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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进一步增强自我突破的勇气，用
精湛技艺展现作品的时代内涵，探索传统艺
术的新境界，为新时代奉献更多精品佳作。

无论表现重大主题还是
日常生活，网络纪录片往往都
能以亲切灵动的姿态讴歌平
凡英雄，激发观众共鸣。

创作者积极运用新理念、
新技术，创新素材使用手法，
作品更具趣味性、更受互联网
用户青睐。

接续出现的网络纪录片
“热款”“爆款”，既反映出年轻
一代的审美取向和价值认同，
更滋养着他们的精神世界。

核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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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讲话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

要有学习前人的礼敬之心，更要

有超越前人的竞胜之心，增强自

我突破的勇气，抵制照搬跟风、克

隆山寨，迈向更加广阔的创作天

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

更加坚定了我们传承创新木偶艺

术的信心和决心。

中国木偶艺术源远流长，肇

始 于 汉 代 ，兴 盛 于 唐 宋 时 期 ，至

今 已 有 2000 多 年 历 史 。 今 天 的

木偶戏观众主要是少年儿童，他

们身上洋溢着蓬勃的朝气，面向

他 们 的 木 偶 艺 术 创 作 更 要 注 重

创新，要跟今天孩子们的生活情

境 、兴 趣 爱 好 相 匹 配 ，用 符 合 当

代 审 美 需 要 的 作 品 涵 养 青 少 年

美好心灵。

创新路上，我们经常向自己

提问：如何让传统木偶艺术在科

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吸引青少年观

众？如何通过新的艺术形式表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如何

推动木偶艺术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为此，我和上海木偶剧

团的同事们在审美理念和艺术呈

现 上 不 断 探 索 ，革 新 制 作 工 艺 、

拓展表演样式、提升技艺水平，

先后创排了《花木兰》《创世—补

天》《最 后 一 头 战 象》《九 色 鹿》

《报童之声》等受到小观众们喜

爱的作品。

探索过程中，新技术帮助我

们打开了思路。海派皮影戏《花

木兰》讲述花木兰女扮男装“代

父从军”，凭借毅力与耐心通过

训练和考验，成为巾帼英雄的故

事。创排这部戏，我们的初衷简

单而又执着：以多媒体和皮影相

结合的方式，创新演绎传统民间

故 事 。 一 定 要 彰 显 时 代 审 美 水

平 ，让 传 统 艺 术 焕 发 出 时 尚 光

彩 。 它 的 美 不 应 受 限 于 传 统 皮

影的四方布内，而要在有限空间

里 创 造 新 的 可 能 。 与 电 影 导 演

胡雪桦交流这一想法时，我们一

拍即合，决定运用多媒体技术塑

造中国水墨画风格，打造皮影艺术的“巨幕影院”效果。

将多媒体艺术用在皮影上并不容易。传统皮影是平面的，

如果能在三维立体空间中表演，就能提高皮影在空间上的纵深

度，增强氛围感。这一创新的关键是光源，传统皮影以蜡烛、酒

精灯为单一光源，后来有了电灯。这次我们更进一步，打造多点

立体光源。主创团队连续两个多月在剧场进行试验，最终解决

了光源问题，实现了多媒体技术与皮影的无缝衔接。在剧中，无

论是恢宏的场面，还是人物行动的立体感，或者气氛的烘托，都

取得了较好艺术效果，让整部剧呈现出“大片范儿”。

更新舞台设备的同时，传统木偶的制作技术也可以改良创

新。传统杖头木偶高约 100 厘米，舞台剧《最后一头战象》让木

偶由小变大，按照 1∶1 的比例制作亚洲象木偶，舞台效果新颖独

特。剧团组建了青年设计制作研发团队，反复查阅大量资料，对

大象的肌肉、骨骼、运动方式等进行分析，还前往云南西双版纳

实地观察。但新的难题随之产生：制成的巨型象偶高达 3.2 米，

庞大躯体对操偶演员造成极大重量负担。在确保大象整体造型

拟真的同时，要最大化减轻演员负重。设计团队经过多次实验，

最终找到了适用的新型材质。与此同时，团队还与华东理工大

学组建了研发小组，运用机械技术，使大象鼻子、耳朵的摆动更

自如灵活。这样一来，木偶的艺术表现力大大提升。

新的木偶，需要新的操控技术和表演模式。舞台上，大象

或快速奔跑，或仰天嘶鸣，没有迟缓笨拙之感：3 名木偶演员撑

起“大象”160 斤的庞大身躯，分别操控大象的头部、前腿和后

腿。通过长期训练磨合，3 名演员配合默契，在舞台上举重若

轻。历经一年半时间精心打磨，一头栩栩如生的战象终于活跃

在舞台上。借助逼真的象偶，少年波农丁与小象嘎羧一同成

长、一起变老的故事感动了观众，那种人与动物亲密无间、患难

相扶的感情，引发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和思考。在艺术形式创新

层面上，这部剧更新了人们对传统“小木偶”的认知。《最后一头

战象》也成为第六届上海国际木偶艺术节开幕式首演剧目，令

前来观摩的中外艺术团队赞叹不已。

近些年来，木偶等传统艺术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显示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时代活力。我们要进一步增强

自我突破的勇气，用精湛技艺展现作品的时代内涵，探索传统艺

术的新境界，为新时代奉献更多精品佳作。

（作者为上海木偶剧团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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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有“动态相册”“生活之镜”之称，

