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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在一档央视七套
的大型农民相亲节目中，一位法
国女嘉宾提到中国人的恋爱婚姻
观念与外国人截然不同：“外国人
都是开始很快，到后来很慢；而中
国人则是开始很慢，后来却特别
快。”她的意思是说外国人特别直
接，对于谈恋爱这件事不藏着掖
着，喜欢你就直接表达出来，可以
很快进入状态；但对于结婚却特
别慎重，可能要谈很长时间的恋
爱，彼此充分了解之后，才会步入
婚姻的殿堂。而中国人呢，非常含
蓄内敛，谈个恋爱都得分一步、两
步、三步，层层递进、稳扎稳打，比
如两个人经人介绍认识之后，可
能先不见面，而是通过 QQ、微信
聊天，聊得有感觉了再见面约会；
可是一说到结婚呢，比谁都着急，
可能见不了几次面就开始讨论领
结婚证、办婚礼的事情。对于女嘉
宾的说法，男嘉宾的父亲不以为
然，不停地念叨：中国 13 亿人呢，
为什么要找外国人？！

一个小小的相亲节目，却能
反映出中外文化的差异，还能体
现出当下中国乡村青年的价值取

向和婚恋观念，真是非常有新意。于是笔者特意百度了一
下，这个节目名叫《乡约》，是央视唯一一档电视相亲节
目，主持人肖东坡被称为“第一农民之友”“央视第一电视
红娘”，他投身电视行业20多年，获得过“全国十佳电视节
目主持人”“中国电视 60年 60人”等多项殊荣。2014年，肖
东坡以及节目组经过深入调研，敏锐地发现：随着中央连
续多年一号文件涉及“三农”，农村城镇化的发展趋势正在
吸引一批批青年才俊返回乡村，在新农村的建设中实现自
身价值。于是他们紧密结合乡村实际，锐意创新，大胆改版

《乡约》，以农村男女青年相识交友为载体，展示当代农民
婚恋生活观念，并借此传达青年人在新农村成家立业、扎
根农村的价值取向。节目中的男女嘉宾虽然都是农民，但
是特别直爽、放得开，思想新潮、语言犀利，他们都在各自
的领域中表现出众、业绩骄人，靠着自己的打拼成为业界
翘楚：有上学时就赚上百万元回乡创业的经营奇才；有家
有万只珍禽的养殖大户；有16岁到少林拜师学艺的武林高
手，还有种养户、打工者、致富能手、个体工商户等。

2015年，《乡约》在劳动节、端午节假日期间先后推出
特别节目，观众纷纷点赞。本文开头提到的这期节目，更是
在网上引发热烈讨论。很多网友表示：咱们中国人在选择结
婚对象的时候，更关心的是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比如：你会
不会介意住在农村？你介不介意农民老妈的习惯？你愿不愿
意结婚之后马上生小孩？这是些跟“过日子”有关的细节问
题，比较理智；而外国人呢，可能更偏重于情感的诉求。

笔者认为，其实，这两种观念都有可取之处，婚姻，要
有情感作为基础，但是也离不开柴米油盐酱醋茶。如今，时
代在变，我们中国人的相亲观念，或者说整个婚恋观念，也
要与时俱进。尤其是青春年少的新青年，可以借鉴外国人
这种“浪漫思维”——快恋爱、慢结婚，若爱就大胆地说出
来，不用磨叽，两个人坦诚相待、彼此付出；但对待婚姻一
定要慎之又慎，要确定这个人就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的“对的人”才能把自己交给对方，并“将爱情进行到底”。
这样的婚姻才能长久，才是真正对彼此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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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在的电影
市 场 是 非 常 庞 大 的 ，
潜力无限，吸引了世
界各地的投资人和导
演都想来这里尝试一
下。作为香港人，我
更应该发挥自己的优
势，为华语电影做点
贡献。”说这话的许诚
毅可能以前很多人不
知道，即使他被视为
好莱坞动画“怪物史
莱克之父”，为好莱坞
创造了很多卖座的卡
通人物形象。但他执
导的 《捉妖记》 公映
后，许诚毅的名字肯
定会在中国内地的年轻人中间广为人知。

《捉妖记》 最值得肯定的是导演将喜剧和奇幻结合起
来，在近年青春题材泛滥的国产市场中突出重围。该片故
事来源于《山海经》中的一个古老传说，讲述了白百何所饰演
的二钱天师，与井柏然饰演的忠厚老实，只想烹饪、缝衣的青
年，一起捉妖、护妖的故事。拥有12年“梦工厂”怪物制作经验
的许诚毅，此次所构建的妖魔世界庞杂纷繁，节奏快，格调轻
松幽默，所以电影的点映口碑一路走高。

