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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这个时代最宏亮
的高频词汇，从政府报告、
学术论坛、企业规划到艺术
空间，一路激情四溢，释放
着 迷 人 的 表 情 。 一 项 新 技
术、新发明可能带来全然不
同的生活方式，甚至创造一
种产业。创新成为推动社会
发展蓬勃不息的核心动力。
然 而 ， 与 现 实 图 景 截 然 不
同，创新却并非大众文化的
宠 儿 ， 蹦 蹦 跳 跳 、 搂 搂 抱
抱、吵吵闹闹依然是荧屏主
角 。 即 便 模 样 深 沉 的 纪 录
片，也大多是历史文化、自
然 地 理 和 社 会 现 实 类 型 居
多，只有科教片会介绍一些
科技常识。最近，央视纪录
频道播出的 《创新中国》 带
给我们一丝新鲜气息。

《创新中国》以“信息、能
源、制造、生命、空海、潮起”为
核心词，讲述近年来中国的科
技创新：城市大脑，光量子计
算机，无人驾驶汽车，干细胞
技术，脊髓修复，光伏发电，摩
擦发电，蚊子胚胎技术，快递
无人机……这些技术有些已
经成功投入使用，有的还在实
验阶段。毫无疑问，这些新技
术与生活息息相关，甚至将改
写我们的生活方式。不妨顺
着影片的思路放飞遐想：假
如摩擦发电技术实验成功，
我们就再也不用担心随身电
器的电量，因为人人都是发
电机；假如核聚变发电实验成
功，我们就再也不用担心雾
霾，因为清洁能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假如无人驾驶
汽车实验成功，城市大脑进入运转，我们就再也不用
担心城市拥堵和交通事故，所有交通问题都交给电
脑操控……纪录片不仅展示了正在进行中的科技发
明与实验，也瞻望了未来生活的崭新图景。

创新的核心力量是人。《创新中国》既聚焦前沿
科技创新，又充满人文关怀。科技创新的主体是
人，科技创新的目的是为了人的幸福生活。阿里云
创始人、城市大脑设计者王坚历经质疑终于成功后
在年会上失声痛哭；快递员陶文斌通过无人机考
试，勇敢面对新岗位，流露出年轻的微笑；科学家
龚先祖主持的东方超环项目依然在实验中，他相信
再有两三代人就能成功。纪录片展示了一群有理
想、有智慧、有激情的面孔，他们年龄不同，形象
各异，却都充满对于科学的执着，对于未来的渴
望。也许，这里没有明星脸的俊俏与妖娆，但正是
这些面孔构成了这个时代最坚毅、最庄严的表情。

科技高深玄奥，往往无法用视听语言表现；科
技工作者沉稳内敛，往往不擅长夸夸其谈。《创新中
国》透过纷繁杂乱的表象，捕捉到具有象征意义的时
代表情。它尽力选取人物进行故事化讲述，采用动画
让观众明白科技原理，而且采取人工智能方式，采集
已故艺术家李易的声音为纪录片配音，具有鲜明的
思想价值与美学特色。

科学纪录片是一种重要的节目类型，它不仅传
播科学知识，也启发面向未来的开放思维，在国际
市场上颇受欢迎。近年来，中国纪录片发展迅猛，
但科学纪录片发育较慢。《创新中国》是一次成功的
尝试，但我希望还有更多的持续。

学霸何以为学霸？学霸究竟是
如何炼成的？江苏卫视《最强大脑》
第四季《最强大脑之燃烧吧大脑》已播
出数期，节目召集百名学霸齐聚一堂
展开脑力对决，争夺进入“中国梦之
队”机会，和国际战队一较高下。

空旷的演播厅，整齐的考桌，
飞速变化的计时器，扬声器里剩余
名额的报幕……这是节目里反复上
演的一幕，所有人都能感受到屏幕
传递出的紧张感。首轮比赛项目是

“数字华容道”，几分钟的时间内，
20 名才子就被淘汰。节目中的学霸
群体状态非常真实：他们也会紧张
到手心冒汗，手指颤抖；他们也有
张口结舌、答不上来的时候。他们
就是观众身边的“考试大神”，但也
是电视节目中的“素人”。

