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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腾的黄河，蜿蜒的长
城，江南水田，塞北风光，俯瞰
的紫禁城，仰视的天安门……
这不是CCTV拍摄的中国宣传
片，而是韩国KBS电视台制作
的 7 集新年特别企划大型纪
录片——《超级中国》。

1月15日至24日，这部
纪录片在韩国播出后，引发
了韩国国内的极大反响，被
韩国观众称为了解中国的

“百科辞典”，收视率一度达

到惊人的 10%。国内网友更
是惊呼：“从没意识到，自己
的祖国已经如此强大”。

事实上，这已不是外国
纪录片第一次将镜头对准中
国。除了浩如烟海的对中国
五千年历史、文化、文物、
风景的记录和描绘，近年
来，关于改革与巨变中的中
国，国外媒体也多有聚焦。
让我们好奇的是，外国的纪
录片，究竟如何看待中国？

 中国印象——
经济上的“大块头”

广阔的阿根廷潘帕斯草原，曾经是牛类的天堂。最近20至30年，64%的土地却被农民们急切
地种上了黄豆。带来变化的主人公，便是世界第一位、每年进口6400万吨黄豆的中国。

韩国济州岛，一个只有北京1/10面积的小岛，每年要迎来286万的中国游客。画面上，免税
店里几乎都是中国人消费的身影，岛上90%的高档别墅都被中国人买走。

这是 《超级中国》 的第一集——《13亿人的力量》 开篇的两个镜头。人口众多、购买力强、
经济实力雄厚，也是近年来中国给人的第一印象。

的确，13亿人带来的影响是世界性的。
巨大的人口规模带来了巨大的市场和巨大的购买力，让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逐

年飞速增长，连续两年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在低迷的世界经济环境中，中国成为世界广泛关注
的“增长引擎”。

《中国力量》说，2009年，在全球性金融危机、资本收缩的情况下，中国投放巨额公共资金，
扩大内需，投资银行，凭借雄厚的资金，让China Money （中国钱） 驰骋世界。中国成了外汇储
备最高的国家，收购了大量企业，中国资金对国外带来地壳运动般的影响。

但这部纪录片同样
看到，中国的经济发展
没有止步于巨大的人力
与市场。

纪录片描述道，小
米、华为等高新技术产
业的发展，成功开拓了
中国的科技市场，给中
国 经 济 注 入 了 新 的 活
力。马云领导的阿里巴
巴在美国一经上市，便
成为美国股市中最受认
可的公司。浙江义乌也
不再是廉价小商品的代
表，而是通过精良的做工，巨大的产量，广阔便捷的
交易平台吸引了众多海内外商人的投资。

在“大块头”的粗浅印象之外，这部纪录片也逐
渐认识到一个更加“真实”的中国。比如，东西部经
济发展不均、贫富差距较大等问题都呈现在影片中。
上海的成功企业家住在自己的豪华别墅中，而甘肃、
宁夏等地普遍人均收入较低，亟待发展。

中国西部大开发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也引发了
《超级中国》 制作者的关注：“中国把一些大型制造
业，附加值高的产业转移到西部，转移到丝绸之路，
为中国可持续发展创造动力。丝绸之路的开发，既有
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经济成长的新趋势。”

“‘一带一路’是世
纪性的战略，它不仅能
够大力促进我国东西
部之间的沟通，还会把
沿线各个国家形成利
益共同体，然后形成命
运共同体，从而达到共
同繁荣。”国家行政学
院国际事务与中国外
交研究中心主任于军
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世界格局——
正在展开的“中国时代”

“一个华丽的中国时代正在展开。”《超级中国》的旁白说。
去年1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中指出，

“中国是一个拥有 13亿多人口的大国，是人群中的一个大块
头。其他人肯定要看看大块头要怎么走、怎么动，会不会撞
到自己，会不会堵了自己的路，会不会占了自己的地盘。”

其实，这也是世界上很多不了解中国的国家的“隐
忧”。

也正是因为这种与日俱增的影响力，纪录片的制作
者们跑遍了美国、阿根廷、斯里兰卡、肯尼亚等五大洲的
20多个国家，希望从世界各个角落找到看待中国的不同
视角。

韩国网民看到节目中日新月异发展的中国，纷纷评
价“中国太强大了”，“决不能无视中国的国际力量”。

“中国的领土面积、人口规模、投资总量是超级大
的，但中国的国家想象并不是做一个‘超级大国’。”于军
告诉本报，“中国梦，是中国人的梦，也是世界上每一个
人的梦。中国梦与世界各国的梦共通，讲究一种包容性
的和平共赢。”

