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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纪录片!家庭相册

有人说，一个国家没有纪录
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在全
球文化交流的平台上，纪录片是一
种世界通行的国际语言。那么，什
么样的片子才称得上真正的纪录
片？这个追根溯源式的问题，无疑
是基于中国纪录片的现状而产生
的。“以前的纪录片几乎都是宣传
片，这种表达方式不能被海外观众
接受。中国纪录片想要更好，每一
位纪录片的创作者都首先应该是生
活细节的观察者、记录者和思考
者；纪录片要呈现的，首先应该是
观众想要了解的内容。”央视纪录
频道总监刘文说。

事实上，中国纪录片的复苏是
近两年才开始的事。刘文说，"#$%

年开始播出的《话说长江》是国产
纪录片的一个丰碑。到上世纪 &'

年代中期，诞生了 《藏北人家》
《最后的山神》 《中华之门》 等经
典纪录片，那时也是国产纪录片最
辉煌的时候。从 (''' 年开始，中
国纪录片进入低谷，逐渐被边缘
化。最近两年，纪录片又开始逐渐
复苏。刘文表示，当观众把遥控器
摁到没电，都无法逃脱相亲、选秀
以及肥皂剧的包围时，对颇具人文
关怀的纪录片又重新产生了渴求。
“现在全球每天至少有 )*亿人在收
看纪录片，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和文化精英群体的不断扩大，纪录
片重新被呼唤回归也是必然趋势。”

对于今后纪录片内容的侧重方
向，刘文强调“现实题材将优先考
虑”。他透露，央视专门设置了一
个“活力中国”的主题项目，纪录
频道面向社会委托定制 )+'集现实
类纪录片。目前，包括 《我是老
李》 《非凡小丑送花记》 《技术狂
也有春天》和《关山飞渡：单车穿
越无人区》等已基本完成。这些片
子关注的是社会各个角落的普通
人，“他们让我们看到社会的变
革”。与此同时，“纪录片真实地
记录当下，能唤醒全社会责任，提
升青年群体观察社会、思考社会的
责任感。”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副
书记杨海滨在 ('"( 年“青春的纪
录”首都大学生纪录片创意实践年
活动中说。

平台：国际化,新媒体
“走出去”一直是国产影视作

品的梦想，尤其是打入西方主流媒
体。今年，这个梦想将进一步实
现。央视纪录频道已经把法国纪录

片大师雅克·贝汉聘为频道的国际
顾问，“我们将搭建一个国际顾问
团，他们从不同层面帮助我们进行
国际化活动。”央视纪录频道副总
监周艳表示，纪录频道聘请的不光
是他们本人，还有他们的资源和经
验。

值得一提的是，央视纪录片金
牌导演陈晓卿在今年还有一个重磅

级的国际合作项目，他有望联手曾
经获得“艾美奖”的国际纪录片知
名制片人奈杰尔·马文，共同拍摄
一部系列娱乐纪录片《大美中国》，
目前该片正在前期筹备阶段。通过
这些方式，央视纪录频道的制作网
络将延展到国际舞台。
“行业主管部门加大力度将优

秀国产电影纪录片推向主流院线。

同时，除了央视，建议地方台也适
当开设纪录片栏目。”纪录片研究
者牛寒婷表示，以网络为代表的新
媒体传播平台也是纪录片的重要传
播载体。数据显示，中国网络电视
台纪录片频道日均访问量 *-.%万人
次，日均视频浏览量达到 /-%.万人
次。搜狐、爱奇艺、优酷等主要商
业视频网站通过独家版权、自制、
购买版权等方式，不断扩大纪录片
资源库。爱奇艺纪录片频道目前上
线纪录片总部数超过 0+++部，总时
长超过 1+++小时。去年 ).月，由中
国网络电视台主办的中国纪录片网
建成并上线运行，积极探索建立纪
录片新媒体产业推动综合性平台。

.+)% 年 2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
电视纪录片学术委员会、共青团北
京市委员会、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
办公室和北京电视台将共同主办
“青春的纪录”———.+)% 年环太平
洋大学生纪录片节 （暂名） 活动。
主办方致力于将此项活动举办成为
青年人的纪录片盛事，并通过细化
活动流程设置，拟将参与活动学生
的主体范围扩展至环太平洋地区及
北京的友好城市范围，力求征集作
品突破 %++部，并产生具有更高专
业水准、更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
作品。

