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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我们是第一

书记》将新闻纪实与电

影语言相融合，呈现奋

战 在 脱 贫 攻 坚 一 线 的

驻 村 第 一 书 记 们 用 青

春、热血甚至生命扛起

责 任 ，在 党 的 领 导 下 ，

带 领 贫 困 地 区 群 众 实

现 脱 贫 攻 坚 的 感 人 事

迹 。 影 片 用 新 闻 纪 录

素 材 嫁 接 电 影 的 结 构

方 式 ，呈 现 出 真 实 可

感、可信可爱的当代青

年群像，创造了不同于

传 统 纪 录 片 的 叙 事 策

略和呈现方式，给观众

留下深刻印象。

影片开篇以富有感

染力的黑白影像、特写

镜头交代了驻村第一书

记们出现的原因——贫

穷。纪录影像风格、极

为 克 制 的 悬 念 节 奏 把

控、紧张氛围的渲染，都

更好地凸显立体饱满的

人物形象。例如，第一

章节讲述西藏定日县宗

措村驻村第一书记旺青

罗布带领群众脱贫的故

事，影片没有将叙事重

点放在渲染困境和克服

困难的过程上，而是将

镜头更多对准这位第一

书记。他对待群众永远

挂着包容的笑容、在困

境 中 绽 放 着 勇 气 的 笑

容、为争取每一点胜利

而欢呼雀跃的笑容、为

走出大山的大学生而欣

慰的挂着泪的笑容……

这些笑容既是主人公旺

青罗布的性格品质，也

是驻村第一书记们乐观

积极心态的缩影。

对比鲜明的影像风

格传递真实的情绪，有

深度、有温度、有力度。

影片运用黑白影像和彩

色 影 像 的 视 觉 叙 事 方

式，艺术地区隔了时空，

用一张张“哀愁的、悲伤

的、迷惘的”面孔与“开

心的、喜悦的、充满希望

的”面孔进行对比，呈现

脱贫攻坚战役胜利成果

给中国人带来的实实在

在的变化。影片还运用

镜头语言，呈现自然之美与脱贫之难。雪域高原，广袤无

垠、蔚为壮观的背后，是寒风酷雪、贫瘠萧条；小兴安岭，土

地肥沃、一望无际的背后，是地广人稀、抗灾能力差……整

部影片努力将写实和写意融会贯通，巧妙地运用镜头语言

的对比，营造震撼的视听效果与意境之美。

塑造人物形象，离不开情节设置带来的戏剧张力，离不

开细节描绘凸现的独特性格。影片的细节抓取与影像呈现

相得益彰，鲜活丰满的人物形象直击人心。例如，四川布拖

县博作村驻村第一书记胡小明在母亲患阿尔茨海默病后，

不能守在其身边，只能对着手机不停地发微信问“什么情

况”，这个细节令观众感同身受。尤其是当面对编导的发

问，胡小明边说着“这不说了”边红了眼圈的场景，让观众对

这个铁血柔情的汉子心生敬佩。贵州望谟县坡头村驻村第

一书记刘恭利的女儿在母亲临行前不舍的痛哭，与团聚时

的认同与赞美，前后照应，展现出家人之间的奉献、包容与

理解。

他们是父母，是儿女，是伴侣，更是带领乡亲脱贫致富

的党的干部。他们用青春的名义书写奉献的人生，用智慧

和勇气扛起责任，用无悔的奉献赢得脱贫攻坚战的胜利。

影片全篇没有任何旁白，完全用真实的情境、人物及语言动

作传达主题的内在力量，配之以独具匠心的音乐音响设计，

让观众在扑面而来的自然、真实感中感受艺术创作的魅力。

“8 年时间，近 1 亿人脱贫，这场攻坚战胜利的背后，离

不开 300 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的血汗支撑，他们是

改变一方水土一方人的英雄，也是一个脑袋一双手的普通

人，他们的喜乐与成绩、苦恼和坎坷真的打动着我，我也希

望能有更多人知道。”这是该片制片人张苗的心声，也是整

个创作团队的情怀。整部影片耗时 3 年多，集合了新闻工

作者和电影创作者的巨大心力。他们带着新闻人和电影人

的使命、责任与担当，真实地纪录并艺术地呈现了脱贫攻坚

战场上的感人故事，向参加脱贫攻坚的所有战士们致敬，也

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影像资料和可供追寻的精神轨迹。可

以说，新闻工作者和电影创作者的通力合作，成就了这部有

丰富社会文化内涵、独特审美品格气质的电影。

（作者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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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看 24 集 电 视 剧《埃 博 拉 前 线》时 ，我

