剧令人
感受到鲁剧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美学传承。写人状物骨
骼铮铮、笔力遒劲，对传统的强烈呼唤和对精神力量的浓
郁抒发体现出力量感，这正是大气磅礴的鲁剧一以贯之的
风格。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本报电（穆雯） 5 月 13 日，中国对
外文化集团有限公司与苏格兰亚洲艺术
基金会在线上签署战略伙伴协议。根据
协议，双方将整合各自品牌和社会资源
优势，促进中国优秀文化艺术通过爱丁
堡艺术节平台走向世界舞台，同时推动
爱丁堡艺术节与中国城市品牌相结合，
在剧目输出与引进、人才培养、共有版
权等方面搭建5年合作框架。

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李金生表示，爱丁堡艺术节
创立 70 多年来，一直是国际文化行业
的“风向标”。中国作为文化大国，具
有丰富而独特的文化资源。双方可以通

过整合各自品牌和社会资源优势，建立
合作机制，让双方高水平的文化产品在
对方落地生根。

苏格兰亚洲艺术基金会主席理查
德·路易斯表示，希望借此机会将中国

更多城市与爱丁堡艺术节联系起来，未
来促成更多国际艺术家与中国合作。

据悉，双方的合作旨在以弘扬中国
传统文化为核心，以展现中国传统与现
当代优秀舞台表演艺术为目的，通过舞
蹈、音乐、戏剧和歌剧四类表演形式传
播中国文化，并在艺术节期间打造一个
可持续发展的中国舞台表演艺术全球推
广平台。

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也是
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每年公历5
月20日至22日之间交小满节气。今年的
小满节气在5月21日这天。《月令七十二
候集解》云：“四月中，小满者，物致于
此小得盈满。”《三礼宗义》亦云：“小满为
中者，物之生长小得并满，故以小满为名
也。”意思是到了此时农作物小有收获。

小满时节，北方地区的小麦等夏熟
作物籽粒灌浆饱满，将熟未熟。江南的
河网田间、村落城镇中，此时却是一派
农事繁忙景象，正所谓“小满动三车，
忙得不知他”。这里说的“三车”即水
车、丝车和油车。

小满前后，江南农田需要蓄水，若
是“小满不满”，那么到了下一个节气芒
种，农田很可能会因为田坎干裂而无法
耕种。于是，农人们全家齐上阵，踏水
车引水入田。常见的脚踏水车结构简
单，装卸运输都很方便，主要依靠人力
脚踏带动戽斗汲水。有一种形制较大的
水车，叫作“龙骨水车”，车身以木板为
槽，伸入水中，远远望去，犹如长龙的
脊骨游动。小满时节，为振奋人气，村
落之间会组织“抢水”比赛。数十辆水
车在河浜两侧依次摆开，一声令下，只
闻“农夫踏车声如沸”，但见“车轴欲折
心摇摇”。随着河水渐干，河中鱼儿跃出
水面，腰系鱼篓、肩扛各种渔具的捕鱼
人便从四面八方赶来“争鱼”。直到水干
鱼尽，一场酣畅淋漓的“抢水大战”才
偃旗息鼓。

记载苏州地区岁时民俗的 《清嘉
录》云：“小满乍来，蚕妇煮茧，治车缫

丝，昼夜操作。”这里说的丝车是旧时
农户家中专门用来抽取茧丝的缫丝车。
俗话说：“春蚕不吃小满叶。”到了小
满，蚕宝宝就不再吃桑叶，开始吐丝结
茧。为了避免鲜茧出蛾无法缫丝带来的
损失，养蚕的农户争分夺秒地摇起丝
车，煮茧治丝，昼夜不停。有些人家还
会雇人前来帮忙，被雇的女子一般称为

“做丝娘”。新丝既成，便要去寻买家。
民谚有“小满三朝卖新丝”之说。自小
满之后，江南各地丝市日渐转旺，蚕农
们负丝赶往市镇，售与“收丝客”。清
代蔡云 《吴歈》 云：“蚕家多半太湖
滨，浮店收丝只趁新。城里哪知蚕妇
苦，载钱眼热卖丝人。”旧时，养蚕人
家靠售茧卖丝所得颇丰，难免令人眼
热，可谁又知道背后的辛苦！

在传统江南丝织名镇，如江苏苏州
的盛泽、震泽，浙江嘉兴的王江泾、濮
院等地，盛行演“小满戏”，此俗在清末
民初时达到鼎盛。到了小满日，各镇丝
业公所出资邀请名班名角在当地先蚕祠
中演出一日。所唱戏码多为吉祥戏，用
以敬神娱人，祈佑新丝上市交易兴旺。
彼时盛泽丝织繁荣，小满戏要连演三
日。演戏期间，周边民众蜂拥而至，祭
神观戏，十分热闹。正所谓“先蚕庙里
剧登场，男释耕耘女罢桑。只为今朝逢
小满，万人空巷斗新妆”（沈云《盛湖竹
枝词·小满戏》）。

小满时节，江南的菜花成熟结籽，
农人们纷纷将菜籽送至油坊，压榨成清
香四溢的菜籽油。明清以来，江浙地区
榨油业十分兴盛，几乎每个村子都有一

个榨油坊。传统的手工榨油坊多建在溪
流河岸边，坊中除了舂压出油的木制油
车外，还有水车、炒锅、蒸灶、碾盘等
辅助工具。在浙江开化、青田等地，至
今依然可见完整的古法榨油工艺，其工
艺流程与《天工开物》记载相差无几。

二十四节气中，有几组“小”“大”
相对的名称，如“小暑”与“大暑”、

“小雪”与“大雪”、“小寒”与“大
寒”，“小”“大”意味着程度的差别。但
唯有“小满”独树一帜。对此清人金埴

《不下带编》云：“扑满，器也。攲。器
满则倾，是倾满也。满苟得，则苟满而
已。所以节有小满，而无大满也。”满则
招损，器满则倾，是以“满而不足”“满
而不盈”的“小满”恰恰好。

小满之时，自然界充满蓬勃生机，
植物已显出繁茂、旺盛之态。正如宋代
欧阳修诗云：“麦穗初齐稚子娇，桑叶正
肥蚕食饱。老翁但喜岁年熟，饷妇安知
时节好。”时至今日，“三车”在日常生
活中渐行渐远，但“小得盈满”的那种
从容喜悦以及对丰收和美好生活的企
盼，依然滋润着我们的心灵。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

压题照片：2022 年5月14日，安徽
省五河县新集镇双河村村民正在芦苇丛
中采集加工笛膜所需材料。笛膜是竹笛
吹奏必不可少的用品。该村依托当地的
芦苇资源和古法采集技术，每年在小满
前，全村家家户户都忙着采芦苇做笛膜，
在当地形成了特色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
了新动能。 李向前摄（人民图片）

国产纪录片开拓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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