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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必管那一片海有多澎

湃，何必管那山岗它高在什么地
方，只愿这颗跳动不停的心，永
远慈爱”，随着同名主题曲的响
起，大型纪录片《第三极》日前
在央视 4 套完成首播，收视火
爆、好评如潮——截至3月30日
6集累计观众规模8334万，首轮
播出期间优酷独家平台播放量超
过 2013 万，网友感慨“这部片
子让人寻找到了心灵的平静”，
有藏族同胞在微博评论“拍得很
纯粹，没有说教，作为生活在第
三极的我感到受到了尊重”……

自 《舌尖上的中国》 之后，
用“目前最受欢迎国产纪录大
片”来形容 《第三极》 不足为
过。首轮播出后，该片平均收视
率达到 0.37%，比同时段电视剧
还高 10%。这部 6集纪录片究竟
何以吸引众人，获得一边倒的好
评？

《第三极》拍的是什么

《第三极》将视角对准青藏
高原，用讲故事的方式，聚焦当
代西藏人的生活，探讨人的心灵

与大自然相和谐的话题。为了能
在内容上全面反映青藏高原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景象，该片
在拍摄手法方面创下了多项纪
录。

首次在地球 5000 米以上最
大的湖泊冰潜拍摄，首次在雅鲁
藏布江岸 200 米悬崖悬空拍摄，
首次高清纪录羌塘无人区的动物
生态链。为了有所突破，该片前
后有 6 个调研小组、4 个摄制小
组深入青藏高原 60 多处秘境拍
摄 500 多天，行程超过 10 万公
里，成为迄今为止拍摄地域最广
的关于青藏高原的纪录片。

拍摄的艰辛难以想象，然而
这还远不足以成为打动观众的充
分条件。在看了无数国外优秀纪
录片后，导演曾海若深知，一部
好的纪录片必须得绷着“遵循纪
录片创作规律”这根弦。“片子
的基本逻辑是什么样的环境对应
什么样的人。”曾海若表示。也
就是说，制作团队的宗旨是，不
主动追求美景，不去拍与故事割
裂开的美景，减少纯粹的空镜
头。

于是人们看到的镜头是这样
的：西藏农妇朝田野走去，村
民们在耕种，镜头一摇，成群
的黑颈鹤出现了。黑颈鹤在扇
动翅膀仿佛欢迎农妇的到来，
似乎在感谢曾经搭救过它们性
命的人。“黑颈鹤很美，但它一
定是这个故事中所独有的，而
不是为了说明西藏环境好。人
若能和谐到风景里，他就是风
景。”曾海若说。

对风景的节制，反倒成就了
更美的“风景”，那就是人和自
然的和谐。在《第三极》里，无
论是老人带羊转经、小赛马手，
还是寻找小藏獒的故事，镜头平
静地叙述人与动物、大自然的关
系，将观众渐渐拉入青藏高原的
原生态，身临其境。

国际化表达的成功范例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
武看来，《第三极》 把西藏的自
然环境和人的生存样态表现得非
常充分，这种生活状态是“顺自
然而丰富自然”，特别生动特别
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
所所长张云认为，以往介绍西藏
的作品容易“轰轰烈烈”，却不
够扎实。《第三极》 通过讲述最

普通的人和事，展现出西藏不普
通的发展，“讲述手法令人眼前
一亮。”

事实上，《第三极》 并不是
一部风光片，而是人文纪录片。
片中大概有 30 到 40 个故事，涉
及亲人间的相处、个体与群体的
互利互惠、人与动物的和平共
处、人与环境的休戚与共，这些
都是全球观众共通的话题，理解
上没有任何障碍。正因如此，该
片受到许多海外观众的喜爱。据
新浪微博大数据统计，《第三
极》 的观众人群中有 6.3%是海
外用户，在所有地区排名中位居
第二。

制作方介绍，这部纪录片随
后将走上美国国家地理频道覆盖
的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电视
网络。近年来国际纪录片界日益
关注中国题材，不过在寻找片源
的时候，却发现中国目前适合对
外播出的纪录片并不多。

国家地理频道亚洲区副总
裁、中国区负责人祁冬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就表示，中国的风光片
很多，但类型趋同而且比较单
一，国外观众更想了解的是这片
土地上居民的生活状况，他们想
看的是故事，但能讲故事、会讲
故事的中国纪录片太少，《第三
极》不愧为其中的佼佼者。

事实上，《第三极》 是极少
数中国自主摄制纪录片成片直接
播出的成功案例，而正如张云所
评价的，这部纪录片的成功之处
就在于“讲好西藏故事、讲好中
国故事，善于从细节入手，把人
文刻画得非常好，把西藏文化最
本质的东西表现出来”。

（本报综合新华社、《东方早
报》、《北京青年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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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与激情 7》 上映前，一些业内人士预估国内票
房有望 7 亿起步、有望超过去年同期上映的 《美国队长
2》 的 7.18 亿。这样一个“起步价”，现在看来是喊得太
低了。