的 心 情 难 以 平 静 。 我 长 期 从 事 中 国 对 非

洲 外 交 工 作 ，曾 在 非 洲 常 驻 过 16 年 ，也 考

察 访 问 过 40 多 个 非 洲 国 家 ，是 中 非 友 谊 和

合作的参与者和见证人。这部电视剧以近

乎 纪 实 的 手 法 和 巧 妙 自 然 的 艺 术 加 工 ，再

现 中 非 人 民 同 担 命 运 、共 克 时 艰 的 篇 章 ，

给 了 我 极 大 的 视 觉 冲 击 ，引 起 强 烈 的 情 感

共 鸣 。

在中非 60 多年的友好合作中，医疗卫生

援助和合作是最突出的亮点，时间长、跨度

广、贡献大、影响深、口碑好，体现了历久弥坚

的 中 非 友 好 合 作 精 神 ，应 该 大 书 特 书 。 自

1963 年以来，我们向非洲 54 个国家中的 48 个

国家派驻了医疗队。中国的医护人员为非洲

人民救死扶伤、除病解难。他们长期远离祖

国、远离亲人，上不能对父母尽儿女之孝，下

不能对子女履父母之责，要时时经受酷热、疾

病、动乱、战争的考验，付出自己的健康、鲜血

乃至生命，成就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书写无

数感人肺腑的篇章。

我在非洲国家担任大使时，每年多次去中

国医疗队看望和慰问，特别要去那些偏远地区

和条件特别艰苦的医疗队。有一次我刚刚到

达马里北方的一个医疗队，就看到小医院的走

廊和院子里躺着十来个病人。原来，刚刚在附

近发生了一起死伤惨重的交通事故。我们医

疗队的医生和护士总共才 9 名，他们在气温 40
多摄氏度且没有空调的房间和走廊里挥汗如

雨，全力以赴救治伤者，几小时后都精疲力竭，

感人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中国白衣天使的

善举在当地影响甚广，播撒下中非传统友好合

作的种子，已经成长为参天大树。

电视剧《埃博拉前线》以 2014 年中国医疗

队远赴非洲与非洲人民携手抗击埃博拉疫情

的真实事件为主线，讴歌了中国医务人员认

真负责、医术高明、不辞艰辛、无私奉献、不怕

牺牲、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可贵品质和中国

援外医疗队的优良传统、奉献精神。该剧也

赞扬了非洲医务工作者的奉献、敬业精神，同

时展现中国和非洲人民之间友好、平等和相

互尊重的朴素纯真感情。它是中非人民同甘

苦、共患难的真情写照。

剧中有许多情节催人泪下，不少人物形

象让人印象深刻。男主角郑书鹏，勇于担当、

有情有义；何东，三代献身援非事业，无私奉

献；中国商人韩勇奇和他的女儿、华人记者何

欢之间事业和情感的交织，让人深有共鸣。

还有牺牲在抗击埃博拉疫情一线的非洲医生

盖思姆，为完成父亲遗志不畏生死的玛南，身

患埃博拉又重回岗位的提莫斯，勤劳单纯善

良的甘姆等等。影片将中国的大国担当、中

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非洲人民的优秀品质和

中非友谊，都融入真实可感的故事情节和人

物细节之中。

关于非洲和中非关系，很多人了解并不

多。我们应该多写写非洲悠久的历史、灿烂

的文明、美丽的风光和可爱的人民，多歌颂

历久弥坚的中非友谊、成果辉煌的中非合作

和千千万万为中非友好而辛勤劳作、默默奉

献的英雄。电视剧《埃博拉前线》是一次勇

敢的探索、一次可贵的尝试。作为一名非洲

情结甚浓的外交官，我感到无比的欣慰，也

殷切期望今后能观赏到更多有关非洲和中

非关系题材的文艺作品。

（作者为外交部非洲司原司长）

真情写照 深情颂扬
——观电视剧《埃博拉前线》

程 涛

文化类综艺节目受众面
广、影响力大、传播效果好，是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形
式之一

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既需要久久为功，更
需要花大力气、开动脑筋，创