有意思的是，时间上跨越了 6 年 3 部纪录片，不约而
同地聚焦在“中国走进非洲”一事。

《中国力量》中，记载了在埃塞俄比亚，举世罕见地由一
家中国企业，包揽了一个国家的手机通讯系统建设，在道路
不通的穷山僻壤大兴工事；《中国人要来了》中，在 BBC记者
的带领下，镜头来到安哥拉首都罗安达的码头，在海港探索中
国企业在当地的发展；《超级中国》里，中国企业到非洲进行投
资，开发当地的矿产资源，为当地提供了大量的就业资源。

这些纪录片都不约而同地指出，非洲因丰富的天然资源、成长
中的市场而备受瞩目，被认为是掌握未来世界经济成长的钥匙。在世
界性经济危机中，由于经济不景气，欧美企业相继撤出。在当地陷于困境
的情况下，中国企业接连启动大型工程，“中国的存在感与日俱增，企业进军
海外势不可当”。

急速前进的中国给包括周边国家在内的世界提出了一个课题：“中国发
展，使得世界变了，世界要寻找与它共存共荣的道路。”

在这些企业进军的背后，是中国政府的大力推进，包括政治、经济层
面的战略决策以及其贯彻始终的互利共赢的外交理念。

 外国眼光——
是谁在引领中国？

其实，在世界眼中，对领导中国的力量一直很好奇。到底是谁在引领这个 13 亿人的“大块
头”，向着世界的“强者”进发？

在《超级中国》的制作团队提供的“深度了解中国的框架”中，他们把镜头对准了领导中国的
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

镜头里，激动的老同志发自肺腑地说“还是共产党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一切”；农村
教室里的孩子小脸红扑扑，唱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虽然略有些走音，节奏也不太齐，但
稚嫩的歌声无比真实。

影片中，几名大学生在班级的组织下来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在亲身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
展及核心理念后，在国旗、党旗下，郑重宣誓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已经在家乡工作多年的大学
生村官，对着镜头自豪地说：“能在自己的家乡留下自己工作的痕迹，成就一番事业，非常有成就
感。”

外国人的眼光还瞄准了中国正在进行的反腐风暴，《超级中国》也为中共反腐的决心之坚决、行
动之彻底、处理党内腐败分子绝不姑息的行为“点赞”。

“中国梦的提出是我党执政理念的创新。”于军说，“中国梦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这是我国自古
以来的‘民本’思想的传承，强调‘以人为本’的理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
标。作为领导力量，共产党时刻
都在加强自身的建设，丝毫没有
放松，中国共产党必须把自己身
上不健康的东西解决掉。”

事实上，这种视角，也可以
和中国自己拍摄的另一部短片相
映成辉——《中国共产党与你一
起在路上》。近日，这部片子的
英文版在网上重新火爆起来，

“展现成绩、也不回避问题”的
作风，让网友视角为之一新。

在那部短片里，中国一边是
“江南风景、长城故宫、耕作农
民、高速列车、高楼大厦”，一
边是“烟囱、垃圾、堵车、密集
人群”；不仅“古老而又朝气蓬
勃”、也“快速成长但发展不平
衡”，同时“充满机遇却又面临
无数挑战”。虽然只有 3 分钟，
但是已经写出了“有成绩、有不
足、有梦想、有追求”的中国，
也 写 出 了 中 心 宗 旨 —— 拥 有
8000 多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
一直与你在路上。

 独到价值——
中国能给世界提供什么？

一个国家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有其独特的文化
价值。事实上，外国也很关心的一件事是，除了经济上的
“解决方案”，中国还能给世界带来什么？

纪录片的镜头，这次又不约而同地对准了中国的文
化。

镜头闪到 2001 年——那一年，李安执导的《卧虎
藏龙》获得第73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等四项大奖；时
空变换，2014年2月，在第64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
《白日焰火》获得最佳影片金熊奖及最佳男演员银