预估当然是合理的，毕竟现在是淡季，连口碑上佳
的 《王牌特工》 也“死”在了 5 亿关口上；毕竟这之前

“速激”系列票房最好的《速6》也不过4.1亿；而且大数
据显示，内地观影的主力军是“85后”、“90后”，而《速
7》中没有同龄的男神女神，没有青春片和粉丝电影中惯
用的“小鲜肉”。

但 《速 7》 这辆“超跑”一
挂挡就冲破了人们的想象，让依
赖大数据的人也大跌眼镜。不但
首日票房远超 《变 4》，创下了
梦幻般的开局和传奇般的开始，
而且“行驶”正常“前途”光
明。

记得当年另一部传奇大片
《阿凡达》 上映时，国内就有一
些顶级的研讨会召开，探讨好莱
坞大片发展到了什么阶段、科技
和故事如何结合、国产电影该怎
么办？《速 7》 也许达不到这个
价值层面，但思考几个为什么还
是有意义的，毕竟好莱坞一次又
一次用这种巨无霸冲击我们，我
们也通过票房交了一笔又一笔昂
贵的学费，嬉怒笑骂之余也该换
回点思考和收获了。

“保罗·沃克现象”就值得思
考。不可否认是保罗把很多观众

“拉进”了电影院，撑起了票房
的半边天，片中他每一次出场都
备受关注，都牵动着观众的心，
他虽然不是故事的核心，却是影片的灵魂。

为什么保罗·沃克受到观众如此厚爱？仅仅因为他是好莱坞帅叔？显然
不是，从他主演的前5部《速激》来看，也不算太火。既然如此，那么就是
因了“逝者效应”了，但是为什么保罗·沃克——一个老外——在国人这里

“逝者效应”如此强大？这个问题只从他身上找原因怕是不够。
就个人看电影的心路历程而言，我觉得这两年看了太多本土明星的吸

毒、嫖娼、打人、骂人和“人前一面，背后一面”，甚至有些看着挺淳朴的
名人竟也说一套、“唱一套”，让人不敢去喜欢、因为分不出真假。于是，
当“速激”系列15年的光阴变成“弹指一挥间”，在惜别保罗、迎来他的绝
唱的时候，我就想去看看他的笑，我觉得他这个逝者的笑，比起眼前很多
明星的笑，要来得真切、来得温暖。这也算是一种“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了吧，至少我给自己找了个理由，去把曾经的美好留住。

由此想到一些新生代观众在“追”小男神、小女神，这是可以理解的
行为，青春是会有一些超越了功利、甚至游离在现实之外的情与爱的。但
是我们的电影除了“造神”之外，还提供给了孩子们什么？让他们哪里去
安放那份真情？所以，与其给他们设“防火墙”，甚至谩骂打杀，不如反思
我们的作为。其实对这两年出现的“粉丝电影热”、“综艺电影热”，也应如
此。

就《速度与激情7》而言，片方也没把宝全押在保罗身上，而是启用了
当红动作巨星贾森·斯坦森助阵，并把跑车的戏份做到了极致，运用天马行
空的想象让它上天入地，而作为高潮戏的“最后一战”，更是杂糅了动作大
片、灾难大片、科幻大片于一体，“性感”十足。人情越淡漠，越敢用情怀
赌一把，同时将有把握的做到极致，这是好莱坞的过人之处，我觉得值得
借鉴。

总觉得保罗·沃克的笑很温暖，但看着《速度与激情7》势不可挡地呼
啸而过，心头又是一寒，我想每个心系国产电影的人都会萌生寒意吧，连

冯小刚导演也忍不住了，呼吁国产电影要顶
住。是的，国产电影要顶住，必须的，可从

《阿凡达》到《变4》，再到《速7》，面对如此的
速度与激情，我们要怎么顶？

《速度与激情7》火了，

国产电影咋办？
史兴庆

以“80 后”熟知的经典动画片 《圣斗
士星矢》 为主题，凭借强大的主持团队以
及高人气嘉宾的加盟，《奔跑吧兄弟》 第二
季于近日强势回归，首播即创下4.97%的超
高收视率，成为当晚同时段最受欢迎节目。

作为一档有影响力的大制作综艺节
目，新一季 《奔跑吧兄弟》 不仅升级了任
务主题设定与游戏内容设置，继续向公众
传递简单快乐、努力拼搏的生活理念，同
时也在公益上有所突破，开启出有趣味
的、具有时代感的、新的公益模式，彰显
了娱乐之外的社会意义。

