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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导演古兹曼曾说：“一个国家没
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如果
说纪录片是国家相册，那么文学纪录片就
是相册中记忆最久远的那张。

纪录片兼具审美和教化的双重功能，
不同历史时期在功能上的偏重也有所不
同。中国纪录片的发展经历了政治化、人
文化、市场化几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
之前，中国纪录片的形式多为政论片、教
育片、专题片，文学纪录片多属于科教片
范畴。这一时期的文学纪录片以教育性
为导向，向公众普及社科知识，承担公益
职责。“文献”成为90年代文学纪录片的
主要词根。文献式的文学纪录片离不开

“证据考古”。对作家生平和作品的阐释，
依赖各种资料文献，诸如作品、照片、书
信、札记、故居、景标、实物、影像等。内容
上，以文献为主的文学纪录片多以作家生
平为主线，从繁冗的历史碎片中理出清晰
脉络，钩沉历史。形式上，这种纪录片以
解说旁白为主，辅以研究者、亲历者、见证
人等口述片段，全方位多角度地透视作家
生平，为纪录片的真实性提供更多佐证。

上海电影制片厂曾推出鲁迅题材纪录片，如唐弢编剧、黄佐临
执导的《鲁迅生平》（1956）和石一歌编剧、傅敬恭导演的《鲁迅战
斗的一生》（1976）。后者将鲁迅的形象战士化，开篇便以字幕的
形式引入毛泽东的评价：“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
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
民族英雄。”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学纪录片也逐渐淡化政治性，开始
以文学性为中心，回归文学本身。纪录片《鲁迅之路》（余纪导演，
1999）运用大量的历史资料、文学作品、实地故居、美术作品等来
展示鲁迅的文学功绩。电影开篇出现了长城、黄河等风景镜头，将
鲁迅推到象征性高度。

2000年之后，文学纪录片开始以人文性为导向，在内容和形
式上呈现出更加多元的样貌。第一类是文学家的历史人文纪录
片，这类纪录片延续文献片的制作模式，制作宏大，影像语言考究，
是传统文献纪录片的升级版。中央电视台推出的8集纪录片《先
生鲁迅》（2011）中，采访了来自日本、美国和国内的近20位中外
学者，生成了多元的鲁迅形象。鲁迅不再是横眉冷对的革命者形
象，而变成一个文学的先锋者、生活的怀疑者、学术的勉励者，展现
了一个更为多元立体的鲁迅形象。此类纪录片还有《老舍
传》（2011）、《苏东坡》（2015）等。《苏东坡》不仅呈现了“文学家”苏
东坡的形象，也讲述了仕途、书法、美食、情感维度下的苏东坡。中
央电视台摄制组远赴黄州、罗田、麻城、眉山、杭州、武穴、雷州等
地，串联出苏东坡的人生地理，成功地将文学形象转译成影像形
象，塑造出一个正直、豁达、勤政、多才的苏东坡形象。还有20集
文化专题片《徐志摩》（2013），在电视剧《人间四月天》的剪辑基础
上，重新讲述了徐志摩的人生经历。

第二类是有特定主题的文化专题片，这类纪录片多由电视新
闻栏目出品。如央视制作的《吴承恩与二郎神》（2011），考察了小
说《西游记》里二郎神的人物原型，论证吴承恩与江苏灌南地区的
文化渊源。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央视新闻栏目《面
对面》做了一期专访《莫言：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该片也是文
学人物纪录片的一种，通过采访回顾了莫言的文学创作之路，讲述
了他获奖之后的幸福和压力。2012年，央视拍摄了人物纪录片
《美丽乡愁》，该片以“乡愁”为主题，讲述了几位客居异乡的名人的
故事，包括余光中、席慕蓉、沈君山、庄奴、林怀民。此类纪录片，还
有《跟着唐诗去旅行》（2019）等。

第三类是“故事化”的文学纪录片。这类纪录片采用剧情片的
创作模式，以作家为人物中心，用通俗易懂的形式给大众讲故事。
这类纪录片讲究悬念设置，情节上一波三折。湖北卫视的《大揭
秘》是一档历史人文记录类栏目，该栏目以“讲述式揭秘”为视角去
看待文学人物、文学事件。自2012年开播以来，《大揭秘》讲述了
茅盾、老舍、沈从文、钱锺书等文学家的故事。讲述老舍和沈从文
时，该片沿用了同样的叙事路径——先描述作家青年时代如何困
窘，尔后又如何自强励志，遇见文学伯乐，在文学之路上成功逆
袭。《文学大师沈从文》这期栏目以悬念包装故事，将沈从文的一生
情节化、疑窦化：“他只是小学毕业却登上大学的讲台”，“出身军人
世家，却喜欢文学”，“学历尚浅，求学无门，是怎样的契机让他成为
文坛巨匠？”这一系列栏目中，胡适是沈从文的伯乐，宗月大师是老
舍的伯乐，罗家伦是钱锺书的伯乐……通过主持人的解密释疑，故
事赋上了传奇色彩。