市场：盈利模式!？

对于中国纪录片来说，资本始
终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业内人
士认为，目前大多由电视台投资纪
录片，他们更多的是为了打造品
牌，但从长期来看，这种方式并不
具有可持续性，纪录片要想真正复
苏，未来还需要吸引更多的民间资
本。电视台试水的 《舌尖上的中
国》 《西湖》等的成功，让公众看
到了纪录片的前景，对于吸引民间
资本很有好处，而随着电视剧购买
价格的不断攀高，纪录片的优势正
在逐渐凸显，这些均有利于民间资
本流入纪录片领域。

刘文说，在保证投资的同时，
纪录片未来想良性发展，建立完善
的制播流程和盈利模式至关重要。
刘文表示，目前纪录片的国际主流
盈利模式是靠节目版权的出售和利
用完全自有的版权，与电视有线商
或者是一些国际机构开设新的纪录
片频道。他认为，“真正健康的纪
录片行业，广告收入大约只占
3+4，剩下的要靠纪录片的版权、
音像等衍生品以及与网络的联合互
补等来盈利。”中国纪录片目前正
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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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在国际上影响的日益增长，

中国文学也受到世界文坛越来越广泛的关

注。怎样进一步使中国文学走出去，是个近

来常听到的话题。

借用莫言的话说：“文学走出去是一个

缓慢的过程。”

中国当代作家中，莫言的作品被翻译

成外文最多，这无疑是获得诺奖的重要前

提。但正像有人所说，中国作家的国外境

遇，并非都如莫言般幸运。其实，即使真有

“幸运”之说，作家的真正走出国门，往往是

质量和数量的积累。

法国是最早翻译莫言作品的西方国

家。作为一个使用人群相对有限的语种，法

语出版的莫言作品比英语早了 %年，而诺

奖评委会的所在地瑞典，5 年后才第一次

出版莫言的书。从数量上来说，莫言作品的

法语译作也最多，共出版了 )$部。从只为

汉学界所知，到大众读者欣赏，经历了近

.+年的路程。

作品的思想力和艺术性固然是文学成

就的关键，但即使具备了这两点，再加上高

水平的翻译，也不一定得到国外读者的青

睐。瑞典文的翻译者陈安娜，被认为是莫言

获奖的最大功臣，但她翻译的第一部莫言

作品问世时，也曾备受冷落，直到 .+). 年

获奖以后，销量才有了明显改善。

这种情况，令人想起苏童的话：“翻译

作品很多情况下取决于机缘巧合。”

苏童是在国外有知名度的作家，其翻

译作品不但数量可观，有些甚至畅销。但他

仍清醒地认为：“翻译作品的主要命运是无

人问津。”一部作品的成功，除了本身的魅

力之外，常取决于一些谁都无法把握的因

素。外国读者的口味与本国读者也是有区

别的。西方人看中国的作品，除了文学性之

外，还会被一些别的东西吸引，比如对异国

情调和东方习俗的好奇等。某些特定时间，

特定契机，也可能带来意外的影响。苏童的

《妻妾成群》，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刘恒的

《菊豆》等小说，都是首先通过电影的媒介

让西方人认识的。

在“走出去”态度上，我十分赞同格非

的看法：“对国际化这个问题应该冷静思

考。”

