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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位身家过亿的老板，在 3 季电视节目里，被分别空降到
湘西凤凰凉灯村、云南省红河元阳县垭口村、四川乐山黑竹沟
镇古井村，助理、钱包、食物被“没收”，独自在村里进行为期数
日的体验式公益改造行动，不仅要通过种田、养猪、挑粪等劳
动体验真实的农民生活，赚取公益改造基金，而且要在几天的
时间里，找出造成村子贫困现状的根源，策划出解决方案，用
实际行动改造这里。天津卫视制作播出的全国首档具有社会
实验性质的体验类公益改造节目——《老板变形记》，因完全
原创的节目模式和与知名真人秀《非你莫属》锻造的同一批明
星老板嘉宾，播出后引发了比较强烈的关注。

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张绍刚评价：“《老板变形记》这样的
纪录形态的真人秀，有价值、诚实、务实又朴素。一个节目的命
脉是诚实，《老板变形记》就恰巧做到了这一点。”中国社会科

学院世界传媒研究中心秘书长冷凇认为：“《老板变形记》开创
了一个新的电视节目类型。它应该算是一档真正意义上的本
土化研发的电视调研节目，或者叫电视基层调研节目，也可以
说是电视调研类真人秀，这在当下是独一无二的。”

有过县长任职经历的著名相声演员牛群，参与了这个节
目后也有很多感慨：“很多人热心公益，但是用的方法对不对
呢？我觉得这档节目很有参考价值，能够给出问题的答案。我
期待老板们能为村落带来改变，传递给村民一些致富理念。”

参与《老板变形记》录制的老板杜子建表示，节目播出
后有很多网友愿意为贫困的山村捐款，但谁来收集捐款、如
何管理、如何捐助，还需一个正规化的流程，也期待着与节
目组一起将公益延续。老板史晓燕说，就自己而言，在村里
都不是“演”的，是真实地在“做事”，“节目组没有预先确
定我应该怎么演或者设定台词，就是通过每个人的性格脾
气，一个个点细化下来，展示给观众一幕幕场景和我们之间
的冲突与合作。自己也非常想再回到现场，看看村里是不是
真的改变了”。

公益能不能和作秀同时兼顾？制片人刘爽说：“‘授人以鱼
不如授人以渔’是《老板变形记》贯穿始终的公益内涵。其实节
目中的每个老板都做过公益活动，但以前的公益无非就是给
钱而已，《老板变形记》是用社会上成功人士的头脑去做公益，
去帮助那些真正贫困的人。我觉得这对社会是有用的。”他强
调：“我从来没有打算把《老板变形记》做成纯粹的娱乐节目。
我们是有情怀的，在干农活的过程中，在对艰苦农村生活的体
验中，在议事会的激烈争吵中，我们都希望能给电视机前的观
众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他透露，在2014年第一季节目中，老板
们最终赚取了总计15万元的扶贫基金，全部用于村庄的基础
建设，并策划出改善山村生活现状的可行性致富方案，得到了
荧屏上下的肯定和赞扬。

日前，我国首部表现享誉中外的中国画家艺术成就
的话剧《蒋兆和》，在国家大剧院上演。

蒋兆和 （1904—1986） 被美术界誉为 20 世纪中国现
代水墨人物画一代宗师、独领风骚的艺术巨匠和著名的
美术教育家。他的作品融汇中西、关注民生、感召时
代，代表作 《流民图》 创作于抗日战争期间，是20世纪
中国人物画史上的里程碑式力作。

该剧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的日子里
推出，也是在2014年原创话剧 《蒋兆和》 基础上的再度
创作。整部剧从蒋兆和萌生创作 《流民图》 意图，到展
出《流民图》，再到《流民图》失踪，最后《流民图》失
而复得为主轴线，艺术地再现了蒋兆和的至善人性、爱
国情怀与艺术追求，折射出旧中国知识分子备受屈辱却
始终保持刚强、抗争与自尊的心路历程。作为泸州人的蒋
兆和，一直秉承家乡人民身上淳朴、善良、刚毅的传统品
德，正是这份泸州人的情怀让他在大上海、在北京、在全国
获得了支持，他用自己的画笔描述贫苦大众，真实记录了
日军在我国犯下的滔滔罪行，赢得了当时受苦受难中国人
民的心，也使这部话剧赢得了当今观众的心。