第四类是互动式文学纪录片。传统纪录片单向输出，观众处
于被动观看地位。互动式纪录片是新媒介的产物，注重用户体验，

强调文学本身的参与性。通过动态叙事，互动式纪录片实现了文
本、作品、世界、读者四者的交互。2011年至2015年间，中国台湾
拍摄的系列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迅速走红，该片讲述六位台
湾作家的写作历程，包括《化城再来人》（周梦蝶）、《逍遥游》（余光
中）、《如雾起时》（郑愁予）、《朝向一首诗的完成》（杨牧）、《寻找背
海的人》（王文兴）、《两地》（林海音）。随后，中国大陆也出现了类
似的文学纪录片，包括《文学的故乡》（张同道导演，2018）、《一直
游到海水变蓝》（贾樟柯导演，2020），《文学的日常》（王圣志导演，
2020）。《文学的故乡》聚焦中国当代文学，讲述莫言、贾平凹、刘震
云、阿来、迟子建、毕飞宇的故事。《一直游到海水变蓝》通过作家贾
平凹、余华和梁鸿，带出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作家
成为时代的见证者。《文学的日常》走访了五位作家马原（云南）、马
家辉（香港）、小白（上海）、阿来（四川）、麦家（浙江）。该片在结构
上采用一部作品、一个作家、一位作家好友的固定模式，让作家与
小说里的角色在纪录片里相遇。比如，史航走访麦家在浙江富阳
的“理想谷”，见面时先让他从夏目漱石的两幅书法作品中选一
幅。麦家选了“风吹碧落浮云尽，月上东山玉一团”，放弃“木落又
添山一峰”。麦家的精神世界包围着孤独，所以他选了意境丰满而
显得“不孤独”的前者。片中，麦家朗读自己的作品《人生海海》里
的句子：“敌人都死光了，一个都不剩，我感到既光荣又孤独。孤独
是我的花园。”文学和日常就这样互相折射，这种互动能帮助观众
更加深刻、直观地把握作家和作品。

前四类文学纪录片多为电视台制作的系列节目或在电视平
台播出。新千年后，出现了文学纪录电影，部分电影走进了院
线。这类纪录电影有《诗人出差了》（2015）、《摇摇晃晃的人
间》（2016）、《我的诗篇》（2017）等，在视听语言和影像风格上也
向传统电影靠拢。虽然陆续走进了电影院线，但因受限于题材
内容，排片不足票房不高，成为“小众电影”。《诗人出差了》讲述
上海诗人在新疆的风流旅行记，诗歌成为全片结构的形式要素，
《3和7》《戈壁》《坎坷》等诗作营造出一种荒谬、落寞的氛围。《摇
摇晃晃的人间》片名取材于余秀华的同名诗集，该片透过余秀华
的成名之路，展现她的婚姻与疾病。女性、农民、诗人、病人，这
几种身份混杂在余秀华的日常生活中。《我的诗篇》是一部纪录
诗人打工的电影，该片拍摄了6位打工诗人：乌鸟鸟（叉车工）、邬
霞（缝纫工）、吉克阿优（充绒工）、陈年喜（爆破工）、老井（煤矿
工）、许立志（富士康流水线工人），电影以诗作为分章形式，以诗
的形式反思当代中国工人的命运。

阿尔都塞说：“意识形态首先是个人与生存处境的‘想象关
系’。”文学纪录片最好地见证了作者和时代的想象。新世纪以来，
中国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纪录片，这些纪录片迥异于商业电
影的叙事逻辑，为观众提供了“缓慢”美学。在加速前进的中国社
会，“慢”的意义不止在于停下来，它提醒人们重新回归到中国传统
文化的场域中来思考生命与意义，提醒人们别走得太快，要等一等
灵魂。2020年，BBC播出了纪录片《杜甫：最伟大的中国诗人》。
英国演员伊恩·麦克莱恩用英文朗诵了《壮游》《江南逢李龟年》《奉
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等杜甫经典诗作。虽然远隔重洋，英文翻译
也不尽如人意，但是依然能感受到杜诗焕发的魅力。文化是一个
国家的软实力，许多西方汉学家开始将目光投向中国，研究中国文
学，比如魏理、顾彬、柯雷、金介甫、宇文所安等，他们为世界了解中
国文学打开了一扇窗。图像传播时代，文学纪录片是提升中国文
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阵地，也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必然路径。