近年来，中国在对外输出上投入了不

少人力，翻译的数量增长很快，但影响不

大。文学作品的输出，主要还应该依靠国外

的翻译家和出版社，因为他们更清楚所在

国的市场及读者群的兴趣和接受能力。

在具体操作方面，版权输出应该专业

化，通过可靠的规范的途径，将好的作品介

绍到国外。这里面也应当包括对作家权益

的保护。有些文章中说“中国作家跟国外签

约很少不上当”，这种说法显然有些言过其

实。国外的出版机制与国内不同，由于网络

挑战和图书市场的不景气，虽然文化书籍

的出版社经常得到国家资助，有时也难免

陷入困境，无法履行合同，但有意欺骗作者

的是极少数。

最后想说的一点，来自这样一句话：

“好作家遇上一个好翻译几乎就是一场艳

遇。”这句话最早是南京大学教授许均说

的，被毕飞宇引为经典。话虽然不错，但是

要加上省略号我才完全同意。将中国文学

作品介绍到外国，翻译固然很关键，但出版

渠道至少同样关键。再说，好翻译的定义是

什么？如果仅指翻译水平，那么只有这一条

恐怕还称不上艳遇。在法国，有一些出版社

主要介绍亚洲文学特别是中国文学，这些

书籍有一定的读者，但总的来说，影响还比

较有限。而著名的大出版社，一般更注重于

已经有一定名气的作家。翻译的质量如何，

并不是他们的首要标准。缺少有效的渠道，

默契的出版社，艳遇就可能是一场没有结

果的艳遇。

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但是要嫁到外国

去，还要有合适的嫁衣，合适的媒人，甚至

黄道吉日。所谓机缘巧合，从大的方面说，

也可以是天时地利。当前国际上对中国文

化关注的大环境，必将为中国文学的输出

提供更多的机缘。从这个意义上说，莫言获

奖包含了一定的必然因素。随着中国在世

界上地位的全面提升，文学走向世界的步

伐一定会加快。

（作者为旅法作家，法国尼斯大学东方
语言文化系主任）

中国文学
作品的
海外之旅
黄晓敏

".+). 年，国产纪录

片产量比前年增长了三

倍，观众对纪录片的关

注度大幅提高。央视纪

录频道的固定观众从

.5++ 万 增 加 到 /.++

万。看腻了家长里短、

嫔妃争宠、结婚离婚那

点事儿，.+). 年，挑

剔的观众竟在一部仅有

5 集的纪录片 《舌尖上

的中国》中找到了乐趣，

甚至有媒体称它“把年

轻人重新拉回了电视机

前”。不仅是“舌尖”，

去年纪录片播出平台的

增加、资金的持续投入

以及民间纪录片制片人

的活跃都让人们对“国

产纪录片的春天”充满

期 待 ， 这 个 期 待 在

.+)% 年 成 为 业 界 的

“流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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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青春的纪录”共收到

有效作品150余部，通过评审委

员会评审产生了《我在清华等你

来》、《黄龙洞》、《VOICE》等 10

部评委会大奖作品，以及40部优

秀作品。

“魔鬼导演”亲自上阵示范

本次挑起大梁的，是美国著名
男高音弗兰克·博雷塔和“中国三大
男高音”之一魏松，两人将共同出演
奥赛罗一角。

魏松坦言，这个角色的唱段的
确是又多又难：“音域从 6789: 一
直到 ;，演唱难度非常大。奥赛罗在
戏里的心理变化也非常大，他的妒
忌、发疯，被挑拨的发狂、崩溃，直至
最后杀人和杀人后的悔恨，声音和
形体要同时塑造，非常难把握。”

也许正因为该剧的高难度和经
典性，被戏称为“《奥赛罗》卫道士”
的导演强卡洛也是对每句唱词、每
个动作、每个情绪的表达都抠得极
细，不时上前为演员示戏。当讲到激
动处时，强卡洛声情并茂，一面口中
念着台词，一面示范奥赛罗如何捂
着胸口跌倒在地，真是和威尔第当
年的劲头“有的一拼”。

扮演奥赛罗的美国男高音弗兰
克·博雷塔则笑称，排练前一定要喝
杯咖啡，打起十二分精神应对导演
的“魔鬼式排练”。

“他为了荣耀而生，而我为了
爱情而生”

正如女主角苔丝黛蒙娜在全剧
最后一幕的咏叹调《杨柳之歌》中凄
婉地唱到的那样，“他为了荣耀而
生，而我为了爱情而生”，如果说不
可一世的奥赛罗将军是为荣耀和战
场而生，那么善良温柔的苔丝黛蒙
娜则是因爱情赴死。

在排练探班中，中国组扮演奥
赛罗的魏松和扮演苔丝黛蒙娜的女
高音拉娜·科斯携手演唱了“爱的二
重唱”，而在第三幕中，被嫉妒心夺走
理智的奥赛罗（弗兰克·博雷塔饰）在
众人面前侮辱苔丝黛蒙娜（张立萍
饰），将奥赛罗的狂暴和苔丝黛蒙娜
的无辜表现得淋漓尽致，合唱部分的
加入更是烘托出了不安的气氛。
《奥赛罗》讲述的并不只是一个

简单的爱情悲剧，“它所剖析的是一
个深层次的人性问题。”强卡洛说
到，“剧中每一个人物都有强烈生动
的爱、恨、抱负、权力、欲望。”这与莎
翁原作中“人性戏剧”的传统惊人的

一致。

“把剧中那些从未见过的场景
搬上戏剧舞台”

该剧的另一亮点，则不得不提
绝妙的舞美设计。

导演强卡洛透露，剧中不乏真
实的大规模植物布景。“舞台布置不
仅尝试忠于戏剧原文，忠于戏剧情
节展开的特定背景，重现当时的威
尼斯所特有的风俗和场景，还将尝
试将戏剧<电影语言纯粹化，通过精
确的数学计算，把剧中那些从未见
过的场景搬上戏剧舞台，使舞台效
果美轮美奂。”

