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4

2020回
顾
回
顾 纪录片纪录片：：纪实影像里的中国纪实影像里的中国

□□张同道张同道

责任编辑：许 莹 电话：（010）65389197 电子信箱：wybyszk@126.com 2021年1月20日 星期三影 视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邮政编码：100125 总编室电话/传真：（010）65003319 新闻部电话/传真：（010）65002492 宣传发行部电话：（010）65935482 广告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20170145号 零售每份1.50元 印刷：中国青年报社印刷厂

新年伊始，湖南卫视播出了开年大戏31集电视剧《江山
如此多娇》。此剧以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西十八洞村视察时提
出精准扶贫伟大战略为背景，旨在审美化、艺术化地为这令
近亿中国贫困农民脱贫的人间壮举画像、立传、明德。我有
幸先睹为快，受益匪浅。这是一部在同类题材作品中视点
新、开掘深、立意高、艺术美、制作精的优秀作品。

据说，此剧原名《湘西纪事》，后改为《江山如此多
娇》。那缘由乃是因为主创人员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
深刻领悟到创作这部作品不仅要记录下精准扶贫的生动
故事，更重要的是，要为这生动故事的创造者传神写貌，谱
写精神升华史。湘西风景从来秀美，这是自然使然；而江
山如此多娇，这“如此”二字，非同寻常，便是创造者使然，
使创造历史的人使然。显然，剧名的更换，深刻地透示出
主创者在为精准扶贫宏伟大业画像、立传、明德时的镜头，
更为精准地聚焦于人了。

果然，《江山如此多娇》在讲好湘西精准扶贫故事时，一
大特色便是自觉地聚焦于人，以人带事，而非以事托人。全
剧聚焦于扶贫干部濮泉生、沙鸥、赵磊和农民幺姑、田老八、
喜妹、电喇叭、麻迷糊、惹阿公、石排山、石咬金、向友亮……

以及乡村教师覃献文这些人物，他们在碗米溪村脱贫、艰难
创业中的心路历程和精神轨迹。观罢全剧，留给观众深刻印
象的不仅是发生在那里的“挪用扶贫亮化部分经费修建村小
的教室危房”“濮泉生二次受处分”“麻迷糊烤食扶贫小猪仔”

“山上山下争选村长”“喝血酒”“抢亲”“种桑养蚕”“尾矿库改
造”“办农机合作社”等一系列事件，更重要的是活跃于这些
事件中、并决定着这些事件发展走向的人的精神嬗变，是跃
然于荧屏的个性鲜明的扶贫先扶志、向着真善美的高远精神
境界攀登的人物形象。正如老一辈作家杜鹏程在总结他的

《保卫延安》等作品创作经验时所言，要抓住塑造人物这个牛
鼻子，让人牵着事走，而不要让事牵着人走。《江山如此多娇》
之所以在众多的同类题材影视作品中能够脱颖而出、艺高一
筹，其奥秘之一，正在于此。

奥秘之二，还在于编导对审美对象的把握上，较好地自

觉摒弃了二元对立、是此非彼、好走极端的单向创作思维，而
努力把生活和人物都当成整体，代之以新时代力倡的全面把
握、兼容整合、辩证系统的和谐创作思维。这是一种在哲学
层面上创作思维的根本性变革。荧屏上再现的碗米溪村的
脱贫生活实践，不是过滤过、净化过的，而是复杂的、浑沌的
且让人深思的。碗米溪村的人，不是非好即坏的单面人，而
是优缺点兼容的复合人。就拿麻迷糊来说，他决不像某些同
类题材中被简单化地定位为好吃懒做、争当贫困户的“累赘”
形象，他虽有毛病，但心底还存有对田惠母女的执著的怜爱
和善心，他最终的灵魂嬗变既出人意料而又在情理之中。至
于对主要人物濮泉生和沙鸥的形象刻画，更是颇具匠心。濮
泉生作为省委组织部选调培养的青年干部，继承父亲遗志，
满腔热情，投身扶贫，其志可嘉，其情可敬；但性格上似有欠
缺，政治上尚未成熟，不然，他何能违纪挪用“亮化扶贫专

款”？他何能几乎要扇蛮不讲理的田老八耳光？他正是在奋
进与挫折中成长的青年，所以血肉丰满，真实鲜活。沙鸥作
为电视台记者，由一篇报道与碗米溪村结下不解之缘，放弃
被提拔为融媒体部门副主任的机会，由扶贫队干部干到队
长、再到兼村第一书记。她在与濮泉生的合作与争执中，暴
露出其犹豫与稚嫩的弱点，她是在不断向实践、向村民的讨
教与学习中成长起来的青年。