造性运用新技术、新理念、新
表达，将中华美学精神巧妙熔
铸其中，从而真正促进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高质量传播

核心阅读

图①：节 目《典 籍 里 的 中

国》剧照。演员倪大红演绎伏

生保护《尚书》的故事。

图②：河南卫视《重阳奇妙

游》中舞蹈《逍遥》剧照。演员

胡阳用舞蹈表现李白作诗。

图③：节目《国家宝藏·展

演季》剧照。演员刘迦用舞蹈

向边防战士致敬。

制图：赵偲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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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电视剧《埃博拉前线》海报。

影片全篇没有任何旁白，完全用真实
的情境、人物及语言动作传达主题的内在
力量，配之以独具匠心的音乐音响设计，让
观众在扑面而来的自然、真实感中感受艺
术创作的魅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

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博大精

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是当代中国文艺的根基，也是文艺创新的宝

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讲好中国故事的

独特资源。文化类综艺节目受众面广、影响

力大、传播效果好，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 创 造 性 转 化 、创 新 性 发 展 的 重 要 形 式 之

一。近年来，文化类综艺节目广受关注。电

视媒体与网络视听平台持续发力，推出了多

主题、多层次、多类型的文化类综艺节目，促

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质量传播，具有一

定的文化价值与创新意义，其创作特点和经

验值得总结。

拓展内容覆盖面，呈现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厚度与精神高度

在内容呈现上，文化类综艺节目拓展内

容覆盖面，除了诗词、戏曲、文物等领域之外，

还延展到典籍、国乐、传统节日、杂技等方面，

在思想穿透力、文化影响力、艺术感染力方面

下足功夫。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多家单

位共同制作的节目《中国考古大会》，围绕中

国考古学百年历程中的重大考古发现、文化

遗存、遗址文物等展开，融考古发掘研究与史

海钩沉于一炉，梳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

历史脉络。河南卫视《元宵奇妙夜》《端午奇

妙游》《中秋奇妙游》《重阳奇妙游》等“中国节

日系列”节目，深度挖掘中国传统节日文化，

描摹历史风貌，其国风、国韵、国潮引发一轮

轮观看热潮与网络热议，引起观众共鸣。节

目《中国地名大会》第二季以地名知识为载

体，从地理、历史、语言、民俗、文学等各个角

度展现中华大地的万千气象，引导人们发现

地名背后深厚的人文底蕴，唤起观众的家国

情怀。

在主题挖掘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

史厚度得到进一步呈现。北京卫视节目《上

新了·故宫》以新颖的形式为古朴典雅的建筑

增添鲜活气息。浙江卫视节目《万里走单骑

——遗产里的中国》让观众跟随嘉宾探访中

华文明之美，兼具专业性和趣味性。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节目《典籍里的中国》在浩如烟海