是人们认知世界和自我拓展的窗口。近年

来，网络纪录片异军突起，成为纪录片创作

的亮点。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监管中心发

布的数据，2021 年网络纪录片全年上线 377
部，相较 2020 年的 259 部、2019 年的 150 部，

数量持续增长。同时，网络纪录片不断丰富

类型风格、美学范式和产业模式，充满创造

活力，在精品化战略和创新思维驱动下“破

圈”之作频现，在丰富纪录片艺术语言的同

时，也为当前文艺创作带来有益启示。

深入生活，以小见大
激发观众共鸣

“真实记录”的内在要求，决定网络纪录

片与现实联系紧密。网络传播的媒介生态，

使网络纪录片天然带有互联网特质，在内容

上包罗万象，所涵盖的垂直细分领域丰富多

样，在讲述上深入浅出，擅长以小见大。无

论表现重大主题还是日常生活，网络纪录片

往往都能找到“四两拨千斤”的角度，以亲切

灵动的姿态讴歌平凡英雄，激发观众共鸣。

“四两拨千斤”来之不易，只有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生活，才能够洞

悉生活本质，把握时代脉动，找到具有典型

意义的人物和故事。面对时代主题，网络纪

录片从“小切口、大情怀、正能量”的创作理

念出发，以质朴平实的叙事、轻快跳跃的节

奏和短小精悍的体量，将一个个人生故事汇

聚成时代强音。比如《扶贫 1+1》《当选择来

找我》等系列网络纪录片，聚焦扶贫干部和

脱贫群众的奋斗故事，展现精准扶贫的经验

和人们的思想转变。为拍摄《追光者：脱贫

攻坚人物志》，摄制组历时半年奔赴 18 个省

份的贫困地区采访了 200 多个人物。长达

600 小时的素材被浓缩成每集 6—8 分钟的

50 个短片，把脱贫攻坚的时代主题和重要

内涵与一个个感人故事相结合，以亲切又

富有网感的人物群像呈现摆脱贫困的决心

和信心，展现普通人身上为美好生活不懈

奋斗的理想光芒，全景式记录脱贫地区的

山乡巨变。

“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职场、

科技、军旅、探险……网络纪录片深入各行

各业、不同领域，注重将宏大叙事的崇高美

寓于烟火气浓郁的日常美、平凡生活的人性

美之中，以醇厚的生活质感讲述中国故事。

《119 请回答》《守护解放西》《新兵请入列》分

别反映消防员、公安民警、解放军战士的工

作生活。其中，《119 请回答》真实呈现一桩

桩贴近百姓日常生活的消防救援案例，以此

作为洞察社会百态的独特视角，既增进了观

众对消防员群体的认知和理解，又记录人间

烟火，饱含人文关怀。聚焦各行业人才的

《我的时代和我》，有意融入当下年轻人比较

关注的就业、爱情、家庭等话题，注重展现生

活质感，凸显主人公坚持理想、追求卓越的

品质，激励人们奋发进取。

创新表达，年轻态
增强文化自信

网络纪录片不仅在题材内容上持续深

耕，还在艺术表现形式上拓展创新。创作者

积极运用新理念、新技术，创新素材使用手

法，陆续出现“纪录片+剧情演绎”“纪录片+
综艺”“纪录片+互动体验”等跨界类型，作品

更具趣味性，更受互联网用户青睐。

在传统类型的纪录片中，演员扮演历史

人物、讲述历史故事，多作为档案照片、典籍

等文献资料的补充，网络纪录片则把剧情化

演绎作为创新表达的重要手段。如《历史那

些事》《战国大学堂之稷下学宫》等，真人扮

演或小剧场表演形式贯穿全片，跨时空对

话、说唱等元素也加入其中。传播古代书画