该剧由王鹏博编剧、导演，音乐顾问及主题曲创作
是叶小纲，舞美设计为芦月林。蒋兆和由北京人艺国家
一级演员王长立扮演。除了这些知名的话剧名流外，整
个剧的演出也融合了很多泸州当地的演员，在人物塑造
和剧作风格上具有“泸州味儿”，传播了泸州文化。

戴维斯国际电影节暨青年
剧本创意大赛与原创影片展映
日前在北京师范大学启动，导
演赵宝刚，演员朱时茂、孔维
等电影人出席。该电影节由美
国戴维斯文化交流基金会、美
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北京
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共同主
办，旨在介绍中国电影文化，
促进中美两国文化交流。

以“中美青年人文交流”
为主题的戴维斯国际电影节，
将于9月在美国举办。自6月20
日 启 动 网 络 征 集 电 影 开 始 以
来，已收到来自 40 多个国家送
交的近300部影片。

此次电影节将展开6大活动
单元，包括：中美优秀青年电
影展映、中美青年大学生电影
工作坊、中美青年电影剧作论
坛与创意甄选、中国少数民族
青年影像展映、中国“乡愁故
事”电影展映以及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70周年飞虎队影像展。

电影节将设立专项电影基
金，搭建人才培育平台，扶植
优秀青年导演，鼓励文艺片创
作。作为电影节重要的模块，

“青年剧本创意大赛”广泛征集
中 美 青 年 华 语 优 秀 剧 作 与 创
意，递交大赛评委会，入围作

者将赴美国戴维斯市参加电影节，并将推荐
至知名影视制作及投资机构。而“青年原创
影片展映活动”将向全国青年电影、纪录
片、微电影制作人、导演征集原创作品。

大赛评委会由中外作家、编剧及影视文
学领域权威专家学者组成，中方评委包括刘
震云、苏童、严歌苓、张清华等。（海 燕）

去年我国播出纪录片75800小时：

国产纪录片发力奔跑
本报记者 苗 春

描绘中国梦成为风尚

“国产纪录片近年来在人文
深度、美学个性、技术探索和接
近大众与市场等方面取得的巨大
进步，是过去几十年都没有过
的。”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
主任张同道告诉记者，“当然还
存在着整体质量不均的问题。比
如除了每年的十几部国际水准大
片，其余大约 13000小时的节目
还处在较低的水平。”

据张同道主持的《中国纪录
片发展研究报告 （2015）》课题
组统计，2014 年我国共播出电
视纪录片约75800小时，比2013
年增加约 5800 小时，这主要缘
于 2013 年 10 月，有关部门要求
34 个上星综合频道平均每天必
须播出 30 分钟以上的国产纪录
片，另外，去年北京、上海各有一
家专业纪实频道开播。

国产纪录片水平真正提高，
发生在2000年以后，不仅出现了
蜚声海内外的《故宫》等作品，而
且于 2011 年成立了央视纪录频
道，国际化、专业化成为行业新起
点。“这几年，国产纪录片有了行
业标准，形成了多种类型，比如科
学类、考古类、探险类、食品类、美食类等，大量公司从事类
型生产并确立了自身在行业中的位置。”张同道说。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从2014年起，中国梦成为国产纪
录片的一种创作时尚。《中国梦·中国路》《百年潮·中国梦》

《追梦在路上》《国魂》《你所不知道的中国》等纪录片，或者
以中国梦的概念重新梳理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或者将名
人元素与历史人文景观、百姓生活结合起来，向更广阔的
受众层面传递主流价值观，而更多的创作者是将中国梦演
绎为具体的生活场景和百姓个体的追梦、圆梦历程，以大
众化、民生故事的方式努力诠释这一主题。

近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组
织实施“百人百部中国梦短纪录片”的“双百”计划，用3年
时间扶持100名纪录片从业人员和爱好者创作100部反映
普通中国人奋斗故事的纪录片，并通过这一项目发现和培
养纪录片人才。