以往，“看得懂题”是观众看《最
强大脑》的乐趣之一。新一季节目改
走“高端”路线，请科学顾问团从观察

力、空间力、推理力、创造力、计算力和记忆力6个方面设
置考题，难度显著增加。2017年高考陕西理科第一、现
为清华大学学生的郑书豪，两轮考验惊险过关；但同济
大学建筑博士王春彧，第一轮就被意外淘汰。

由此可见，《最强大脑之燃烧吧大脑》在呈现脑力
之外，通过全新的赛制激励出学霸们面对困难、处理
突发的抗压和应变能力，他们必须竭尽智慧、自信和坚
强，才能赢得属于自己的荣耀。“少年强则中国强”的内
涵，不应只有“我们的少年多么强”这一层简单呈现，展
示少年们从强走到最强的每一步、每一次成长蜕变，才
是新一季《最强大脑》节目的价值追求。

1月23日至3月4日，中华家风文化主题展在中华世纪坛
对公众免费开放。

展览由中华世纪坛艺术馆、中国民族博物馆等单位合作
呈现，通过 60组家庭的图文介绍、136件组实物及 14组视频影
像内容，呈现各类型海内外华人家庭的家教、家风故事，展
示中华家风的生命力、凝聚力及时代风采。启功与章宝琛夫
妇伉俪情深的故事，宋云亮与胡玉华夫妇的战地情书，摄影
师林添福镜头下携手走过半个世纪的老人们，五世同堂的家
庭照片，客家人家训家风的牌匾和泥塑，广东开平司徒家族
的传奇故事等，都让观众流连驻足，细细品味。 （贾 鸣）

第一届金树国际纪录片节 （以下简称金树节） 于
2016 年 10 月 15 日到 18 日举办，共有 37 个国家的 387
部作品参加角逐；第二届于2017年9月6日到9月9日
举办，共有92个国家的1017部纪录片报名参赛；第三
届将于2018年9月19日开始举办，截至2018年1月中
旬，已有来自 115 个国家和地区的 1954 部作品参赛，
报名截止日期是3月31日，参与的国家与地区以及纪
录片数量目前正在持续上升……

值得指出的是，金树节的主办方是一家中国民营公
司，举办地并非中国本土，而是德国法兰克福。

金树节惊人的发展速度和在海外的成功举办，引
起我国政府主管部门、业界专家学者和媒体人的关
注，被称为“金树现象”。

连接欧洲和崛起的中国

据金树节组委会主席王立滨介绍，这个纪录片节
缘起于2011年，当时德国和法国的专业人士非常希望
中国人能做一个纪录片节，把欧洲和崛起的中国连接
起来。王立滨说，她在与德国及欧洲进行商务往来的
时候，由于文化的不同带给她很多困难，也产生了很
多误解。“我在努力寻找不同的文化密码，世界各国的
纪录片给予我很大帮助，让我强烈地意识到纪录片对
人们了解未知的文明并客观地看待其他文化时所起到
的巨大作用。我们渴望通过纪录片将每个文化文明的
根源记录下来，再通过媒介传播出去，这样就诞生了
金树国际纪录片节。”

经过王立滨等人多年调研、筹备，2016 年秋起，
金树节开始每年在德国法兰克福举办。第一届金树节
的主题是“人与大自然”，副标题是眼光与文化之根。
6部获奖作品、7场主题论坛吸引了超过万人参与观影
和各项活动。纪录片节上也达成了多项中外纪录片版
权交易和合作意向。

第二届金树节的国际化程度更高，片源国更广泛，
国际专业权威人士热情高涨，思想性与学术性都得到了
海内外业界的进一步认可，举办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
在此届金树节担任评委的中国传媒大学电视节目研究
所所长、教授张雅欣说，论坛的主办方把哲学家、人类学
家、南非原住民都请到了论坛上，气氛热烈，“不同领域
的人之间发生思想碰撞，让大家感到很新鲜又很兴奋”。

