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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告诉西方国家的朋友，如果你真的想看见
未来，就来中国吧。”

“14亿中国人有14亿个值得让世界听见、看见的
精彩故事可讲。”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仍然是世界上建立理解和信
任最有效的工具，纪录片创作者有责任巧妙地构建和
展示这种交流。”

……
观点交锋，思想碰撞。7月初的福建泉州，正值

盛夏，炽热的温度不仅来自夏日骄阳，更来自一场国
际纪录片人的盛会——2023海丝国际纪录片大会。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7月
3日至 6日，2023海丝国际纪录片大会在福建泉州举
办。来自法国、英国、加拿大、日本、柬埔寨等40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400多名纪录片制作人、导演、专家学
者，相聚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城市，围绕纪实影像创
作、中国故事讲述、跨文化合作等话题展开交流。

一场场论坛的举行、一部部作品的展映、一个个
项目的推介、一处处海丝遗产点的走访，不仅搭建了
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纪录片国际交流平台，更
打开了世界观察中国、感知中国、记录中国的窗口。

全球纪录片“大咖”云集

以“海丝”为关键词，2023海丝国际纪录片大会
主打“国际牌”。

作为国内目前唯一一个聚焦国际交流合作、推介
高质量纪录片的节展，本届纪录片大会邀请到7位国
际A类纪录片节展主席、12个国家电视台制播机构代
表共同参与，举办了5个国际合拍项目合作意向签署
仪式、11 个中外制作项目 （WIP） 提案以及 19 部中
外精品纪录片展映。

其中，英国导演、两届奥斯卡获奖者柯文思，法
国阳光纪录片提案大会策略及开发总监马修尔·贝约
特，世界科学与纪实制作人大会总监保罗·刘易斯，
国际纪录片“提案大会”模式创立人方伯德等全球纪
录片“大咖”的到场，格外引人瞩目。他们中既有长
期居住、往来中国的“中国通”，也有阔别多年的朋
友，此次相聚一堂，他们都有不少关于纪录片、关于
中国的感受要与世界各地的人们分享。

从 1981 年第一次踏足中国到 2013 年重回中国，
近些年，柯文思已经把工作重心放在了中国。前不久，
由他拍摄执导的纪录片——《柴米油盐之上》，荣获第
28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系列纪录片”奖。

“我想告诉西方国家的朋友，如果你真的想看见
未来，就来中国吧。在这里，你能看到文化的复兴、
非凡的活力。正是目睹了这些，我决定留下来，把在
中国看到的一切传递给全世界。” 柯文思在本届纪录
片大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时说。

保罗·刘易斯第一次到中国大约是 15 年前。到中
国后，他才意识到现实的中国和他听到的中国存在很
大的差异，而纪录片恰好是弥合鸿沟的有效途径之一。

近年来，保罗·刘易斯参加了不少中国纪录片节
展，也认识了许多中国纪录片从业者。他惊喜地发
现，中国纪录片在过去 15 年里有了很大的发展。纪
录片市场变得更加多元，很多方面更富有创新性，一

些纪录片作品，比他在西方看到的要领先很多。“来
自世界各地的纪录片从业者有机会在中国相聚，交流
碰撞彼此的经验和想法，非常令人兴奋。”

虽然来中国的次数不算多，但马修尔·贝约特在
中国也有不少老朋友。近年来，中国诸多精品纪录片
和纪录片创作者，通过法国阳光国际纪录片节积极迈
出走向世界的步伐。作为该纪录片节提案大会策略及
开发总监，马修尔·贝约特深知中国蕴藏了非常值得
讲述的引人入胜的故事。此次参加海丝国际纪录片大
会，他也有自己独特的感受。

“泉州和拉罗谢尔 （法国阳光纪录片节举办地）
虽然地处两个国家，但有非常多相似之处。比如，在
古代，这两个城市都在促进国际贸易、促进国际交流
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现在，这两个城市又非常巧合地
都支持纪录片创作和推广活动。”马修尔·贝约特表
示。他认为，在“海丝”这样一个大的概念下，大家
可以从文化交流、国际贸易、历史、地理、科学、艺
术文化、经济等很多领域展开讨论，为人类认识世界
提供全新的视角。