奥秘之三，《江山如此多娇》在人物关系的设置上，坚持
从生活出发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不落俗套，不追时髦，从而
使全剧努力做到在思想上、美学上都有新的发现，保证了作
品的独特品质。在濮、沙关系的设计上，此剧却偏偏脱俗，在
男女情感上引而不发，发乎情而止乎理，反而引人入胜，给观
众以特有的新鲜感。对幺姑、田老八、覃献文这组三角关系
的设计，亦并未按惯常的办法，简单否定掉幺、田之间的包办
婚姻，促成幺、覃的自由恋爱终成眷属，反而既写出了田在脱
贫实践中脱胎换骨、脱贫立志，终于赢得幺姑芳心，又写足了
覃对幺姑的情感守望。艺木终究要靠创新制胜、靠出奇制
胜、靠与同质化绝缘制胜。《江山如此多娇》这种独特的思想
追求和美学追求，值得称道。

新冠肺炎疫情突发，全国抗疫，世界局势瞬
息万变，2020年以这样意想不到的方式开启。
至今，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突破8000万，中国
历经艰难的抗疫战役，已经率先恢复生产，社会
趋于正常，脱贫攻坚战如期完成。惊涛骇浪的一
年，重大事件波涛汹涌，日常生活仍在继续，纪录
片经住了考验，以真实的影像和斑斓的色彩为中
国留下一份不可重复的珍贵记忆。

速度与理性：抗疫纪录片

突发疫情考验人类的智慧，也检验媒体的专
业素质与社会责任。纪录片工作者与医护人员
一样第一批冲上前线。这是一场速度与激情的
战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频道2月3日播出
微视频《武汉：我的战“疫”日记》，以每集5分钟
篇幅，及时传播发生在武汉的现场故事：护士自
拍医院隔离病房里的救治场面，火神山医院施
工，来自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增援者，留守武汉
的英国憨豆先生模仿者逗逗先生……这些短暂
的、甚至不够专业的影像传递了武汉的真实感和
现场感。此时出现的大多是短视频，三五分钟，
手机拍摄，体量小，周期短，反应快，传播广，像一
支轻骑兵奔跑在前线。优酷的《第一线》，哔哩哔
哩的《在武汉》，包括来自一线医护人员自拍的
VLOG、《手机里的武汉新年》等，都呈现了新媒
体的快速反应特性。

每当公共危机爆发，必然伴随大面积的公众
心理恐慌，纪录片的首要责任正是及时、迅速地
将真实现场呈现给公众，安抚人心，温暖社会。

随着时间发展，疫情纪录片逐步以科学精神
和理性态度观察生活，捕捉影像，以不同景别反
映抗疫进程。全景纪录片《同心战“疫”》全方位、
立体化展示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交通管制、治
疗、建造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全过程，既有历史
回顾、国际展望，又有现场故事追踪。《2020春天
纪事》以理性态度记录医疗救治、疫苗研发过程，
突出科学精神。中景纪录片《为了人民——人民
军队支援地方疫情防控纪实》讲述了军队医疗队
奔赴武汉、抗疫救治的全过程，展现了为民服务
的军人形象。《人间世》《生命缘》两个品牌栏目凭
借医疗纪录片的熟练经验，迅速深入医院，捕捉
了大量感人至深的故事。而特写纪录片突出了
疫情背景下的人物故事。《金银潭实拍80天》记
录发生在金银潭医院里的故事，凤凰卫视记者敖
慕麟参与疫情报道，不幸全家感染，失去父亲；出
租车司机李超一家感染，最终失去奶奶和父母。
摄影机默默守候在医院里，陪伴病人康复，见证
逝者离去。《B8东病区》在同济医院安装摄像头，
全程记录了B8东病区的故事，即将参加中考的
少女璐璐和爷爷奶奶一起住院，情绪波动，历经

折磨，最终全家康复；警察刘志亮历时77天，终
于获救；感染科护士黄晓曼与未婚夫推迟婚期，
参加救治，两人偷偷会面的场景令人感慨。《生死
43天》记录了抢救一个孕妇感染者惊心动魄的
43天，突出了生命至上的人文关怀。

抗疫主场在武汉，但战斗发生在全国。《上海
日记》、《北京战“疫”》、《我在海南挺好的》、《我们
在战“疫”》（湖南）、《疫动人生》（广东）、《直与天
地争春回——2020四川战疫纪实》等影片记录
了全国各地的抗疫景象。

