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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 来 ， 越
来 越 多 的
中 国 纪 录
片 立 足 中
国 ， 面 向
世 界 ， 在
国 内 和 海
外 都 取 得

了非常好的传播效果，与世界进
行了比较顺畅的对话。

中国观众耳熟能详的 《舌尖上
的中国》第一部、第二部，在国内拉

动了纪录片产业，在国外连连创下国
产纪录片单集卖片纪录，并导致出现一

个国家多家机构互相竞价的现象，韩
国、日本、东南亚、德国、法国、俄罗斯

都已经购买播放，引发许多外国人对中国
美食的向往。

日前，国产纪录片 《第三极》 通过讲述
西藏最普通的人和事，展现了西藏不普通的发
展历程。三四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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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全球观众共同的话题，
令中外观众都感到耳目一新。据统计，《第三
极》的观众中有6.3%是海外用户。

即使讲述历史人物的故事，纪录片有了国际
视野，也便不同。刚刚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的 4
集人文纪录片《贝家花园往事》，通过发生在一个
朋友圈的故事，再现了军阀混战年代里中法两国
精英使东西方文明交融互进的一段传奇。今年 9
月，这部纪录片将在法国播出。“面对历史和现
实，我们选择了国际化的讲述，即以事实讲述和
细节传达为核心，而不是观点先行，并力图还原
历史的复杂、真实的面貌”。该片总导演、北京师
范大学纪录片中心主任张同道说。

张同道认为，2014年以来，国际化是中国纪
录片的突出向度。国际视野支撑了国际高度，国
际叙事决定了美学形态，中国纪录片向国际化迈
出了坚实的一步。

中国纪录片以合作方式
进入国际主流

当今，多国合作、全球拍摄已成为国际
纪录片界创作的基本模式。中国纪录片以
合作的方式进入国际主流，是一种成功的
传播策略。

中国五洲传播中心和美国探索频道
合作的 3 集系列纪录片 《运行中国》，
今年上半年先后在探索频道电视网的
亚太主频道、南亚频道、澳新频道

播出，覆盖
亚太26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亿家庭订

户。主持人建筑师丹尼·福斯特用他独特
的观察角度和思维方式，参观中国、解说
中国，引发外媒热议。

据 《 中 国 纪 录 片 发 展 研 究 报 告
（2015）》 调查显示，2014年，《隐秘的王
国》《野性的终结》《GPS-星球大战》 等
一些国际合作项目成果初现，不仅在中国
成功播出，也在英国、法国主流媒体播
出，并发行到世界几十个国家。在 《丝
路，重新开始的旅程》《秘境中国·天坑》
等中国题材上，央视纪录频道频繁探索在
全球范围取景拍摄，或以外国人的视角介
入，展现国际视野。央视纪录频道副总监
周艳介绍，至今，央视纪录频道已与英国广播公
司、美国国家地理频道、法国国家电视集团、英
国独立电视台等签署了纪录片领域的“战略合作
伙伴”协议。2014 年，中央电视台向海外发行约
2000小时纪录片，覆盖了81个国家和地区。

五洲传播中心有关人士告诉记者，在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的推动下，五洲传播中心和探索频道
于 2004年就开始合作，共同打造了包括 《魅力中
国》《中国建筑奇观》《上海世博园》《崛起的希
望》 等近 65小时的中国题材节目，通过探索频道
的全球播出网络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中国故事，国际表达”
成为中国纪录片重要诉求

在张同道看来，“中国故事，国际表达”首先
就要做到不像过去那样仅仅站在中国立场、政治
宣传的单一角度，而是正视丰富、复杂的历史和
人性。比如，《贝家花园往事》 如果放在过去拍，
主题也许会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但现
在片子展现出生活在中国的形形色色的外国人，
中法文明在此交流融合；法国大夫贝熙业有伟大
的一面，如为百姓无偿治病，为八路军送药，另
一方面，他在中国兼职较多，应该所获颇丰。