中国戏曲艺术生发于民间丰厚的文化
土壤，以百姓喜闻乐见的歌舞形式演绎历
史故事与人生百态，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
神血脉与情感家园。在数百年艺术实践不
断积累的同时，传统的古典戏曲理论伴随
着戏曲艺术的不断发展，积累下丰硕的理
论成果，形成了古典戏曲艺术的理论宝
库。但真正意义上系统而全面的针对戏曲
艺术进行的研究，则是在新中国成立之
后。这其中，“前海学派”是一个十分重要
的学术群体。

所谓“前海学派”，是指工作于中国戏
曲研究院（今中国艺术研究院前身），以张
庚、郭汉城先生为代表的一个戏曲研究群
体。自1951年成立以来，这个学术群体自
觉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运用理论联
系实际的研究方法，在充分继承戏曲艺术
深厚传统与古典戏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为实现戏曲理论研究从古典到现代的创造
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完成戏曲现代理
论体系的创新建构作出了重要贡献。

继承古典理论
开启戏曲研究新篇章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智慧与诗意美学精
神所共同孕育的艺术结晶，戏曲艺术中蕴含
的丰富多彩的声腔系统、类型鲜明的行当体
制、高度程式化的表演体系、充满写意精神
的舞台风格，以及自由的时空转换与调度方
式，汇聚成了中国戏曲艺术深厚的美学传
统，在中国传统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中具有独
特地位。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全国开
展的戏曲改革，对于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戏曲
艺术而言，其影响超越历史上任何一个时
期；其目的为的是解决好旧戏曲与新时代、
新的观众需求之间的矛盾；改革的焦点是如
何处理好戏曲的继承与创新的问题。

中国戏曲研究院是伴随着新中国的戏
曲事业共同成长起来的，她历史性地参与了
新中国戏曲改革与理论建设的宏阔事业，成为架通党和
政府与全国广大戏曲团体及从业者之间的重要桥梁。
研究院成立之初，梅兰芳任首任院长，程砚秋、周信芳、
张庚、罗合如、马少波、晏甬等人先后任副院长。舞台上
熠熠生辉的艺术家与书斋中孜孜不倦的理论家携手合
作，从文化格局上确立了这个群体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
原则。随着戏曲改革的不断深入，表演艺术家凭借自己
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针对继承与创新的关系问题，逐
渐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如梅兰芳提出的“移步不换
形”，程砚秋提出的“既熟悉又新鲜”等。对于理论家而
言，面对博大精深的戏曲传统和轰轰烈烈的“戏改”实
践，实现理论研究在观念方法上的继承与创新以适应新
时代下戏曲的变革与发展是非常关键的。

郭汉城先生在总结前海学派的特点时曾写到：
“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力求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戏曲的历史、戏曲的现
状；二、理论密切联系实际；三、发扬学术民主，尊重不
同的学术观点；四、重视学习，不断提高队伍的素质。”
前海学派的研究是从时代与戏曲、内容与形式的交互
作用中牢牢把握戏曲规律，运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
想，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在戏曲创造发展中的主导地
位。在研究方法上，前海学派突破古典戏曲研究，特
别是近代以来逐渐僵化的从文本到文本的书斋式研
究方法，打通案头与舞台的隔阂，实现了真正意义上
的理论联系实际。这是前海学派在历史的机遇下，在
张庚、郭汉城先生的带领下摸索出来的一条通往现代
戏曲研究的创新路径。

今年101岁的前海派学者萧晴先生，是研究程
派唱腔的大家。1955年至1958年，她跟随程砚秋
先生做记谱与整理工作，程先生在创腔方面所践行
的“守成法而不拘泥于成法，脱离成法而不悖乎成
法”的观点，对她的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对
程砚秋唱腔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萧晴提出了“声情
美永”的程派唱腔特征，成为后世评价程派演唱特
色的通用美学标准。1955年至1957年，受文化部
委托，中国戏曲研究院连续举办了三期戏曲演员讲
习会。前来接受培训的戏曲演员都是享誉一方的戏
曲名角：袁雪芬、红线女、常香玉、陈伯华、王秀兰、尹
曦等。除此之外，中国戏曲研究院还多次举办戏曲编
剧、导演、音乐戏曲史论的专业研究班、进修班、讲习
班，不断培训各地戏曲创作、研究人员，对传统戏曲从
业者迅速适应新中国文艺工作者的身份转化起到了

