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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1 月 1 日举行的 2023 年中国金鸡百
花电影节国产新片展开幕式上，《无价之宝》
作为开幕影片获得荣誉表彰。这部影片于
11月10日在全国上映后，感动了许多观众。

《无价之宝》讲述了一个温情故事。石
振邦和杨武在讨债过程中，被迫照顾欠债
人的女儿芊芊。相处中，他们逐渐对芊芊
产生了保护欲和责任感。最后石振邦用一
生的时间、付出自己的所有，全心全意地
爱着、照顾着这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女
儿”。对芊芊来说，石振邦的出现像一束
光，照亮了她的世界。

石振邦是一个时代洪流中的普通人。
他有一堆小毛病，并非完人；他渴望爱与
被爱，但又一生孤独；他有一个成功的
梦，但又总是不能顺心如意。尽管困难重
重，他始终用纯粹质朴的爱守护着他的“无
价之宝”——芊芊。人间真情有很多种，既
有血脉相连的爱，又有超越血脉的深情。
在这个故事里，既卑微又崇高的石振邦终
于和芊芊以父亲和女儿之名组成了并无血
缘关系的家庭，打造了彼此的温暖港湾。

影片以东北地区独特的诙谐幽默语言
风格，娓娓道来一段动人故事，在这个初
冬，以笑中带泪的人间真情打动观众。饰
演石振邦的张译表演细腻传神，备受称
道。尤其是“雨中舞”一场戏，可谓神来之
笔，饱含丰富的人生况味，令观众久久难忘。

柳叶纹、月牙纹、云纹、点纹、直纹、
锯齿纹……北京市海淀区非遗项目剪纸代表
性传承人杨钺的手指纤细而有力，用剪刀的
尖和刃在红纸上时而穿梭，时而点挖，准确
而灵活，纸屑纷纷飘落仿佛也成为艺术创作
的一部分。无需起稿画图，杨钺下“剪”如
有神，不一会儿，一张图案精妙、线条流畅
的团花就展现在笔者面前。近年来，90后杨
钺用行动扩大了剪纸艺术的影响，用创新延
续着剪纸艺术的生命力。

杨钺自幼与剪纸结缘。6岁那年，她的父

亲——国家级非遗项目扎燕风筝制作技艺传
承人杨利平参加了一个民间工艺美术作品
展，展览中也展出了一些剪纸作品。杨钺随
父亲观展，一见剪纸，她就喜欢上了。后来
父亲带她拜师学艺，师从京派剪纸艺术家张
秀兰进行系统学习。杨钺一直将剪纸作为兴
趣爱好，大学本科学的是理工科。在读大学期
间，非遗越来越受到国家重视，杨钺发现，从
事剪纸不但可以获得可观收入，而且能够实现
个人价值。于是大学毕业后，她坚定地选择剪
纸作为一生坚守的事业，和父亲一样将非遗传
承作为自己的使命。

杨钺居住的北京市海淀区是教育强区，
她结合青少年和老年学员的不同特点，研究
开发适合他们的课程，把剪纸课带到青少年
群体和老年群体中，很受欢迎。她去学校上
剪纸课时，同学们总是热情很高。杨钺教他
们初步的剪纸技巧，比如剪人物的时候怎样
把五官连起来，“孩子们想让我教他们剪一
些动漫人物，我就教他们剪孙悟空、葫芦
娃、黑猫警长等国产动漫角色”。老年大学
的学员们都发自内心地喜爱剪纸艺术，杨钺
教给他们一个图案，他们经常举一反三地琢
磨和练习，这让杨钺惊喜。

“剪纸艺术的特点是非常灵活，能表现
万物。”杨钺说。她也善于利用剪纸的特点
表达自己的艺术构想。2022年的一台虎年元
宵晚会上，杨钺现场完成电视剧 《人世间》
里周家的全家福剪纸作品，非常传神，引发
全场观众赞叹。杨钺介绍，当时导演组想找
一个非遗项目与演员们互动，后来选择了剪
纸。她接到任务时只有一个晚上的准备时
间，但作品最终惊艳了观众。“剪纸作品要
有意义。”这是张秀兰对杨钺的教诲。杨钺
秉持这样的理念，创作了不少现实题材作
品，其中一幅还原了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场景，生动感人；她
创作的献礼北京冬奥作品，以冰蓝为底色，
表达了“一起向未来”的主题。

仔细观察不难发现，杨钺的作品线条柔
美流畅，飘逸灵动。她说，她在采用一些传
统图案时，会有意无意地把线条细化，“因
为相对来说，这样更现代、时尚，更符合当下
人们的审美。”时尚COSMO杂志曾邀请杨钺
设计虎年生肖剪纸，参与虎年“贺岁好物”
专栏设计。杨钺调整剪纸语言，比如简化传
统剪纸繁密的锯齿纹，撷取其中传统的喜庆
元素，将剪纸艺术与时尚产品和谐搭配又不