另外，讲故事的方法也要国际化，要讲故事
而不是讲道理。正因为 《第三极》 做到了这一
点，所以才有藏族观众在微博评论《第三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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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听手段也要国际化，不采用那
些象征英雄的青松、象征保守的窄巷子等模式化
的、中国色彩的体系；注重技术美学，比如 《舌
尖上的中国》 里，白蚁的洞穴是用微型摄影机从
洞穴穿过去拍摄的，拍东北泡酸菜时，手起刀
落，白菜像山被劈开一样的镜头，使平常的场景
有了崭新的视觉效果。

还有许多国产纪录片在国际化的方向上迈出
有力的步伐。《五大道》赴美、英、法等国采访国
际汉学家，并邀请八国联军的后代访问天津大沽
口炮台，重新审视以五大道为代表的九国租界带
给天津的文化记忆；《大黄山》放弃了传统风光片
的明信片美学，转而寻找故事，邀请奥地利摄影

师和加拿大山地飞行员一起航拍黄山
的云海、峡谷奇观。就连《舌尖上的
中国》 第三季，总导演陈晓卿也宣
布，“将在全世界的框架下审视中国
美食，也会出现国外食物与国内食物
的比照”，并暂定去加拿大、意大
利、西班牙、秘鲁、伊朗等国家拍
摄。

当下，“中国故事，国际表达”
已是中国纪录片的重要诉求。张同道
指出，过去性质单一的纪录片发展到
现在，已经不仅是宣传品，还是文化
产品，目的不仅是宣传，还要传
播，而且我们发现通过传

播，能收到更好的宣传效果。其中
也寄托着我们对中国文化的再思考。
以往我们的整套思想体系都受西方影
响，如今，中国经济已经取得了一定的
成绩，可是相比较之下，我们的文化价
值观和影响力输出非常少，我们不仅要对
世界有经济影响力，还希望有文化影响
力，所以必须有过硬的、沟通无障碍的文化
产品。

国际化与“化国际”

张同道指出，中国纪录片国际化以后，下一
步就是“化国际”。他认为，好莱坞电影我们看
得懂，还是因为我们看得多，形成了一种思维习
惯和反应模式。中国纪录片现在的国际影响力不
够大，但当我们既接受了国际视听语言的一套基
本规则，又进行了中国化的调整，最终有可能在
美学、视听、影响力、技术等各方面逐步形成自
己的风格，形成带有中国特点的纪录片潮流。

英国 BBC 的纪录片和美国探索频道有明显区
别，英国和法国的纪录片风格也很不相同，如通
过《迁徙的鸟》《帝企鹅》《小宇宙》《海洋》可以
看出，法国人拍动物极富诗意，而英国人拍 《蓝
色星球》《非洲》，则延续了BBC纪实中追求奇观
的传统。

“当然，中国应该先国际化，再‘化国际’。
总体而言，现在国产纪录片离国际化还有一定
距离，‘化国际’还需要时日。我们现在最需要
的是一批强大的作品，形成规模，将来才有可
能在世界上出现中国纪录片学派。”张同道
说。

《摇滚英雄》
开启暑期电影狂欢
中国内地首部以摇滚乐为背景的青春电影

《摇滚英雄》，日前曾作为上海电影节开幕电影放
映，目前该片正在全国公映，获得了青年观众的
喜爱。

该片由女星伊能静担任制片人，谭华执导，
主演为秦昊、刘雅瑟、马恺曼以及梦乐团等。影
片讲述了一个横跨20年的青春爱情故事，以两代人
的情感纠葛呈现出每个人都曾经历或正在经历的
青春蜕变，既美好又伤痛，引人深思。导演谭华表
示，这是一部具有新浪潮意味的电影，是摇滚人通
过电影的一次发声。影片不仅催生了中国首支由
电影海选产生的摇滚乐队——梦乐团，并由他们创
作和演唱了电影主题曲《明天》，而且也是史上涉及
摇滚乐演出现场最多的电影。片尾秦昊和刘雅瑟
出现在迷笛音乐节、草莓音乐节、张北音乐节，这些
真实音乐节的现场拍摄更是少不了太合麦田、摩登
天空、有沐等音乐公司的幕后支持。 （王艺润）