央视大型纪录片《中国人的活法》是中国梦项目中的
代表作和佼佼者。制片人、总编导刘鸿彦说，他们将用3年
的时间完成 3季，每季10集，第一季有6集曾于 2014年春
节期间在央视播出，受到业界和观众的好评。“为了让中国
梦这一宏大主题落地，我们没有使用长篇大论、宏章巨制，
而是用普通人、用老百姓自己的梦想作为载体，对中国梦
进行解读，而且力求具有突出的时代特征”。这一系列纪录
片将镜头对准了大城市中挣扎的草根人物、城镇化后探寻
出路的民工、紧张医患关系背景下的医生、互联网时代的

“90 后”创客、恪守工匠精神的工人群体等。张同道评
价这一系列作品：有深度，有广度，有生活质感，主创
们用纪实美学的方法，把生活的丰富性和社会各个不同
阶层的生活状态进行了非常到位的体现，难能可贵。

纪实节目迎来春天

《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 （2015）》显示，这几年
现实题材的纪录片和栏目数量都在上升。2014年中国纪
录片栏目共98档，其中社会现实类栏目有37档，而且呈

上升趋势，品质也进一步提升。这是因为各家电视台出
现了竞争，而现实题材的纪录栏目是获得话语权和社会
美誉度的重要载体，特别是围绕着中国梦的实现，现实
题材纪录栏目更凸显其重要性。

张同道说，纪录片是宣教，是工业，是美学，也是
思想，每当社会遭遇重大变革，纪录片往往都最先站出
来，推动公众意识与思维的变革，改变社会，推动历
史。全世界都是如此，典型的如美国反越战的纪录片；
上世纪50年代，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
也曾批评生活中的华而不实、产品质量低劣和奢侈浪费
等。

刘鸿彦在电视纪录片行业从业20多年，亲身感受了
现实题材纪录片经历的起起伏伏。最初《东方时空》这
类栏目很红火，后来从中央到地方越来越少，“这跟整体
大环境包括收视率都有关系，我自己的《纪事》栏目也
曾经消失”。但近来她感到纪实节目的春天又来了，这跟
国家政策扶持有关，也跟整个社会变化和对纪录片的认
识接受程度有关。纪录片虽然是一个相对比较小众的类
型，但它是国家民族的照相册，也是关于时代的记忆，
是必不可少的。

对于现实，纪录片人最有力的洞察莫过于忠实的纪
录，尤其对于转型期的中国。

刘鸿彦介绍，节目组对每个人物都要跟踪拍摄，短
则四五个月，长则七八个月。对他们的拍摄很真实，不
回避当下的社会现实复杂性，比如曾登上央视春晚舞台
的草根歌手“大衣哥”朱之文，按说他的梦想已经实现
了，但是现实的真相是这位农民歌手成名后，经过商业化
的异化，又渴望回归属于他的土地。《心血》拍的是安贞医
院的医生，大家以为无非爱岗敬业、辛苦等细节，最后最让
主创们觉得有价值的，是主人公的一句话：一个好医生手
下一定有死亡案例，如果不是这样，就意味着他
遇到一些高风险的病例没有去
做。这非常耐人寻味，真实动人。

求新求变吸引年轻观众

《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
（2015）》列举了国产纪录片的许
多新变：

——纪录片尝试接轨市场。
富有诱惑力的叙事方式、陌生化
的视听表达和感官刺激，加上切
中人性的主题——从吃、玩、旅
行到极限运动，将纪录片与大众
扭结起来，《舌尖上的中国Ⅱ》将
这场纪录片与大众的狂欢推向
高潮。纪录片也开始引入明星元
素，《客从何处来》成功地将文艺
界明星易中天、马未都、陈冲、曾
宝仪、阿丘等人纳入寻根故事，

《我就是我》所记录的就是一场
造星运动——《快乐男声》选秀
背后的故事。

——为了与综艺节目、电视
剧一决高下，出身朴素的纪录片
已经将故事化讲述和情景再现
作为常规手法。悬念、冲突、大跨
度时空跳跃、多线交叉叙事等频
频出现。《舌尖上的中国Ⅱ》具有
标杆意义。即使《五大道》《大黄
山》等历史或地理题材的作品，
也不再慢悠悠地发思古之幽情，
抒天地之感叹，而是故事密集，

节奏明快。情景再现正让纪录片逐步向故事片靠拢。
——新媒体正在纪录片的播出、传播中，发挥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
张同道说，他导演的4集电视纪录片《贝家花园往事》