文化的《此画怎讲》让历史“活”了起来，用年

轻人喜欢的方式讲述名画故事，诙谐幽默，

寓教于乐。严谨专业的态度、游刃有余的表

现形式，让许多传统文化题材网络纪录片呈

现出举重若轻的从容，折射出当代人的文化

自信。

“纪录片+综艺”是当前网络纪录片创新

表达的另一种形式。比如《新游记》《很高兴

认识你》等，参与者或去往世界各地探访体

验，或走进诸多创意人士的生活日常，在行

走中识人看事，丰富创造感悟，同时也向观

众展现当代生活方式的多种可能性，拓展了

网络纪录片的叙事空间。

当代网络纪录片还主动拥抱科技变革，

让数字技术赋能艺术创新。比如《烟火人

间》《手机里的武汉新年》这两部整合用户创

作内容的纪录片，所有影像均来自短视频平

台用户上传的纪实短视频，创作者对这些碎

片化内容加以创造性整合

利用，进而创作成完整的纪

录 片 作 品 。 虚 拟 现 实 、三

维动画、语音识别、人工智

能 等 技 术 的 出 现 ，成 为 拓

展 纪 录 片 边 界 的 有 力 工

具 ，VR 纪 录 片 、交 互 式 纪

录 片 、动 画 纪 录 片 等 新 纪

录片类型应运而生。如生

态纪录片《生命之滇》借助

5G、8K、虚拟现实、多轨全

景声采集和拟音等技术手

段 ，展 现 云 南 生 物 的 多 样

性 和 丰 富 性 ，带 给 观 众 沉

浸式体验。

延伸价值，多维度
创新产业模式

当代网络纪录片的创新发展，还表现为

积极拓展产业边界，创新产业模式。一些网

络纪录片的制播主体致力于培育纪录片品

牌，通过纪录片优质 IP 的系列化生产、季播

化运作、联合营销及授权经营，持续开发品

牌价值。这些立足作品的多维开发和产业

布局，有利于开拓纪录片市场，增强对资本

和人才的吸引力，为打造优秀纪录片作品创

造更好条件。

创新产业模式体现在深入挖掘垂直内

容，推动作品跨平台、跨文化传播。以美食

题材为例，网络纪录片《风味人间（第一季）》

反向输出给卫视频道同步播出，随之推出第

二季和第三季，姊妹篇《风味原产地》《风味

实验室》也相继面世。其中，《风味原产地》

被海外网络平台购买，在 190 多个国家和地

区播出。《早餐中国》《宵夜江湖》《小滋味》

《人生一串》等也以多季播出的方式与观众

见面。还有的视频网站积极强化海外合作，

整合优质资源，提高内容产能，《地球脉动

（第二季）》《蓝色星球（第二季）》《决胜荒野

之华夏秘境》等高口碑纪录片就是这种合作

的结晶。垂直深耕接地气、与百姓生活紧密

相关的题材，不断在纵向深度、内容广度和

生活温度等方面拓展，已成为网络纪录片创

作生产的常态。

创新产业模式还体现在更积极地谋求

和相关商业、文化产业主体协同创新，合作

共赢，以更为社交化、互动化、联动化的方

式，开创“纪实+院线电影”“纪实+教育”“纪

实+旅游”“纪实+电商”等新形式，各种衍生

文创产品也随之而来。比如，“网红”纪录片

《我在故宫修文物》推出后，同名纪录电影随

之登上院线。随着《人生一串》《生活如沸》

《但是还有书籍》等优秀作品的打造，制作方

通过品牌授权，开设多家以“同款 IP”命名的

实体餐馆和书店。线上纪实内容和线下生

活场景相衔接，实现线上线下情感联结的同

时，更开拓了优质作品的商业模式。

年轻人是网络纪录片的主要观众。他

们从生活方式、消费观念到知识获取方式、

审美旨趣等，都深受互联网文化影响。接

续出现的网络纪录片“热款”“爆款”，既反

映出年轻一代的审美取向和价值认同，更

滋养着他们的精神世界。期待更多精彩网

络纪录片深入生活，创新展现时代气象，连