影片赢得了很多“太有创意”的称赞。知名导演乌尔
善看完电影后评价 《捉妖记》 是一部“很可爱的电影”，

“动画角色和真人电影结合能产生互动，能做感情交流，有
默契，你会被他们的所有表演和动作感动。”

纪录电影和电视纪录片不一样

据悉，最近一段时间，一批国产纪
录电影纷纷准备上院线放映，如雷禾文
化传媒拍摄、以嫦娥奔月等民族文化为
背景的 《月亮》，五星传奇文化传媒等
单位拍摄、同名电视纪录片今春播出后
在海内外引起轰动的青藏高原题材的

《第三极》，以及中央新影集团为庆祝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出品的《代
号保尔》 和 《日本战犯忏悔录》 等。此
外，央视一些纪录片人也正在操作和筹
备几个项目。这应该还不是冰山的全
部。近年来，随着中国电影的高速发展
和电视纪录片的巨大进步，愈来愈多的
业内人士看到了纪录电影发展和突破的
可能性，正在行动起来。

据 《中 国 纪 录 片 发 展 研 究 报 告
（2015）》 课题组负责人、北京师范大
学纪录片研究中心主任张同道介绍，
2014年，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
局电影局颁发公映许可证的纪录影片有
24 部，超过 2013 年的 18 部和 2012 年的
15 部。2014 年，院线放映纪录片 7 部，
总票房为1815.98万元。但是，中国电影
市场 2014 年总票房直指 300 亿元，纪录

电影可谓贡献甚微。以大型真人秀 《超
级男声》 为题材的纪录电影 《我就是
我》 采用商业电影宣发策略，并且前期
众筹获得 500 万元票房，却最终止步于
670万元门槛。《乡村里的中国》获奖无
数，口碑如潮却无缘电影院，《金色时
光》《飞鱼秀》《报国之路》 等影片也尝
试登陆院线，并开展了一定的市场推
广，但票房和传播力却不尽如人意。

“试图接近纪录影视作品本性、尝试通
过商业化运作实现市场突围的作品逐年
增加，但真正有市场竞争力的作品仍然
不多。”他说。

对于目前这批将走上院线的纪录电
影，张同道认为制作者的热情也是高于
理性判断的。他指出，在当下的中国电
影市场，一部电影最保守的宣发费用是
500万到 800万元，大片甚至需要 800万
到1000万元，很多片子的发行和制作费
用持平。对于投资一二百万元起步的纪
录电影来说，这么高的宣发费用是望尘
莫及的。

张同道认为，纪录电影和电视纪录
片有本质的不同，电影院是个封闭系
统，在电影院里，观众不会看了前头两
三分钟就走，但一定是在去影院之前有
足够的议题，吸引观众花钱去看片。电
视纪录片是在开放空间观看的，如果不
好看，观众会马上换台，这决定了电视
的叙事节奏要比电影快，包袱的密度要
比电影强，要有喋喋不休的信息，时刻
拉住观众。所以，“不是在电视上放得
好的纪录片，搁电影院里效果也就一定
好。”

纪录片上院线方方面面都谨慎

今年 4 月下旬北京国际电影节纪录
片高峰论坛上，有嘉宾兴奋地谈到，4K
超高清拍摄的 《第三极》 电影版，马上
会在大银幕公映。但是两个多月过去
了，没有好消息传来。日前接受记者采
访时，《第三极》 导演曾海若明确表
示，“ 《第三极》 的院线发行本质上还
没有什么眉目，我们正在准备发行中，

是一种等待观望的状态。”他说，“走进
院线不是难事，电影版的手续、程序都
走完了，但是让它在院线上获得在电视
上一样的轰动效应，现在看是比较难
的。”他认为有如下原因：观众还并不
习惯花钱去看纪录片，还需要培养观
众；纪录片想要上院线，还需要一些技
巧，比如 《第三极》 毕竟最初定位是电
视纪录片，比较重视电视和网络的发
行，没有那么重视它的电影发行，所
以，电影放在了电视播出以后好几个月
才开始，“如果将电视版和电影版衔接
好，可能效果更好”。

“纪录片要想进院线，必须具备话
题性和视觉奇观这两个必备条件。”张
同道认为，日前公映的 《旋风九日》 应
该获得更理想的票房，但它的目标观众
基本没进电影院，“现在电影的主流观
众才20多岁，这个片子的目标观众应该
是感恩邓小平、感恩中美建交的上世纪
50年代、60年代的人，或者第一批大学
生，但这批人基本不是电影观众。”