简单快乐，舒缓压力

第二季 《奔跑吧兄弟》 以“保护雅典
娜女神”作为首期任务的主题，跑男们则
化身“圣斗士”保护自己的雅典娜女神。

“圣斗士”是“80后”难忘的回忆，节目组
选择这一主题，希望能够通过充满快乐的
节目内容将观众带回到曾经的纯真年代。

除了主题设置以外，节目组还设置了
与主题相契合的游戏内容，从泥潭大战到

“照镜子”再到“老鹰捉小鸡”，这些游戏
不仅仅是孩子们的专利，成年人同样可以
在游戏中找到久违的快乐。

由于竞争激烈、工作压力大，许多年
轻人的焦虑在不断积累。于是，让精神松
弛，让心灵轻盈，用欢快舒缓积淀已久的
压力，成为制作方始终把握的基调。“处处
有笑点，人人皆亮点”的节目设计，让观
众全程都能乐在其中。这对于工作繁忙琐
碎、缺乏闲暇时光的上班族而言，无疑是
舒缓压力的一剂良药，它已然成为了人们
操劳一周后所能得到的简单却并不乏味的
休闲方式。

健康生活，告别低头

《奔跑吧兄弟》 第一季拥有了大量的忠
实粉丝和固定的收视群体。现在看来，节
目基本做到了从“60 后”到“00 后”老少
通吃，几乎每一个年龄段都能从节目中得
到快乐。作为一档老少皆宜的节目，《奔跑
吧兄弟》 除了主打简单快乐的理念，还倡
导和谐、健康的生活方式。

现在，移动网络和终端软硬件的发
展，史无前例地改变了人们的社交模式和
生活习惯。人与人沟通交流的渠道，在时
间和空间上都被急剧压缩。眼底所见，到
处是年轻的“低头一族”，许多时候，人们
会因此错过现实世界的真实美好，人与人

的心灵之间，也在各自的“低头”中产生
了距离。

《奔跑吧兄弟》 让众多低头族、拇指族
放下手中的平板电脑和手机，从卧室回归
客厅，陪伴家人一起观看节目，在笑声中
增进了彼此之间的感情，促使人们把目光投
向亲友、投向大自然、投向现实生活。在明
星效应的带动下，社会上尤其是年轻人群体
间掀起了一股“撕名牌”的风潮，大家一有空
便呼朋引伴痛快“撕”一场，收获快乐的同
时，亦能锻炼身体，增进友谊。

逗乐之外，助推公益

《奔跑吧兄弟》 之所以收获观众、媒体
以及业界的一致好评，除了传递正能量的
节目理念外，更有赖于其助推公益的精神
内核。

除了沿袭第一季的“跑鞋计划”，为贫
困地区儿童筹集购买运动设备的善款外，
第二季 《奔跑吧兄弟》 还将联合扶贫基金
会和微博打造“奔跑 2015”阳光跑道公益

健行计划，它既有引导全民跑步健身的宏
观理想，又有少开车绿色出行和为贫困学
校募款修建操场和跑道的公益目标，还有
通往这些目标且可以让所有小伙伴们来参
加的“每周完成指定 20 万公里的奔跑里
程”的趣味过程。

谈到为何要在公益项目上投入如此大
的精力，浙江卫视节目中心主任周冬梅表
示：“ 《奔跑吧兄弟》 是一档能给人带来快
乐的节目，我们不单单是要传递奔跑团努
力拼搏、快乐向上的正能量，更希望能付
诸实际行动，把这份精神转化为物质，传
递到需要帮助的人手中。”

如果把定位局限于单纯的逗乐观众，
那顶多只能算一档勉强合格的娱乐节目。
而若能通过情节设计在潜移默化里为观众
提供正确的价值理念、生活方式，并且能
够引导社会将视线聚焦到值得关注的问
题，方称得上有社会责任、真正出彩的娱
乐节目。显然，在呼唤健康生活、倡导全
民公益的时代语境中，《奔跑吧兄弟》 具有
特别积极的样本意义。

《奔跑吧兄弟2》首播领跑——

跑出快乐与公益
易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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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中国2015年纪录片扶持计划”日前在
北京启动。此次活动由“纪录中国”APP 携手
广州纪录片节、北京国际纪实影像创意产业基
地、北回归线纪录片基金、北京良友等共同举
办，意在为广大纪录片制作人、爱好者提供阶
段性的实践指导及获得投资的机会。

中国的纪录片走上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
代，非常多的优秀题材接踵而来，有特别大
的、有时代感的话题，也有关注普通民生、中
国人奋进的故事。但一部纪录片如何从最初的
想法到完整的提案到融资制作，如何让好的项
目吸引决策者的眼球，创作者和投资人都需要
转变思路。

据介绍，整个扶植计划由 2015 北回归线基
金扶持计划、良友青年影像计划、BIDC阿尔法
培训计划、青春的纪录计划组成。北京国际纪
实影像创意产业基地运营总监肖龙表示：“一个
好的纪录片，从作者有创作冲动到形成完整的
提案，再到成型的商业方案，可能需要 10年时
间，这其中也许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而这过
程中我们可以提供各种专业的指导。”据悉，

“纪录中国”作为纪录片产业服务平台，希望通
过自有平台，聚合纪录片各产业环节资源，形
成优势互补的战略联盟，为广大纪录片制作
人、爱好者提供阶段性的实践指导及获得投资
的机会。 （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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