重要作用。通过这些讲习会和培训班，戏
曲研究院的学者也与各地的剧团、演员建
立起深厚的艺术友情。

走进剧场，观摩调研，是理论联系实际
的行动落脚点。近年出版的《张庚日记》中
记录了张庚先生的日常生活，无论白天工
作如何繁忙，晚上大部分时间他都会出现
在剧场里，中国戏曲、外国的歌舞、话剧、舞
剧等都是他观看的内容，每晚看戏所记下
的心得与评论，虽然寥寥数语却切中要
害。张庚先生在指导戏曲改革事业中所展
现出的高瞻远瞩的格局，以及他在组织《中
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通论》等大型集体
课题中所体现出的高屋建瓴的学术视野，
都源自他于大量舞台观摩中汲取的第一手
舞台体验。理论来源于实践并作用于实
践，唯有深刻领会其中的含义，戏曲理论研
究才具备鲜活的生命力，才能实现戏曲理
论在时代发展中的不断突破与创新。

紧跟时代脉搏
推动理论研究的创新发展
近年来，国家连续出台了一系列关于

推进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发展的重要文
件，特别是2015年《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
展的若干政策》的推出，为戏曲艺术的当代
发展提供了切实有力的政策保障。在戏曲
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今天的前海学人
紧扣时代脉搏，在充分继承前辈学术精神
与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注重观念方法的丰
富和资料路径的开拓，以推动学术研究在
新的历史机遇下的创新与发展。

其一，关注当下戏曲舞台中出现的具
有代表性的创作者、艺术团体与优秀剧目，
有针对性地展开研究与总结。如针对在现
代戏创作领域佳作不断的戏曲导演张曼
君，龚和德先生概括提炼了她风格鲜明的
导演手法：“她十分重视并善于运用民间音
乐、民间舞蹈、民间习俗来丰富地方戏曲。”

再有，对著名京剧作曲家朱绍玉创作规律与成就的关
注与探讨，将理论界对戏曲作曲与戏曲音乐的研究热
度提升到了新的高度。而在优秀剧目方面，滇剧《水莽
草》、苏剧《国鼎魂》、豫剧《焦裕禄》《重渡沟》、评剧《母
亲》《藏地彩虹》、沪剧《敦煌女儿》、京剧《红军故事》等，
都有前海学者撰文总结各自的艺术特色与成就。大量
的戏曲前沿评论文章，既显示着前海学人的学术敏感
性，也对当下戏曲创作实践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其二，对当前戏曲艺术发展中出现的难点与焦点
问题进行深度的学理分析。在戏曲艺术繁荣发展的
同时，戏曲艺术生态也出现了诸多令人担忧和值得反
思的问题，如戏曲行当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尤其是丑
行面临后继乏人的困境；武戏技艺水平下降，许多技
艺绝活面临失传的危机；创作题材过分集中，优秀喜
剧题材作品日渐稀少；现实题材创作如何解决生活真
实与艺术真实之间的矛盾问题等。这些禁锢困扰着
戏曲发展的棘手问题，前海学者从戏曲史学、戏曲美
学、文化生态、创作规律等多个角度，在学理与导向性
层面给予了充分研究，有些问题甚至引起了学术界的
争鸣与讨论。这些理论声音对保持戏曲艺术本质特
征不变的基础上实现有效的艺术创新具有重要价值。

其三，采用创新性研究方法实现前海学派学术精
神的活态传承。在当下的史学研究中，来自当事人口
头叙述、由采访者记录整理的口述历史，已经成为与
档案文献、实物图像互为印证、补充的治史方法与资
料来源。针对如今健在的80岁以上甚至百岁高龄的
前辈学者，如郭汉城、萧晴、傅晓航等，新一代前海学
者通过口述史记录的方式，将他们丰富的个人体验与
学术经历整合成前海学派历史发展的生动镜像，为后
来者感知理解前海学派精神，继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
将这种学术精神进行适时的转化与创新，提供了全新
的史料来源与研究路径。

前海学派的“前”，是走到戏曲舞台的前沿，理论
联系实际的超前意识和创新方法；前海学派的“派”，
是遵循共同的学术理念和超越小我的学术志向，凝心
聚气而成的学术传统。这是前海学派在历史的机遇
和前辈的奋斗中铸就的宝贵传统，也是前海学派在继
承丰厚戏曲遗产的基础上所实现的符合时代要求的
创新与发展。所谓有源有流，方能成“派”。今天的前
海学人，依然秉持着继承与创新并重的学术理念，关
注前沿、沉潜案头，在新时期戏曲研究中继续承担起
历史与时代赋予的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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