日前，“一带
一路 文化长白”
长白山森林音乐节
正式启动，主办方
吉林省委宣传部、
长 白 山 管 委 会 宣
布，联合国和平大
使、国际著名钢琴
家郎朗将加盟音乐
节。8月28日，郎
朗将于天池畔，为
海内外嘉宾演绎一
曲酣畅淋漓的《长
白之恋》。

音乐节共设置
天池、长白瀑布、
地下森林等 15 个
音乐周，每周设置
一个音乐主题，多
项赛事同步依次展
开，其中包括“长
白之恋”少儿器乐

大赛、“放歌长白”全国合唱邀
请赛、原创音乐大赛等活动，涵
盖少儿、青年、老年，类型包括
器乐、歌唱、创作等多种形式.

音乐节期间，每天上午、下
午和晚间都有展演，预计参演人
数万人以上。

（白 昊）

在互联网新媒体的强烈冲击
下，电视会消亡吗？

互联网+时代，融合后的电视
将得到进化，还是终将被吞没？

电视观众真的可以被转化为
用户和粉丝吗？

日前，由中国传媒大学主办
的“‘视’界那么大，一起来看
看”——TV+电视融合发展新生
态高峰论坛举行。引人注目的议
题，吸引了全国近千位媒体人参
会，传媒、学术、技术、商业，
跨界的各领域人士齐聚一堂，交
流了对传统电视和新兴媒体融合
趋势的研究成果。

手段创新，让用户体验
更鲜活

在现场主持人、中央电视台
体育频道著名记者张斌的带动
下，这场学术气氛浓厚的论坛，
又变成了一场媒体人的“豪门盛
宴”，颇具互联网时代的娱乐与创
新精神。天脉聚源 （北京） 传媒
科技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尹逊钰带
着TV宝宝和观众玩转互动，微信
上墙、现场众筹、摇出精彩一刻
等环环相扣。观众入场时只要扫
描互动二维码，就能实现签到和
微信弹幕上墙的双重互动；情绪
众筹环节里，现场观众可以拿起
手机给嘉宾的演讲点赞，第一时
间反馈自己的听会感受；现场观
众情绪到达最高点时，大屏幕上
情绪指数现场爆灯，激发出了所有观众的热情。大家充分
体验了媒体桥、互联网技术和电视节目的跨界创新，更进
一步确信这些可以让电视节目的用户体验更鲜活更生动，
让节目互动可视化、生活化。

电视与互联网融合势不可当

中国传媒大学互联网信息研究院院长赵树清发布了
《中国电视媒体跨屏互动融合创新趋势》研究报告。这是中
国传媒大学在媒体融合领域研究方面的一个重要成果，也
是与电视媒体、互联网企业协同创新的成果，被誉为电视
拥抱互联网时代的风向标、电视台新媒体转型的可实施范
本。赵树清指出，今年是媒体跨界融合后的元年，摇一
摇、扫一扫、搜一搜等跨屏互动方式，给电视融合的路
径、场景、内容、营销、技术等方面带来了全新突破。这
个突破无疑为电视融合接下来的发展指明了道路。由于掌
握了有效、精准的用户数据，这对于节目推广、节目推
送、节目到达都将产生极大的提升作用。

业内专家一致认为，电视融入互联网生态势不可挡，
观众、用户、消费者正在合一，内容、用户、商业紧密相连的
电视新生态正在形成。电视与互联网正在打通边界，电视节
目与互动技术正在融合创新。也许正像尹逊钰所说：“电视，
一直有机会成为更强大的媒体，也有机会进化为新型营销平
台。融合了互联网技术的电视，真的可以飞起来。”