威廉姆·奥兰迪也表示“故事发
生的地点就是波提切利名画《维纳斯
的诞生》中所描绘的塞浦路斯海岸，
因此在舞台上海的元素将贯穿始
终。”为了真实重现剧中场景，第二幕
中镂空铁门后出现的花园可不是投
影，而是由大量的仿真花草组成的。

本次《奥赛罗》的服装设计也很
特别，导演强卡洛说，这是专门“从
欧洲歌剧院借来的精美样衣，力图
真实重现文艺复兴时的原貌”。该
剧的服装设计者、来自西班牙的海
苏斯·路易兹也在现场分享了设计
理念，并展示了服饰大样。

“歌剧第一难”难在哪？
《奥赛罗》重磅回归
宋 冰 马 翀

" 《奥赛罗》 以其在

音乐演奏、合唱团和

主演的演唱方面的超

高难度，历来被称作

“歌剧第一难”。尤其

是主角奥赛罗，不仅

需要有辉煌的英雄式

的高音，还要有十分

消耗体力的强戏剧性

的表演，家喻户晓的

歌王帕瓦罗蒂都未曾

尝试过全剧的舞台演

出。也许正因为它的

高难度， 《奥赛罗》

在世界歌剧舞台的上

演频率远不及威尔第

的其他作品，在国内

更是少见。

恰逢“歌剧之王”威尔第 (++年诞辰
之际，素有“第一难”之称的歌剧
《奥赛罗》 在经过一个月的艰苦排练
后，目前已进入尾声。日前，笔者走
进大剧院排练厅，听导演强卡洛分享
了幕后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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捧上酒娘手中的美酒细品两
口，取一串“平遥三宝”之一的大
枣项链挂上，和街头的古装剧中人
聊聊“光绪”年间事……镖师浴
场、明清老街、平遥城墙、婚礼现
场和赵家四合院里，观众们一步一
景地观看着剧目，随着剧情深入平
遥古城，身临其境，体验文化。
“印象”系列日前进驻山西平

遥，成功推出并行品牌“又见”。
《又见平遥》 近日又迎来了一群特
别的观演嘉宾———马来西亚旅游部
长首席秘书杨仪钧、(+"=年马来西
亚观光年秘书长诺雅哈蒂及副秘书

长然吉。观演结束后， 《又见平
遥》总导演王潮歌现场透露，“印
象”团队已经接受了马来西亚国家
方面的邀请，将推出“印象”系列
首部走出国门的作品 《印象马六
甲》，正式点燃海外市场。
“就像穿越了一样，平遥的历

史、晋人的信义仿佛就在眼前。”受
邀观看《又见平遥》的潘先生走出剧
场，看着近在咫尺的平遥古城墙感
慨，“《又见》为平遥为山西增添了更
深层次的内涵。”平遥是中国最早的
商人“晋商”的始源地，他们靠着“诚
信”的儒商精神在中国商界称雄达

*++年之久。《又见平遥》将这种精神
升华，提升了城市的文化品质。

在“印象”产业链的最前端，直
接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问题，同时
创造了客观的演出收入。以《印象丽
江》为例，有一个海拔 >?'' 米的彝
族村庄，全村人均家庭年收入不足
"''' 元，但就靠着喂养《印象丽江》
演出的 "''匹马，全村 ('多户一举
脱贫致富，全村年收入 $'万元，人
均家庭年收入增加 ='多倍。
“印象”系列走出国门，一方面

将中国领先的文化旅游表演带到海
外，促进中国与马来西亚的文化交

流，尤其是中国民族文化与海外文
化的碰撞；另一方面，也由此吸引
更多的海外游客来到中国，实现世
界与中国旅游资源的互换，提升
“印象”系列所带来的更大辐射边
际效应。 （张意轩 陆秋伊）

范仲淹研讨会举办
日前，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举行的

“勤政爱民，刚正廉洁北宋名相范仲淹研
讨会”上，专家学者们对范仲淹精神进行
了现代解读，指出范仲淹精神文化遗产深
具现代价值，对当代官员行政教育有正向
行为规范和教育示范作用。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王筱芸认
为，范仲淹的良吏精神，是中华民族核心
价值体系的一部分，对于整合中华传统文
化资源，重塑中国的官员形象等具有正向
作用。

“印象”引来了

马来西亚旅游

界 人 士 的 注

意，他们不远

万里到平遥观

剧，并计划将

“印象”搬上马

六甲。

宋 冰 刘一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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