疫情牵动世界。为回应外界对于中国抗疫
无意有意的误解或曲解，中国纪录片努力呈现真
实、完整的抗疫故事。《武汉战疫记》全视角、大跨
度讲述了武汉抗疫历程。《新冠肺炎：与魔鬼的战
斗》以国际视点讲述了中国政府、医院、科学家如
何携手抗击疫情，并以国际专家之口讲述中国经
验的重要价值。前者在央视英文频道播出，后者
在美国探索频道亚太网播出，向世界讲述中国抗
疫故事。日本导演竹内亮3月初推出短片《新感
染数为0的城市——南京》，6月播出《好久不见，
武汉》，引发强烈关注，辛苦支撑的奶茶店，失去
外公的女孩庄园，竹内亮以外国人的视点体验了
今日武汉的伤痛和希望。

一位纪录片人说，拍摄这些影像是想让大家
“看到真相，消除恐慌”。这些直面现场、传递希
望的作品，汇成一条纪实影像的河流，呈现出巨
大的真实力量，显示了主流媒体的担当。因此，
纪录片人不仅是抗疫的记录者、见证者，也是战
疫的参与者、行动者。不过，也有一些作品激情
有余，理性不足；纪事周详，美学简陋。

时代主题与历史印记

2020年，脱贫攻坚和抗美援朝成为两大主
题。

2020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几年来，中
国媒体集中力量报道脱贫攻坚，而纪录片更是扎
根泥土，默默耕耘，奉献了一批纪实精品。《2020
我们的脱贫故事》采用直接电影方式，“长期跟
踪，真实记录，影像克制而不失温度，没有解说，
让故事自己说话”（总导演张旭语）。该片历时4
年，以10集篇幅记录了全国9个深度脱贫点：云
南怒江峡谷傈僳自治州沙瓦村、山东东平县黄河
滩涂的耿山口村、湖北省咸丰县洪湖中央的悬浮
村落等，记录了老区、边疆及一些特殊生态区的
村庄摆脱贫困的全过程，生态移民或易地搬迁，
产业扶贫或驻村帮扶。这不是一部单纯的宣传
片，而是带着情怀和理想深入生活现场，用琐碎
庸碌的日常细节记录社会变迁，而这些细节里凸
显了时代脉动。《承诺》从湖南、江苏、广西、云南、
贵州、海南等地选择贫困点，历经两年跟踪拍摄，

记录了精准扶贫的复杂性与艰巨性。《第一书记》
《中国扶贫在路上》《我的扶贫年》等作品也通过
不同地区的脱贫故事，展现了脱贫攻坚工作的成
就。《做客中国》则以体验的方式，邀请3位外国
主持人来到中国乡村，与农民生活在一起，感受
精准脱贫带来的变化。

以《俺爹俺娘》闻名的摄影家焦波扎根乡村，
拍摄乡村，专注于以纪实方式跟踪拍摄。《乡村里
的中国》之后，2016年他深入贵州遵义市务川仡
佬族苗族自治县山区，先后拍摄了纪录电影《出
山记》和《进城记》，完整记录了农民从深山走进
城市的历程，揭示了农民的精神风貌和心理路
程。《进城记》讲述了农民从大山深处搬迁到遵义
新蒲新区的迁移故事，走进城固然是艰难选择，
但真正的困难发生在进城之后：生态变了，生活
方式变了，祖祖辈辈与土地打交道的经验失效。
年轻人向往城市，但中老年人却留恋农村，特别
是那些找不到工作、失去生活来源的人，有的在
小区公共绿地种起蔬菜，有的返回山村。深度贫
困的地方大多是山区、边陲，脱贫难，拍摄纪录片
也不容易，但这些作品大多却采用长期跟踪方
式，以纪实影像浓缩人生戏剧：贫困农民往往生
活在世世代代的文化传统里，他们走出自己的园
地进入城市空间，人性纠葛与心理搏斗激烈缠
绕，情与理、义和利、过去与未来，显现人性的黑
白底片。城市观众或许会嘲笑这些移民的愚昧、
短视甚至丑陋，但我期待同情的理解，当一个人
被连根拔起置于新空间，谁都可能遭遇惊慌失措
的尴尬情境。

2020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
战70周年，一批规模宏大、制作精良的作品在10
月集中播出，如《为了和平》《英雄儿女》《抗美援
朝保家卫国》《英雄》《不朽的丰碑》《刀锋》等。这
些作品以抗美援朝战争历程为叙事主线，讲述了
中共中央的艰难决策、志愿军秘密赴朝、历次重
大战役、朝鲜停战谈判、志愿军凯旋归国等重大
历史事件，首次披露了一些相关资料和战争内
幕，弘扬了中华民族的风骨和血性。