两届金树节受到了海内外纪录片界权威人士、新
闻媒体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先后有来自世界各地
的数百家主流媒体到法兰克福进行了报道。金树节终
评委主席、德国纪录片协会主席托马斯表示，“中国朋
友在法兰克福举办国际纪录片节意义非凡，金树节进
一步提高了法兰克福的国际化程度”。德国的一家报纸
说：“金树国际纪录片节是首个由中国人在西方举办的
国际纪录片节，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的文化自信。中
国民营企业的壮举具有很强的国际性、专业性。”

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宣传管理处副调研员张形
九说，金树节就是中国纪录片走出去的金桥，不仅可
以利用海外发声渠道，让中国纪录片进入更多的海外

播出平台，让更多的海外观众了解中国文化，也能让
我们在国际合作中学习到先进的节目制作技术和项目
运营管理模式，促进中国纪录片行业素质提升。

中国纪录片自己造船出海

很多专家指出，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的、立体
的、全面的中国，纪录片是最好的方式之一。相比故
事片，纪录片在国际上的节庆活动还不够多。提早布
局，有助于优质的中国纪录片走向世界。北京大学新
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俞虹认为，纪录片的纪实性、音像的双通道、真
实的多种风格以及题材触角的广泛性，对于全世界各国
人民了解中国，是一个最好的窗口。各个国家、不同肤
色的艺术家以共同命题去创作，在一个平台上共同参
与，我们中国的作品跟世界各国的作品一起打包“走出
去”，“这种传播几乎是无门槛的，接受度也会更高”。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所副所
长、研究员朱新梅指出，近一两年来，中国纪录片产业投
资和产业规模都在增长，但从“走出去”的情况来看，
2016年影视产品（不包括电影）“走出去”的规模是 1.24
亿美元，其中电视剧6462万美元，占比超过50%，纪录片

“走出去”据不完全统计为108万美元，只占整个影视类
产品 0.88%。未来随着中国纪录片产业的进一步扩大
和质量不断提高，非常需要像金树节这样的国际性的纪
录片节带动中国纪录片“走出去”。更值得指出的是，
目前国产纪录片在亚洲地区的出口占整个出口份额的

86.54%，而金树节是在欧洲核心主流国家举办，对中国
纪录片“走出去”非常有必要、有价值。

朱新梅把我们的纪录片借别国的节展“走出去”
叫做“借船出海”；现在是我们自己在国际上办节展，
把我们的优秀作品带出去，吸引很多国家和地区来参
与，是“造船出海”，“下一步，还要思考我们出去的船怎
样再回来，为我们自己服务，要有一个好的路径。”她说。

推动纪录片产业链开发

即将于 2018年 9月举办的第三届金树节的主题是
“文化之根与未来”。据悉，第三届金树节将打造联合
制作会客厅，为中外纪录片采购方、电视台、代理机
构、协会组织、导演、制片人、制作团队等提供广泛
的交流机会，促进艺术和商业领域的合作，推进纪录
片产业发展。金树节将由44位专业评审团队组成评审
团，评出9个奖项，比前两届有所增加。

据悉，下一步金树国际纪录片节组委会还将建立
常态化纪录片人才和片源储备库，拓展纪录片国际营
销网络，搭建国际纪录片版权交易平台和文化贸易平
台，与线下每年举办一届的金树节互为犄角，既在这
个平台上讲好中国故事，又通过版权交易促进文化贸
易，推动纪录片全产业链开发。

第二届金树节预选委员会成员马塞洛·福塔雷萨·弗
洛雷斯说：“金树节让我们分享了很多，同时我们也意识
到应怎样加强合作。无论大家学到了什么，都将是我们
的财富，带上它们，将帮助我们去沟通，去改变世界。”

中华家风文化主题展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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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刘晓春（中）是鄂伦春族第一位博士，正在讲述家族故事