曾海若认为，正是因为近年来在院
线放映的纪录片只有法国雅克·贝汉的

《海洋》获得了成功，其他像《旋风九日》
《千锤百炼》等都没有特别好的结果，所
以对其他纪录片上院线有负面影响。

无独有偶，在纪录片教学科研与拍
摄制作两手都抓两手都硬的张同道手
里，目前也有一部去年完成并且已经拿
到龙标却暂时没有上院线的纪录片，“没
有合适的机会，也没有宣发的费用，如果
随便就上院线，肯定是‘一日游’。”

曾海若说，院线和发行方看到 《第
三极》 电影版都表示很喜欢，但没有人
能清楚地预料这样一个片子投入院线以
后会怎样，所以对于这部纪录片的发
行，他们还是非常慎重。

纪录电影的理想市场依然遥远

现在，很多国产纪录片像 《第三
极》 一样，拥有电视版和电影版两个版
本。曾海若介绍，《第三极》 电视版每
集 45 分钟，共 5 集，电影版为 82 分钟。

再比如2009年播出的张同道执导的电视
纪录片《成长的秘密》有18集，每集45
分钟；电影版名为 《小人国》，片长也
是 82 分钟。其实，《海洋》 也有电视和
电影两个版本。在韩国，电视台与影院
之间互动密切，电视台播出的受欢迎的
纪录片便会剪辑电影版在影院上映，而
影院取得高票房的影片，电视台则会收
购版权，韩国2014年入围票榜前十位的
影片中，有 3 部影片是在电视上播放并
受到关注后在影院再次获得成功的。

张同道指出，套拍在当前形势下，
主要是为了稀释投资成本，因为只需要
在拍摄电视纪录片的成本上增加大约
30%，就可以剪出一部纪录电影，而纪
录电影不但可能上院线，还可以卖电影
版的电视版权，这对于一个成熟的导演
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美国每年有 100 多部纪录片上院
线，韩国 2009 年的 《牛铃之声》 有约
290 万观众，2014 年的 《亲爱的，别过
河》 吸引了约 500 万观众，台湾的 《看
见台湾》 在票房和人文深度方面大放光
彩。对此，我们有什么可借鉴的？

曾海若说，简单的借鉴其实是没有
用的，“我们学不了，也学不成，最重要的
还是去拍电影化的纪录片，不断进行总
结和改进。我觉得如果《第三极》最先开
始就设定为商业化的、很奇观的纪录电
影，也许比现在要好。”记者请他给出一
个国产纪录电影开始盈利的时间点，他
非常乐观地说：“一两年内就会有在院线
至少可以持平的、不赔钱的纪录电影。”

但张同道认为，这些年纪录片发展
态势良好，但前路依然充满挑战，不能单
纯地乐观，“因为从根本上讲，只有纪录
片平台和电影发行放映机构能赚钱，生
产方是赚不了钱的，生产方只能赚制作
费。拿电视纪录片来说，专业频道收购
好片子，也就几千至万把块钱一集，央
视纪录频道收购最高价是 50 分钟 5 万
元，可是 5 万元收购的档次最高的片
子，制作费至少要一集 100 万至 150 万
元，非首播和地方频道的收购价低至 5
万元的一半以下。所以，纪录片的理想的
市场依然遥远。”

黄沙漫天，硝烟弥漫，眼前是一
场恶战之后的惨烈场面。彭德怀 （陶
泽如饰演）、左权 （刘之冰饰演） 成日
军心头大患，大战一触即发……抗日
青年姚尚武 （印小天饰演） 在战壕中
发出振聋发聩的喊声，爱国将领张自
忠 （邓超饰演），一身戎装，目光坚毅
注视前方，誓与阵地共存亡的英雄气
概呼之欲出……

日前，《百团大战》发布先导预告
片和“热血来袭”系列先导海报。为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由八一电影制片
厂、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紫
禁城影业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中联华
盟文化传媒投资有限公司出品的重大
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百团大战》已拍摄
完成，将于9月1日在国内公映。影片汇
集了唐国强、王伍福、陶泽如、刘之冰、
印小天、吴越、邓超等数十位知名演员，
再现了抗战时期的重要战役——百团
大战。发布会上还宣布启动“百城百家
全国影院大型互动体验活动”的影院招
募。同时还启动了“百城万人爱国留言”
签名活动。