讲好中国故事成热议话题

中国举世瞩目的成就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纪实
影像可以向世界讲述哪些中国故事？以怎样的方式讲
述中国故事，才能更好地让世界看到一个真实、立
体、全面的中国？本届纪录片大会上，这些问题一再
被抛出。

“中国的进步如此深刻、如此迅速，令人震惊。
这个迅速崛起的东方大国，在很多对其不甚了解的西
方人眼里，犹如一头未知的‘巨兽’，令人畏惧。”柯文
思说，“对于中国艺术家、纪录片从业者来说，当务
之急是通过自己的叙事技艺，积极主动、开诚布公地
讲好自己的故事。”

在柯文思看来，14 亿中国人有 14 亿个值得让世
界听见、看见的精彩故事可讲。好故事有自发的传播
力，是消除一些西方人偏见的“武器”。以《柴米油盐之
上》为例，从外国人视角讲述了4位在山里长大的中国
普通人——村支书、女卡车司机、杂技演员和快递公司
董事长，他们如何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过上美好生活
的故事。这些故事在西方观众中有很好的传播。

作为国际纪录片“提案大会”模式的创立人，方伯
德非常注重故事的独特性和影片质量的把控，“想要
推动中国故事走向世界，最本质还是需要寻找具有独
特性、高质量的影片，思考如何讲述故事，如何发人

深省，如何将观众置于其中”。
方伯德认为，尽管现如今

国际上有一些通用的讲故事方
式，但叙述一个国家自身的故
事，还是需要由熟知本地文化
的人来讲述更有说服力。创作
者要让故事有新鲜感、戏剧化
又通俗易懂，以便观众能够理
解其中的情感，找到那根隐藏
的线串起故事与观众的关联。

日本东京纪录片提案大会
主席天城靱彦从事纪录片制片
工作已有50多年。他认为，每
个国家都有自己制作影片的方
式，西方世界的叙述风格与日
本就大相径庭。西方国家讲故

事，侧重“开始、发展、结束”三部
曲；而日本人讲故事，必然经历

“曲折”走向，娓娓讲述“开始、
发展、曲折、结束”四阶段。

“无论是哪种叙述方式，保持
自己的风格是最重要的。”天城靱

彦坦言，不管是阐述自己国家的故事，或是寻找国际
化的制作，保持自我风格是重中之重。在推动中国故
事走向世界的“航程”中，国际元素的增添固然重
要，但独属中华色彩的核心不可丢失。

在韩国 DMZ 国际纪录片节产业总监金善娥看
来，向世界展示中国，可以有很多有趣的主题。无论
是职场中的沉浮挣扎还是在庞大的家庭中感受“爱与
撕裂”，这些看上去非常“中国”的议题其实也与世
界息息相关。

“纪录片最重要的是讲述真实的故事。在此之
上，人情味是最丰富的佐料，让每个看似微小的故事
变得鲜活生动，勾连起人类共通的感触。当人们说，
哦，这不仅仅是为中国，也是为我们而写的故事，它
就会变得更有吸引力。”金善娥表示。

推动国际合拍互惠共赢

作为利用国际资源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载体，
国际合拍纪录片已经成为中国纪录片行业发展的一个
重要方向。在本届纪录片大会上，“国际合作”是高
频出现的热词。

在开幕式上，中外影视集团共签署了纪录电影
《象行记》和纪录片《跨越时空的北京中轴线》《海丝
双城记》《永恒的朋友》《田野之上》（国际版） 等 5
部国际合拍影视项目意向合作协议，主题涵盖中国文
化、经济、生态等多个领域。

在中外制作中项目 （WIP） 推介会上，来自加拿
大、日本、荷兰等 11 个国家的 11 个项目精彩呈现，
跨国交流与合作多维度展开。

在多场论坛上，来自美国、柬埔寨、南非、中国
等国家的纪录片制播机构代表、导演、学者，就国际
合拍片的积极意义与成功经验展开交流，为中外纪录
片从业者提供借鉴。

近几年，华纳兄弟探索集团与中国有关机构合作
制作了《变化中的中国》《电子游戏如何改变世界》《功
夫学徒之走读中国》等作品，在促进人文交流方面做出
有益尝试。

“普通民众是讲述中国故事最真实的大使。”华纳
兄弟探索集团副总裁、大中华区及东南亚区总编辑魏
克然·钱纳分享经验时表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仍然
是世界上建立理解和信任最有效的工具，纪录片创作
者有责任巧妙地构建和展示这种交流。”