网络点击量有 5000多万次，讨论达几万条，“新媒体的传
播能决定这部片子到底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力。”这些新变
都显示，纪录片和大众的关联尤其是和年轻观众的联系越
来越紧密。

去年我国官方和民营机构共投入约19亿元生产纪录
片，回收大约 30亿元。但刘鸿彦指出了一个老生常谈的
问题：大部分纪录片赢利的可能性不大。她说，虽然

《舌尖上的中国》很突出，但不能用它来总结中国纪录片
生产销售的规律。即使法国、加拿大、美国、韩国等纪
录片水平高的国家，纪录片创作仍然靠政府投资和相关
文化基金扶持。“纪录片拍摄周期长，人力成本相当高。
要让纪录片赢利，要么进影院，要么靠广告。但单部片
子 打 广 告 ， 怎 么
卖 ？ 进 院 线 的 话 ，
现在连艺术电影进
院 线 都 很 难 。 所
以，任何一个国家
纪 录 片 水 平 提 高
了，都跟这个国家
的政府扶持有很大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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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际行动改变村落现状

《老板变形记》将公益进行到底
曹芳辰

一代国画宗师
走上话剧舞台

王艺润

《蒋兆和》剧照

系列纪录片《中国人的活法》之一《想唱就唱》中的农民歌手“大衣哥”朱之文系列纪录片《中国人的活法》之一《想唱就唱》中的农民歌手“大衣哥”朱之文

《老板变形记》中，老板杜子建在农村劳动

西湾村在距山西临县碛口
北湫水河西岸，坐西北而向东
南，民居群依斜坡而建。西湾村
建村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
为典型的吕梁风格四合院，是我
国北方面积最大的明清民居之
一。其民居主体部分位于两座石
山之间，建筑空间格局参差错
落，最高处可达6层。西湾村又是
个石头造就的乡土社会，石山石
坡、石路石桥、石窑石房、石碾石
磨、石井石墙、石街石巷、石牌石
匾等等，不一而足，处处可以“投
石问路”，与石搭讪。整个村落由
5 条街巷将几十座宅院连为一
体，周围以高墙拦护，形成城堡
式的一个封闭空间。西湾村每一
个院子屋顶都修建长方形平顶，
当地俗称“垴畔”。“垴畔”就是院
子上面的院子，它是层层叠叠往
上修的，也常用于晾晒谷物、辣
椒、红枣之类食物。

西湾村院院相通、户户相
连，步入一院即可身临全村，真
可谓“村是一座院，院是一山
村”。民居建筑正前方，有一片石
块铺砌的开阔场地，也是西湾村
的集会地。据说，建村初期，为了
纪念家族几经迁徙才辗转来到
西湾繁衍生息，村民就在这块平
坦的空地中心栽了一棵槐树，遂
名其地为“槐树街”。每年春节，
伞头秧歌队伍在此轮番表演，热
闹得紧。

西湾村是陈氏家族聚居的
地方。明末，陈氏先祖陈先模从
方山县岱坡山村迁至西湾，落地生根。其家族利用村落近
处——碛口的黄河水运条件以搬运货物白手起家，逐渐依
靠碛口黄河船运发迹，后来开店经营各种物资。其家族中
历代商业英才辈出，从政者也络绎不绝。碛口镇及河运码
头在秦晋高原黄河两岸商运亨通，西湾陈氏家族功不可
没。陈家有钱之后，顺势在西湾村建起一个拥有几十座宅
院的民居豪宅，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儿。

西湾民居有浓厚的文化和商业气氛。村里每一院建筑
都设有正房、廊记、厅台、厕所、马棚、柴房、碾磨房等。正房
巧用青砖拱券顶，纯白灰灌浆、勾缝，十分坚固。廊房、客
厅、绣楼等则多为硬山顶。整个建筑在谋篇布局上匠心独
运，在建造方面有显著特征：规模宏大，构思奇巧，技艺精
湛。特别是大门、垂花门、照壁、厅堂的木雕、砖雕、石雕精
彩绝伦；街巷门楣上的匾额，各具神韵。而陈家大院是西湾
最大的民宅院落，整体如一座阶
梯式城堡，院内 5 条巷道按“金、
木、水、火、土”五行排列，寓意家
庭世代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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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临县西湾村村民在进行民俗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