该片由宁海强、张玉中执导，编剧则是《建国大业》《建党
伟业》的主笔董哲以及著名编剧刘英学。

八一电影制片厂政委张方军表示：“受中共中央和国家新闻
出 版 广 电 总 局 委
托，八一厂在今年
年初领受了《百团
大战》拍摄任务，我
们 摄 制 组 转 战 南
北，可以说是风餐
露宿，主要演员克
服重重困难，在银
幕 上 塑 造 了 一 个
个饱满形象，用两
个 多 月 时 间 完成
了全部外景拍摄。
目前影片已经进入
后期制作阶段，从
样片看非常优秀，
通过后期我们再打
磨加工，相信能给
全国 广 大 观 众 一
部现场规模宏大，
场面震撼，令人荡
气回肠的力作。”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
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每当这首 《义勇
军进行曲》 响起的时候，每个中国人都会油然
而生一种自豪感。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70周年，也是我国国歌诞生80周年，国歌其
实是一部老电影的主题曲，却并非尽人皆知。

1935 年 5 月 24 日，上海金城大戏院热闹非
凡，这是因为以宣传抗日救亡为主题，由著名
电影艺术家田汉、夏衍、许幸之为编剧导演，
上海电通影片公司拍摄的 《风云儿女》 即将上
映，这是一部反映抗日救亡的电影，表达了当
时国人不甘做亡国奴、坚决反抗日本侵略者的
决心。随着该片在全国各地的热映，其主题歌

《义勇军进行曲》以其激昂向上的曲调，在当时
成为传唱度极高的歌曲。

1934 年，上海电通公司为了支援抗日救
亡，聘请田汉写了一个文学剧本，田汉先交了
个剧本梗概，写在旧式十行红格纸上，约十余
页，名叫 《凤凰的再生》，就在影片筹拍之时，
田汉被反动当局以“宣传赤化”的罪名逮捕，
电通公司为了尽快开拍，决定请孙师毅把田汉
的文学剧本改写成电影剧本，孙师毅征得田汉
的同意，将影片改名为《风云儿女》。电影的主
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田汉就写在稿纸最后一
页，刚写完两节他就被捕了。

该片的导演许幸之曾经回忆说：1935 年 2
月，当他接手《风云儿女》的拍摄时，手头拿到的

电影剧本中有关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
部分都是空白的。但不久，去监狱里探监的同志
辗转带来了田汉在狱中写在香烟盒包装纸背面
的一段歌词，这就是《义勇军进行曲》的原始手
稿。当时，聂耳正准备去日本避难，得知影片《风
云儿女》有首主题歌要写，主动向孙师毅、许辛之
要求，把谱曲的任务交给他，并表示到日本以后，
尽快寄回歌稿，决不会耽误影片的摄制。为了使

《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调和节奏更加有力，聂耳和
孙师毅商量，对歌词作了3处修改：第一处是在歌
词开头将“起来”与“不愿……”完全分开，又在句
末加上了休止符以作强调；第二处是将原歌词第
六句“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修改成“冒着敌
人的炮火前进”，并在句尾也加上了休止符；第三
处是在原歌词第七句“前进！前进！前进！”后再
增加了一个“进”。

据上海国歌展示馆工作人员介绍，在电影
《风云儿女》前期拍摄完成以后，田汉的主题歌歌
词并没有确定歌名，而聂耳从日本寄回来的歌词
谱曲的名称只写了3个字“进行曲”。《风云儿女》
的主题歌歌词和“进行曲”两个名称如何成为一
个名字呢？作为电影《风云儿女》投资人的朱庆澜
将军，画龙点睛地在“进行曲”3个字前面加上了

“义勇军”，《风云儿女》主题歌的歌名就成了《义
勇军进行曲》。最后，由贺绿汀请当时在上海百代
唱片公司担任乐队指挥的苏联作曲家阿龙·阿甫
夏洛莫夫配器，并将《义勇军进行曲》灌成唱片公
开发行。1936 年，被迫流亡国外的刘良模把这首
歌带到了美国。著名黑人歌王保罗·罗伯逊最早
在美国演唱了这首歌，并录制唱片，将它改名为

《起来》。从此，《义勇军进行曲》也在国外唱响了。
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中，《义勇军进行曲》以激昂向
上的曲调激励了世界各国人民。

1949 年 9 月 27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以 《义勇军进行曲》 为代
国歌。后经历歌词修改、恢复，最终于 2004年
3 月 14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
将 《义勇军进行曲》 作
为国歌写入 《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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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艺润

热
血
打
造
民
族
魂

吴
景
晶

《
风
云
儿
女
》
剧
照
：
袁
牧
之
（
左
）
、

王
人
美
分
饰
男
女
主
角

《
风
云
儿
女
》
剧
照
：
袁
牧
之
（
左
）
、

王
人
美
分
饰
男
女
主
角

《第三极》剧照

《
小
人
国
》
海
报

主持人肖东坡和女嘉宾在节目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