的典籍中探赜索隐、披沙拣金，以典籍为载

体，从文明起源讲到当代传承。节目将《尚

书》《周易》《楚辞》《论语》等作为演绎对象，以

“影视+戏剧”的方式，讲述典籍在中华文明的

历史长河中源起流转的经过及书中的动人故

事。以《尚书》为代表的中华典籍，构建了古

老中华文明的体系；以《天工开物》为代表的

科技典籍，记载了古代良工巧匠的奇思妙想，

铭刻了先贤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戏剧演

绎和专家阐释的双线赋能，有效地帮助观众

领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在美学表达上，文化类综艺节目注重彰

显精神之美、崇高之美、人文之美。2014 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

指出：“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

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

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这要求文艺

创作者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创作有思

想穿透力、文化影响力、艺术感染力的节目

和作品，更好彰显中华美学精神。浙江卫视

节目邀请书法名家、文化名家、书法爱好者

参与，从“天下第一行书”起笔，用 5 个篇章对

行 、草 、篆 、隶 、楷 五 大 书 体 溯 源 ，深 刻 表 现

“笔墨当随时代”的主题。节目注重书法作品

背后的人文探寻，《兰亭集序》映射旧时“兰亭

修禊”的民俗习惯，观照王羲之落笔时的心绪

转变，由隶转楷的书风沿革催生出不同的楷

书流派……历史故事的融入，让节目言之有

物、言之有趣。

创新性地运用新技术、新理
念、新表达，彰显中华美学精神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文艺工作者提供了

更广阔的想象空间，让新技术、新理念、新表达

具备更多的可能性、更强的可行性。更好传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离不开文化类综艺节目创

作的理念创新、形态创新与技术创新。

近年来，主题化、系列化、跨形式，成为文

化类综艺节目的突出特点。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节目《国家宝藏》坚持“让国宝活起来”的创

作理念，在去年推出“展演季”系列节目，开辟

了一条文化类综艺细分内容赛道——对国宝

进行“主题式”的二次排列组合，为受众“翻

译”文物之美，在历史维度上探索古代文明与

艺术之源，再提炼和再升华其背后的精神气

象。节目《故事里的中国》第三季通过“戏剧+
影视+综艺”的综合表达方式，演绎经典片段、

访谈主创人物、再现真实故事背后的情感力

量，每期节目甄选一个经典故事，进行戏剧演

绎和多元化呈现。河南卫视和网站共同推出

的节目《舞千年》采用影视剧标准，制作故事

化综艺，以综艺展示中国舞经典，实现影视、

舞蹈、综艺的多重形式融合。

目前，越来越多文化类综艺节目运用先

进技术将虚拟场景与现实舞台相融合，让古

风习习的诗意舞台，彰显光彩夺目的中华审

美风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经典咏流

传——致敬英雄》对中华经典文本进行音乐

化的创新改编，通过艺术化的手法展现了历

史人物生动可感的侧面，表现不屈不挠、刚毅

坚韧的英雄品格。如第九期节目中，在情景

交融的舞台中，《昨夜书》诠释了岳飞铮铮铁

骨背后的细思柔肠，生动诠释了岳飞的英雄

气概与民族精神。在这种沉浸式 3D 视听体

验中，观众与英雄抒发的家国情怀产生了强

烈共振。

在传播上，通过制播联动、多屏联动、深

度融合、全媒体传播，精准掌握并充分利用融

媒体传播规律，推动节目的口碑式传播，是文

化类综艺“破圈”的有益经验。电视台与网络

媒体，在制作、播出等环节实现全程紧密联

动、场内场外全面互动、大屏小屏及时互动，

综合提升传播效果。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

列”节目与多家视频网站深度合作，浙江卫

视、北京卫视的文化类综艺节目与爱奇艺、腾

讯视频等网站合作，等等。这些融合传播经

验都值得好好总结。

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需要

久久为功，更需要花大力气、开动脑筋，创造

性运用新技术、新理念、新表达，将中华美学

精神巧妙熔铸其中，从而真正促进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高质量传播。我们期待，未来有

更多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

化类综艺节目，持续打动我们、滋润我们、鼓

舞我们。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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