在保罗·刘易斯看来，国际合拍可以发现精彩而新
鲜的故事，挖掘行业新人，找到新的合作伙伴，但并非
易事，必须克服文化、语言、内容、方向以及观众期望上
的差异，这需要更多的耐心以及极大的诚意。

东盟国家和中国媒体始终保持着长期而活跃的合
作，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柬埔寨国家电视台国际合
作部主任博拉·毛莫林介绍，柬埔寨国家电视台和广
西广播电视台建立合作模式早，合作时间长，互动频
繁。即使是在疫情期间，双方克服重重困难，合作制
作播出了《患难与共中柬情》等4部纪录片。

“我们合作的每一部纪实影像作品，都紧扣柬中
两国共同关注的事件、话题，双方共同策划、共同拍
摄、共同选片、共同播出，同时用最生动、朴实、富
有情感的视角讲述故事，促进两国民众人文交流，是
对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深刻诠释。”博拉·毛莫林说。

非洲是个非常“年轻”的大陆，
青年人口比例很高。南非纪录片导演
法伊克·戴尔表示，非洲青年期望看
到更多讲述中国青年故事的纪录片。

“纪录片可以展示不同文化的魅力，
同时也可以展现人与人之间的共性。
中非双方可以合作寻找更多样化、更
年轻化的题材，通过普通人的故事，
让观众体验不同文明的人们的生活，
打破刻板印象，欣赏差异之美，寻求
人类的共性，助力不同文明之间建立
联系与桥梁。”

“透过此次大会，不仅看到日新
月异的科技进步对整体行业带来的创
新和改变，还看到越来越多互惠共赢
的国际合作项目进入大众视野，多元
化纪录片产业正带给人们更加丰富的

视听体验。”纪录片资深制作人、中国电视艺术家协
会融媒体文化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孙剑英表示。

正如嘉宾们所分享的，开展国际间合作交流已成
为中外纪录片从业者共同的渴望。这样的共识在《海
丝国际纪录片大会倡议》中产生了回响——海丝国际
纪录片大会将以专业组织与专家推介的形式，优选高
潜质且符合海丝精神的制作中项目，通过年度大会常
设创投平台，以包容多元的合作模式推动纪实影像作
品的多国联合制作。未来，更多纪录片从业者将以纪
实影像为媒介，携起手来共同建设文明互鉴、美美与
共的世界文明百花园。

本报电 （颜诗桐） 7 月 8 日，“文明的传
承：以启山林——百年巨匠艺术大展”在北京
民生现代美术馆开幕。该展由中国国家图书馆、
中国国家画院、北京画院、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
北京市徐悲鸿纪念馆、湖南博物院、浙江省博物
馆、沈阳故宫博物院等联合主办，是北京民生现
代美术馆继“文明的印记：敦煌艺术大展”之
后又一重量级展览,。

此次展览展现20世纪40余位中国书画巨匠
近 200 组件重要代表性作品，重点展出齐白石

《聚珍十开册》《荔枝图》、张大千 《芳馨远闻》
《吹箫仕女图》、徐悲鸿 《少陵诗意图》、傅抱石
《金城图》、黄宾虹《吴淞记游图》、潘天寿《墨龙》、
李可染《清漓风光》《无限风光在险峰》、李苦禅

《山岳钟英》、吴作人《熊猫》《水不在深》、吴冠中
《长江万里图》、黄胄 《丰乐图》《载歌行》 等众
多名家罕见真迹，不少作品为首次公开展出。

展览从中国经典名著 《左传》《论语》《史
记》中提炼出主框架，按照传统士人“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模式，结合40余位书
画巨匠所处的时代，进行展示单元分类。全力
展示中国艺术巨匠宏大的世界观、深厚的家国
情怀，以及他们在艰难环境下努力实现中国艺
术更新与传承的世纪图景。

为打造具有“年轻力”的艺术体验现场，
展览通过科技赋能，融入了数字影像、科技互
动、虚拟现实、艺术装置等多元创新的展陈方
式。展览期间将组织丰富的研学、公共教育等
活动，让观众沉浸到“艺术大师课堂”现场
中，通过一件件珍贵的佳作，充分感受中国艺
术之美。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0月16日。