喧宾夺主，大气不俗，十分具有现代美感。
最让杨钺自豪的，是她独具匠心设计的

剪纸灯。有一次，杨钺偶然在台灯灯光的照
射下，看到自己未剪完的作品随着光线角度
的不同，呈现出流转变幻的美。她由此想到
中国古人就是把剪纸贴在窗户上，随着日出
日落，看剪纸的光影变幻。杨钺得到启发，
利用光源的不同大小和位置，把二维的剪纸
艺术转换成立体的剪纸灯。她还创新性地将
剪纸艺术与摄影艺术相结合，先制作了一幅
衣柜面板大小的荷花剪纸，再以此为前景拍
摄人物写真，其呈现出的国风之美令人过目
难忘。她还探索剪纸装裱技艺，将剪纸作品
与其他材料结合，比如在白绢扇面上设计敦
煌宝象花图案，在光照下呈现的美感独特而
丰富。“剪纸的生命力要靠光来赋予，把剪
纸放进相框里，它就被禁锢了。所以我做了
这些有关光影的设计。”杨钺说。

杨钺积极利用互联网传播剪纸艺术。她
从不排斥剪纸网课，认为网课的特写镜头从上
而下对准她的操作台，可以让学员通过大屏幕
很清晰地看到教学和示范，有利于这项技艺的
传播。她也常常利用快手等网
络平台教大家剪纸，快手除了
给予她流量支持，还帮她做视
频剪辑。

将来，杨钺打算把更多的
精力放在剪纸作品设计方面，
还准备整理剪纸的各种资料，
从自己的视角出发进行阐述，
做一个能著书立说的手艺人。

纪录片是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
国重要的文艺类型。近年来，国产纪录片国
际传播持续向好，为更多国家观众了解中国
提供了独特的窗口。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
中心国际传播研究所所长朱新梅说：“越来
越多国产纪录片通过商业发行、国际合拍、
互播展播赠播等方式进入国际主流媒体播
出；互联网平台成为国产纪录片国际传播的
重要平台；国产纪录片开始系列化、IP 化，
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讲述海内外共同关注的故事

纪录片 《中国》 第三季由国家广电总局
宣传司指导，湖南卫视、芒果 TV、伯璟文
化出品，人民日报视频客户端视界联合出
品，自 10 月 1 日起在湖南卫视、芒果 TV 播
出，共 12 集。《中国》 第一季讲述春秋到盛
唐的中国历史，第二季聚焦从唐代到辛亥革
命的中国历史，第三季追溯上古三代，探寻
中华文明的源流，以盘古创世开篇，到西周
礼乐结束。《中国》 出品人、总导演李东珅
介绍，节目组查阅了大量考古资料与历史文
献，融入最新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并邀请
知名历史学专家、考古专家提供学术支撑。

《中国》第三季播出后，不但受到国内观
众的称赞，而且得到海外媒体的关注。据不
完全统计，目前已有美联社、德新社、《越南
新闻》官网、韩国经济新闻网、墨西哥Qua-
dratin新闻社等许多外媒对其进行报道。

一部讲述中国历史的纪录片，何以引发
外媒关注？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视听传播系副主
任、副教授韩飞认为，从题材内容来说，《中
国》 第三季关注上古文明，其中有一部分是
神话传说，而世界几大文明都有自己的创世
神话，“关于创世的原命题，是人类共同感
兴趣的话题。从这样一个共同关注点出发分
享彼此的故事，是一种文化和文明互鉴”。

无独有偶，从去年起，新西兰边锋电影
节、英国谢菲尔德纪录片电影节、美国迪士
尼、时代华纳以及奥地利红牛TV等纷纷关注
一部尚在后期制作中的中国纪录电影——

《看不见的顶峰》。影片讲述中国盲人登山家张
洪登顶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故事，已于
10月27日全国公映。登山运动、极限运动等
体育项目在海外十分流行，也正在中国快速发
展和普及，这是这部影片受到海内外关注的
原因之一。该片导演、北京欣欣向阳影视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范立欣是中国首
位获得美国艾美奖最佳纪录片和最佳长篇商
业报道奖的导演，他表示，最重要的是“影
片讲述了一个普通的、具体的人的故事，也
是具有普遍感染力的故事”，所以很适合海
外传播。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 （集团） 新媒
体事业部主任、导演刘帼轶也执导过两部讲
述中国普通人故事的纪录片，并在国外取得
较好反响。一部是反映中国中年女性更年期
生存状态的 《女人五十》，在墨西哥、瑞
士、德国放映后，有当地观众感慨地说：