《创新中国》剧照：我国科技人员在制作超薄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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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公司

架设纪录片国际交流金桥
□本报记者 苗 春

当地时间 1 月 17 日，由杭州文化创意产业研究
中心主办、希中文化教育交流中心承办、杭州玛雅
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作为执行单位举办的“杭州传
统文化 《匠心传承在希腊》 交流活动”在希腊雅典
举行。

玛雅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希文化教
育交流中心主席应秋琳首先介绍了因为此次活动专
程邀请来到希腊的3位非遗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屠
燕治、黄小建、闻士善和“葳芸手工旗袍”的传承人叶
丽英。

应秋琳说，作为“中希文化交流与文化合作
年”中的一项活动，杭州市政府和中国驻希腊大使
邹肖力对此都给与了高度重视，邹肖力大使还特别
提议将此次活动放到希腊雅典的侨区举办。

出席活动的中国驻希腊使馆政务参赞高文棋
说，两所中文学校的孩子们、当地侨胞和北京外国
语大学希腊语专业的学生们今天参加到这一活动
中，让这一活动具有了更深层次的意义：这样的古老
技艺的展示，这样面对面、老对幼、手把手的传承，更
关系着更多的时空，关系着连绵世代以后更为深远广
阔的未来。

活动还邀请了雅典多所华文学校的师生们参
加。雅典中文学校、希腊华侨中文学校、鸿龙汉

语、华欣教育、雅典唯米街舞中心等华文学校和文
化机构负责人纷纷登台发言。他们一致表示：今天
举办的这一活动为侨区子女提供了一个“寻根”的
机会，也为华文教师提供了一次近距离学习中国传
统文化的机缘。

油纸伞是中国传统日用工艺品之一，是起源于
中国的一种纸质或布制伞，也是大众对江南的印象
之一。雕版印刷在印刷史上有“活化石”之称，也
是最早在中国出现的印刷形式。全形拓——以墨拓
为主，结合了绘画的透视技巧、剪纸拼贴，又从照
相和西方素描的角度来观察和表现青铜器物，运用
透视的原理，以浓淡墨色变化将青铜器物的立体形
象完整地传拓在纸上。在各类传拓技法中，全形拓
的难度最大，因此历来擅长此拓法者可谓凤毛麟角。

全形拓、雕版印刷、油纸伞，是屠燕治、黄小
建、闻士善3位传承大师的绝活，孩子们走上前去，
用他们稚嫩的小手紧紧地牵着3位传统艺术大师的大
手。祖孙老幼两代人执手相牵，构成了中国传统的
甲骨文中的传承的“承”字，也让这样一个以“文
化传承”为关键词的活动在两代人的身上获得了极
具象征性的绵延迢递。

“渺有神焉，凌波翩翩，立而望之，思归冥冥……”
“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髣髴
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杭州葳芸
实业有限公司贵宾模特队的中国旗袍走秀，让今夜
的希腊雅典，连接起了建安风骨、盛唐雍容的古典
时空。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看得见的事物，是看
不见的事物投下的影子。”在3位传统艺术大师粗砺
沧桑的大手之上，是无数世代经年积累的“看不
见”的传统，而这“看不见”的事物，是将为这个

“看得见的世界”创造无穷无尽财富的珍贵的活水来
源。

孩子们稚嫩、敏感的小手紧紧拉着老爷爷沾满
墨汁、浆糊和油纸香味的粗砺大手，这是无比动人
的珍贵时刻：这些远在异国他乡的中华民族新一代
人，他们也许终生都不会忘记自己触摸的这3双长满
老茧的大手，也许需要他们一生的时间，才能逐渐
明了和完全感受今天在这里所经历的一切……

爱琴海畔传承中华文化
□蔡 玲 吴佳丽

杭州葳芸实业有限公司贵宾模特队中国旗袍秀

2017年9月，在德国法兰克福举办的第二届金树国际纪录片节上，中外人士手牵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