本报电（姜博文） 近日，由四川卫视制作的中英双播杂志
类节目《熊猫观察》上线，并在海外平台播出。

《熊猫观察》 采用“英文女主播+AR 熊猫主播”的中英双
播制式，通过“虚拟+现实”的场景交织手法，聚焦四川美好
生活、人文地理、国际交流活动等，让观众看见开放的四川、
多元的中国。节目精心设置了“熊猫追热点”“熊猫在观察”
两个版块。前者深入挖掘国际交流活动的精彩瞬间，揭秘不被
人熟知的幕后故事，同时运用纪实跟拍、航拍、延时摄影、动
画合成等多种方式，呈现四川的新生机、新风情、新趣味。后
者以 AR 主播和国际视角交替的形式，观察全面、生动、真实
的四川。

“熊猫在观察”还设有“品四川”“故事汇”“放映室”3个单元，
这些单元将带领观众了解当下发生在四川的热点事件，展示四
川的自然地理风貌、历史文化景观、人文美食风俗等；通过微
纪录的形式、故事化的叙事方式，以国际视角展示四川的活力
与魅力，开放与包容；通过视频集锦的方式，推介四川悠久的
历史文化和当下生活的烟火漫卷、安逸长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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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海丝国际纪录片大会由国

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互联网信息办
公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福建省人
民政府指导，中国外文局、福建省人
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福建省广播电视
局、泉州市人民政府主办。大会聚焦

“弘扬海丝精神，记录时代变迁”，举
办了纪实影像精品展映、系列主题论
坛、中非纪实影像交流日、中外纪录
片项目推介等7大类、15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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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熊猫主播”上线

本报电（记者郑娜） 记者近日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第六
届中国新疆国际民族舞蹈节将于7月20日至8月5日在乌鲁木齐
市举办。来自亚洲、欧洲、非洲的千余名舞者将相聚新疆，用
艺术编织丝路美景，促进文明互鉴、民心相通。

本届舞蹈节以“舞动梦想 和美丝路”为主题，汇集国内外 28
台优秀剧（节）目、60场演出，涵盖芭蕾舞剧、民族舞剧、歌舞剧、舞
蹈剧场、歌舞晚会等多种艺术形式。其中，白俄罗斯国家大剧院
芭蕾舞团芭蕾舞剧《睡美人》、韩国釜山市立舞蹈团民族舞专场

《畅享Korea》等11个国家的优秀作品将集中展演。
除了国外精品剧目外，本届舞蹈节还邀请国内众多高质

量、代表性优秀剧目参演，包括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舞蹈诗剧
《只此青绿——舞绘<千里江山图>》、中国歌剧舞剧院舞剧《秀
水泱泱》、中央芭蕾舞团芭蕾舞剧 《红色娘子军》 等扛鼎之作。
此外，新疆文艺院团创演的舞剧 《张骞》《五星出东方》《昆仑
之约》《老兵故事》等也将上演，用舞蹈之美展现中华文化的魅
力，彰显中国气派和中国精神。

作为近年来的“爆款”，已走过 41 座城市完成 332 场演出的
《只此青绿》将于7月20日、21日登上舞蹈节舞台。中国东方演艺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景小勇表示，希望通过舞蹈节的窗口，
依托艺术精品搭建友好沟通的桥梁，以“文化使节”的身份为
舞蹈节催开朵朵“友谊之花”。

“木卡姆中唱到：‘哪一座花园里会有你这样美丽的花朵？
哪一朵鲜花前会有我这样的百灵鸟唱歌？’新疆是艺术的圣地、
歌舞的海洋，欢迎大家来新疆共赴一场浪漫的艺术之旅。”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第六届中国新疆国际民
族舞蹈节组委会办公室主任徐锐军说。

中国新疆国际民族舞蹈节自 2008 年至今已成功举办五届。
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副局长石泽毅表示，舞蹈节不
仅是国际舞蹈艺术荟萃的舞台，也已成为促进新疆文艺创作、
提升新疆文化艺术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平台，对促进新疆文化建
设与繁荣，推动中国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加强中外文明交流互
鉴具有重要意义。

亚非欧舞者汇聚
中国新疆国际民族舞蹈节

▲观众在展览上欣赏名家名作。 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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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②③：大会展映的部分作品。
图④：不同国家的纪录片从业者交流研讨。
图⑤：海内外纪录片从业者在泉州欢聚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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