“看片后理解了妈妈。如果妈妈看了，得知
其实世界各国的女性都在经历和她同样的事
情，她的焦虑也许能得到缓解。”另一部纪
录片 《采棉时节》 反映了新疆棉农的真实生
活，在英国、德国、俄罗斯、阿拉伯语地区
放映后，有观众表示，原来普天下的父母都
一样会为了孩子而殚精竭虑、努力工作。刘
帼轶说，这两部纪录片能够得到海外观众的
认可，原因就在于“不同文化和国度的人们
都具有同理心，在片中找到了共情之处”。

朱新梅、韩飞都曾对国产纪录片的海外
传播做过大量研究。他们介绍，较之电视
剧、综艺节目，纪录片国际传播是一种小众
传播，主要收视人群为知识群体，他们收看
纪录片的主要目的是开阔视野、增长知识，
对节目的真实性、准确性、视角独特性以及
信息量等有较高要求。从题材上说，当前海
外市场对中国美食类、自然类、动植物类、
文化类纪录片有较大需求。国产纪录片 《舌
尖上的中国》《国家公园：野生动物王国》
分别从美食和生态环境、动物的角度切入，
已在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播出。《故宫》
讲述中国历代宫殿故事，故宫是中国文化标
志性元素，海外关注度高；另一部聚焦动物
的 《与象同行》，追踪记录云南西双版纳野
生亚洲象家族的北移南归过程，曾引发全球

“云追象”热潮。

用国际化视野进行创作

“国产纪录片的国际传播并不容易。如
果把历史讲浅了，国内观众不满足；讲深
了，国外观众很难理解这段陌生的历史。”
李东珅说。但他也强调：“ 《中国》 第三季
真是我人生中极为过瘾的一次创作。”

无论中外观众，首先都会被 《中国》 第
三季呈现的“又美又潮”的中国神话所震撼。
该片“绘画+动效”的做法，是纪录片影像的
创举：先由一群青年画家在大量可考的图文
资料支撑下，用上千幅画作描绘上古的神
祇、人物与事件，再通过CG（计算机生成图
像）技术让画作动起来，同时在 12 集中每三
四集再变换一次影像逻辑。“《中国》第三季以
中国画表现中国史，总体影像风格最终却是
国际化的。”李东珅说，“无论从考古学、史
学角度看，还是从讲述方法看，《中国》 第
三季的国际化程度都是三季里最高的。”

韩飞评价，与前两季依靠精致的实体置
景和造型手段打造情境化的历史场景不同，

《中国》 第三季用“原画+CG”模式，为观
众钩织了繁复的关于上古文明的想象空间，
也使新国画成为视听国际传播的宝贵尝试。

相较于其他艺术门类的中国创作者，中
国纪录片人不少曾多年留学或者旅居海外，
是更为国际化的创作群体。刘帼轶将多年留
学德国所受的熏陶和自己的大量艺术实践经

验，沉淀为“尊重”二字：要尊重拍摄对象，长
时间蹲守拍摄时，要让拍摄对象自由自在地
呈现自己的生活，说他想说的话；要尊重观
众，不能把创作者的意图强加给观众，尤其
是国际传播时，更要尊重海外观众，让他们
看完纪录片后得出自己的结论，甚至不止一
个结论；还要尊重自己，以自己对现在生活
的真实认知和创作阶段的真实状况，表达对
周围事物的看法。“纪录片本身就是国际化的
语言”，刘帼轶说，用纪录片讲好中国故事，
要真正回归创作本身，用更高的专业度打造
出更好的作品，才能被更多的人看到和接
受，“这是纪录片国际传播的重要前提”。

范立欣则强调根据国内外不同的市场
“量体裁衣”。在国内，《看不见的顶峰》 将
借不久前正式启动的中国电影分线发行模式
的东风，进行长线放映和精细化运作，依靠
好口碑打通不同社群或圈子，在市场上获得
更多的关注和回应。影片在海外的推广和发
行上映也正在稳步推进中，将积极争取参加
各大纪录电影节展，进一步提高知名度。他
透露了一个细节：《看不见的顶峰》 起先剪
辑的公映版本有30多分钟表现张洪和妻子的
家庭生活等内容，后来根据国外纪录片专家
的建议，将这部分减少了 5 分钟，以适应海
外观众的欣赏习惯。

中外合作创作优秀作品

不少网友曾在抖音、B 站、小红书上刷到
过对《中国》第三季进行“二创”的短视频，多
条点赞超过 50 万。李东珅介绍，目前《中国》
第三季所有素材都已向全球开放：“这是我们
的初衷，也是我们的一个尝试。通过《中国》
这三季，我们用自己的历史逻辑完整地讲了
一遍中国历史，其实所有海内外人士都可以
不断重新挖掘，再讲他们所理解、能理解的
中国历史。”他也欢迎国外团队或制作公司
甚至熟悉国外话语体系又对中国文化有所认
知的观众，一起对这部系列纪录片进行深度
的国际化改造，使之传播得更久远。