熊奖。
这已经不是中国形象第一次出现在好莱坞电影

中。描绘世界末日的电影《2012》中，中国甚至被描绘
成了拯救世界的“救世主”；《地心引力》中，中国的
空间站，也是世界的“方舟”。

《中国力量》告诉观众，在20世纪，中国演员远
赴美国，寻求更国际化的前景。中国的导演、电影
制作人也积极走出国门，迈向好莱坞等国际电影
平台。然而到了21世纪，更多的导演，如陈可辛、李
安等人，将据点放到中国。同时，国内的导演们不
断打造全新的电影概念，挑战新的制作模式，力求
创造出超过好莱坞的电影。

“毫无疑问，电影人的回归是中国整体国力
的提升的标志与结果”，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电影

评论家戴锦华对本报说。
在《中国力量》中，香港导演陈可辛在接受采访

时反问：“重视文化产业，与提高国家综合实力，会将
国家变得更强大。中国的煤炭、钢铁等均为世界第一，

电影就不可以吗？”
的确，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在经济、军事、外交都位

于世界前列的中国，正逐步迈向软实力大国。中国的文化
重新回到世界文化格局中，并起着重要作用。
《超级中国》则说，在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各国，早已出现了观

看中国影视剧和学习汉语的热潮。中国的孔子学院也覆盖了各个
大洲，其中的学员不论男女，无关老少，都在认真地练习中国的汉字，

朗读汉语的发音，领会中国的传统文化。
“强大的市场召唤，并不一定能够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国表达。中

国在将传统文化转化为文化资源的同时，更应充分认识到自身的差异
性。”戴锦华说。

在 所 有 镜 头 拍
摄的方式中，纪录片是

最辛苦、最耗时耗力的一种。
笔者看过英国BBC拍摄的纪录

片《自然》。为了展现地球上的丰富物
种与广阔天地，整个摄制组花了3年时间，

数千万英镑，在世界各地取景与拍摄。
其中一个镜头，是为了展现非洲沙漠的流

动。摄制组在沙漠旁放置了一架相机，每天自动
拍摄两三张照片，一年之后，他们把收集的照片集

合起来，快速逐帧播放，沙漠便流动起来了——那种
震撼让你不由得感慨：在这个行当，真称得上“镜头

一秒钟，背后三年功”。
那么，是什么让国外的电视人用这么耗时耗力的方

式将镜头对准中国？

毫无疑问，是中国的吸引力。
没到过中国的人，总是充满很多想象。1000多年

前，路上交通被奥斯曼帝国阻断的欧洲，口口相传中的
中国，是一个“黄金遍地”的国度，也正是这样的想
象，促使马可·波罗不远万里地跋涉；启蒙时代的欧
洲，伏尔泰在《风俗论》里，把中国称为“全世界
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
的国家”，莱布尼茨则说中国在“文明生活的规

范”上远超过欧洲。
有赞美，也有批评。黑格尔就说，中

国“没有历史”，理性与自由的太阳还没
有在中国升起，凡是属于精神的东西，

“都离它很远”。即使到了今天，类
似的言论也依然在国际上拥

有 市 场 —— 无 论 是
“中国威

胁论”，还是“中
国不尊重人权”的论调，
都是如此。

偏见与误解，很多时候都来自
不了解。因为不了解而产生的恐惧与不
宽容，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经历过。

所以，外国纪录片将镜头对准中国，是一件
好事。这一次，他们不再以“想象”面对中国，而
是把摄像机扛到中国，对准中国的一草一木、芸芸众
生，放眼看这个30年来增长迅速的国家，看它是如何
背负历史、承载人民前行，是什么样的力量引领中国，
中国对世界又将带来何种影响。

所以，韩国的网友会在看过 《超级中国》 之后惊呼
“中国的力量”，中国的网友也会感慨：“其实我们都不知
道原来中国有这么好。”

因为，在纪录片的镜头里，没有什么比真实更有力
量。这种来自“他者”眼中的中国，往往更有说服力。

其实，大家都是为了展示一个“真实且复杂”的
中国。它很好，会给世界带来巨大的影响，使世界
各地从中受益；她也古老而年轻，充满活力也存在
问题。无论是贫富差距，还是产业结构的不合
理；无论是政治上仍需解决的腐败问题，还是中
国人的整体素质，我们都依然需要提高。

中国人自己不曾回避问题，也一样希望
世界不戴有色眼镜看待自己。毕竟，在这
个 时 代 ， 真 实 ， 就 是 最 打 动 人 心 的 力
量。我们的努力，也希望换来全世界的
理解。在这个意义上，用客观中立
的镜头语言描绘中国，是我
们期待看到的一种方
式。

感受“真实且复杂”的中国
申孟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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