接屏幕内外，丰富和提升人们的精神生活。

（作者为山东艺术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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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短视频《太空漫步》截图。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让中华民族遨游太

空的梦想成为现实，令无数人感到自豪。

音乐短视频《太空漫步》以动感歌曲搭配纪

实影像的方式，回顾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

光辉历程。视频综合运用延时摄影、场景

快切等手段，呈现航天员训练、执行任务的

“名场面”。在青春洋溢的歌声中，歌词与

画面巧妙搭配：唱到“要变得坚强”，艰苦训

练的画面一幕幕闪过；唱到“在太空漫步”，

航天员出舱活动场景震撼浮现；唱到“浩瀚

的宇宙”，地球美景和深邃宇宙映入眼帘

……值得一提的是，不到 4 分钟的视频加

入了从神舟五号到神舟十四号乘组每一名

航天员的声音，致敬这个英雄集体。一代

代航天人接续奋斗，中国航天精神激励着

人们追逐梦想，探索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周 荣）

逐梦太空 接续奋斗

乡村是文艺创作的重要领域。网络纪

录片《我们村》以农作物为线索讲述乡村振

兴故事。该片将镜头对准具体人物，用跟

拍方式记录河南小麦、江西冬瓜等 7 个省份

的特色农作物从耕种到走上餐桌的过程。

旁白灵动活泼，比喻、拟人、夸张的手法搭

配打油诗，讲出了那些耕种历史悠久的农

作物的新生机。画面上，大量艺术字增添

了俏皮感，让劳动的快乐充盈屏幕。本片

用文字标注形式科普了许多农业知识，如

收割后怎么晒麦、为何要人工绳控吊冬瓜

等等。无论是用自家麦子做凉面，还是采

摘菱角煮汤，这些生动鲜活的故事不仅展

现了中国农民的勤劳朴实，更向观众讲述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道理。美中不足的

是，部分动画略显浮夸，有画蛇添足之感。

（王 禾）

“三农”故事 生动讲述

作 为 一 档 主 打“ 旅 行 +天 文 ”的 慢 综

艺，《追星星的人（第二季）》继续踏上旅程，

在各地寻找美丽星空。节目以年轻人喜欢

的露营活动为主题，让嘉宾置身大自然，勾

勒美好的田园生活图景。在追逐星河过程

中，节目还带领观众体验茶艺、竹艺等传统

文化项目。当嘉宾走进茶园学习采茶技

巧、炒制茶叶、体验冲泡技艺时，观众也在

悠悠茶香中感受到质朴的中国传统生活美

学。每集节目开头充满巧思，在动画视频

中，观众通过专业人士讲解、虚拟现实技

术、高科技望远镜，更直观地领略古代史籍

中记载的“天关客星”“三星伴月”等星空奇

观，了解中国古代天文文化，感受古人的智

慧。令人遗憾的是，节目整体结构有些零

散，前期嘉宾互动性不强。

（俊 娟）

遥望星河 拥抱自然

图①：网络纪录片《扶贫 1+1》海报。

图②：网络纪录片《新兵请入列》剧照。

图③：网络纪录片《风味人间（第一季）》

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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