“合作”确实是纪录片对外传播中的关键
词。范立欣2009年导演的纪录电影《归途列
车》 由多国合拍，讲述一对中国农民工夫妇
及其一双儿女在大时代之下的亲情故事与矛
盾抉择，获得来自英国、德国、法国、美
国、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家的投资，宣传和
发行各有自己的渠道，还在海外获得十余个
奖项。后来他执导的讲述四川大山里拳击手
故事的纪录片《千锤百炼》、动物题材纪录片

《地球：神奇的一天》等，也都采取中外合拍
的方式，立项之初就在世界纪录片交易市场
做提案，各国电视台预购作品播出权，等作品
拍成后播出，获得了广泛影响力。

10 年来，中国的纪录片市场不断扩大，
海外对讲述中国故事的纪录片也有了更大的
兴趣和期待，大量海外纪录片人士希望与中
国合作拍摄纪录片。范立欣认为，应建立一
个更好的合作交流机制，“海内外制作公司
之间从点状的、线条式的合作，形成一张更
密切的网，从而推动建设一个更加蓬勃发展
的纪录片市场”。

时隔 4 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
大赛大幕再启，大赛上新面孔、新视角越
来越多。新生代集聚这项赛事，共赴青春
追梦之旅。

言“演”合度，彰显真我风采。3分钟自
我展示环节重在考查参赛选手的专业素
养，即表达能力。这种表达并非一般意义
上的“播报”，而是充分展现主持人举手投足
间的形象与气质、谈吐眉眼间的风格与特
色。自信与个性是本届选手最亮眼的标
签，他们有的幽默诙谐，有的铿锵豪迈，
有的深情款款。与此同时，主持人还应当
是一个善于讲故事的人，言说伴着演绎，
要把观众带入故事情境之中。为此，选手们
在才艺方面大显身手，唱戏、唱歌、方言秀，
各显神通。无论是多年历练的职场老将，
还是初出茅庐的主持新秀，抑或是尚在校
园的学子，选手们全力以赴展示着自身的
本领和才华，尽情挥洒对主持舞台的热爱。

言之有物，检验日常积淀。90 秒即兴
考核环节采取随机抽题方式，要求参赛选
手在极短时间内捕捉题目关键信息，同步
组织语言并进行内容表达，这对选手的知
识储备是很大的挑战。诗词歌赋、乡村列
车、熊猫花花、农民丰收节……短短的开场
主持词包罗万象，充分展现了选手们的应
变能力、文化底蕴。曾经读过的书、走过
的路、见过的人、经历的事，都浓缩在这
90秒里，瞬间迸发、绽放。一位拥有8年外
景记者经验的选手，瞬间连线熊猫饲养员，
还有选手抽中“容易读错的常用汉字”的串
场主持，“怼”“撒”的案例信手拈来，更有选
手即兴主持“包粽子友谊赛”，展示了很强的
综艺主持能力……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
功，日常积累给了选手们临场发挥、“言之
有物”的底气。正如点评嘉宾康辉所说，“只
有脚下乾坤大，才可能做到笔底天地宽”。

言近旨远，展现时代气象。本届大赛
的考题设计堪称亮点，紧扣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的热点话题，涵盖传统文化、生态中
国、航天事业、乡村振兴、非遗传承、公
共服务等当代中国的生动实践。三星堆出
土文物的“面孔”，海峡两岸同根同源的建
筑，志愿服务带给长者孩子般的笑容……
选手们的“言说”既是自我表达，更传递
了中国青年的思考与态度。地铁里良渚玉
璧的文化标识、陌生人聊天室的友善温
情、家庭三代对乒乓事业的挚爱，选手们
的“言说”表达着当代青年的所见、所闻
与所思，自信豪迈。作为青春中国真情、
真意、真味的传播者，通过“言说”自己
眼中的中国，选手们为观众展开了民族复
兴新征程的全景画卷和万千气象。

赛场有高下，青春无输赢。这场主持
人大赛的新声绽放，折射了当代中国青年
的精神风貌。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首都发展
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主持人大赛上——

新生代彰显新风采
顾亚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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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手展现美好生活
颜诗桐 苗 春

11 月 22 日适逢中国二十四节
气的第二十个节气——小雪。外交
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海外社交平台分
享了纪录片《中国》第三季的二十四
节气原画混剪视频，向海外网友介
绍中国小雪节气。网友纷纷赞叹其
中蕴含的中式美学，也对这部纪录
片表现的中华历史文化产生了深入
探索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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