交响清唱剧《屈原颂》
搬上舞台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
大诗人屈原脍炙人口、传诵千古的名句。时值我
们的传统节日端午节，6月 20日和 21日，由中国
文联、北京大学、中央歌剧院联手打造的大型交
响清唱剧 《屈原颂》 登上中国剧院的舞台。中央
歌剧院院长、著名指挥家俞峰指挥中央歌剧院交
响乐团和合唱团，方明、徐涛等朗诵艺术家和饰
演屈原的孙砾等歌唱家，共同演绎了这部体现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品。

这部剧以屈原的 《楚辞》 为基本依据，遵循
浪漫主义的创作原则，运用原文咏诵、原创歌曲
演唱等艺术形式，借助舞台美术、灯光造型和多
媒体展现等多样化的舞台手段，呈现了屈原亘古
长辉的形象。该剧编剧刘世民说：“希望通过这次
清唱剧向观众展现中国古老文化根底和伟大民族
精神，激励现代人怀有‘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的高远理想和爱国主义情操。”

中央歌剧院组成了强大的演出阵容，带领现
场观众穿越时空，回到 2000 多年前的战国末期，
追随屈原做一次伟大的精神远游。该剧由序、美
政思想、高洁品格、上下求索、国殇之痛和尾声6
部分组成。 （费 斌）

与男演员林永健合作过的圈里人，无论演员还是制片人、
导演，都赞他是“演技派”：既扮得了善良可爱贴心的小男人，
也演得了正义的革命志士；扮得了土了吧唧的农民，又演得了
油头滑脑的坏蛋，在小品中，他更完全放开，扮过时髦的老太
太，令人捧腹。战争爱情传奇大剧 《怒放》 目前正在央视一套
黄金时段播出，林永健在其中演绎了北伐时期的混乱战争年代

里，一位从土匪到军阀最后成为共产党员的英雄。编剧聂欣
说，北伐战争这个年代，有着复杂的派系、激烈冲突的信仰之
争和不断转变的人情关系，像大浪淘沙一样，可以让观众感受
到在大的历史背景下人的变化。

虽然现在影视作品中的英雄人物早已摆脱了早期脸谱化的
高大全形象，但通常也是一脸正气，找小眯眼儿、一笑起来极
具“笑果”的林永健饰演英雄，不得不说制片方够“大胆”。总
制片人蒋译霆透露，这部戏可以说是为林永健量身定做的，林
永健就是他们心中男主角赵关克的“第一人选”：“他戏好，不
帅但极有魅力，别人演不出来他那种眯着小眼睛，嬉皮笑脸坏
坏贱贱的感觉。他可以有不正经的一面，也可以有大义凛然的
一面，而且他会加上很多‘小零碎’的细节，丰富人物和情
节。所以，这部戏我们就让他撒开了演。”

林永健确实在拍摄时加入了很多独创的细节动作与台词，
给角色增色不少。他与李曼领衔的男女主人公还上演了一场

“最不搭情侣档”的战地爱情传奇，既有搞笑戏码又有感人情
节。林永健说，这是一部讲述一位“非典型英雄”成长蜕变的
战争传奇大剧，他看了剧本以后很感动，这个赵关克也是他这
几年来遇到的不可多得的好角色。“这个人物好就好在有变化，
从一个流里流气、不好管理的草莽英雄，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
党员，让人想起来就热血沸腾，感到有味道，值得为之努力。”
也许每个演员都需要一个机会怒放，呈现自己最好的表演状
态，林永健说：“这部剧里我就这样做了。”

中国纪录片与世界对话
本报记者 苗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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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永健“ 怒放 ”饰演草莽英雄
郝 琪

林永健与李曼在剧中饰演男女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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