《为了和平》以今日军队建设为切入点，讲述
了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所表现出的敢于拼
搏、不怕牺牲、争取胜利的精神气概，情景再现与
历史影像交相辉映，大气磅礴。《英雄儿女》在宏
阔战争背景下描绘的英雄人物，不仅有人们熟知
的邱少云、黄继光、罗盛教等，还挖掘了隐藏民间
30多年的战斗英雄柴云振，他负伤后被转移到
地方医院，与部队失去联系，伤好后回四川岳池
深山务农。《英雄》《不朽的丰碑——中国人民志
愿军英烈故事集》也重在表现英雄人物，既有毛
岸英、黄继光、杨根思等名人，也发现了拉响爆破
筒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战斗英雄石宝山、用自己的

身体接通电话线的电话员牛保才、电影《英雄儿
女》中王成原型之一的蒋庆泉、电影《上甘岭》中
女护士王兰的原型王清珍等。

如果说前面所讲述的作品大多是全景式呈
现，《刀锋》则是一部特写，它以丰富的历史影像
资料和志愿军老战士的口述，讲述了抗美援朝的
拐点——长津湖战役，中国军队全歼美军王牌部
队的一个团，收复了“三八线”以北的东部广大地
区。美军陆战一师指挥官史密斯少将感慨地说，

“长津湖战役，是钢铁部队在和钢铁人作战”。

多元文化 冷暖人生

2020年，中国纪录片呈现了文化的多元性
和现实的复杂性。

文化纪录片格外丰富，开辟了一片独特的
美学风景。文学纪录片是本年度具有风向标意
义的文化事件。《掬水月在手》《伟大的诗人——
杜甫》《文学的故乡》《文学的日常》等作品文雅
风流，摇曳生姿，以文学之美熏染忙碌中的芸芸
众生。

《掬水月在手》以96岁高龄的古典诗词大家
叶嘉莹先生为对象，采用北京四合院结构，“文学
启蒙的大门；体会苦痛的脉房；师从顾随、窥见文
学堂奥的内院；文学研究成果盛放的庭院；鹏飞
美加、复而归国奉献教育的西厢房；终章无标题，
灭而后空”（陈传兴导演语）。电影以诗词之美烘
托叶先生诗学历程与多舛命运，《秋兴八首》将叶
先生与杜甫连结一处，贯通古今，以诗渡人。这
部关于诗词的影片本身就是一首诗，壁画、石雕、
唐代铜镜、五台山寺庙，茫茫雪原上一行足迹，流
动的意象漂浮于黄河、洛水——中华文化之河。

《伟大的诗人——杜甫》是英国BBC与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合作的一部作品，历史学家迈克
尔·伍德来到中国，从河南巩义到西安、成都、长
沙，追寻杜甫一生博取功名、颠沛流离的生活足
迹。迈克尔称杜甫为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与莎士
比亚、但丁并列。这部影片在4月播出，想必会
给疫情中的英国观众带去些许温暖。

《文学的故乡》从故乡这一特定视角探寻文
学的生成，讲述莫言等作家如何把现实故乡转
化为文学故乡：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
商州乡村、阿来的嘉绒藏区、迟子建的冰雪北
国、毕飞宇的苏北水乡、刘震云的延津世界。
作家以第一人称讲述了个人创作和故乡的关
系——不仅是物理的故乡，也是文化的故乡。
影片探索性地采用情景再现的方式呈现作家的
创作过程，如阿来在官寨遇见土司，毕飞宇划船
遇见小说里的人物，突出了本片的文学色彩和
美学表达。

《文学的日常》也是关于作家的纪录片，每集

邀请一位好友与作家对谈，讲述了马原、马家辉、
小白、阿来、麦家等作家的精神世界，分享了这些
作家对时下热点话题的看法与观点。

《中国美》以美学之眼观看“无用”品牌创始
人马可、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民、美术指导叶锦
添、昆曲表演家张军、装置艺术家徐冰等人的艺
术活动，展示中国传统美学如何深入当代，在世
界上大放异彩，人文创意和影像造型别具一格。
《此画怎讲》以真人扮演的方式演绎古典名画，传
播美术知识，趣味横生。

比文学艺术更广阔的是历史文化。《中国》
《如果国宝会说话（第三季）》《朱熹》《西泠印社》
《与古为友》等影片呈现了年度文化纪录片的实
绩。《中国》以12集篇幅讲述了从春秋到唐代的
文明演进历程，着力于制度、文化、经济与民族，
突出中华文明绵延至今的主体脉络，从老子孔
子、诸子百家到独尊儒术、佛教东渐、文明融合。
相比此前《中华文明》《中国通史》过于偏重政治
和战争的模式，这是一种调整和修复。但《中国》
的电影美学令人惊艳，它放弃了剧情化再现方
式，全景为主，慢镜头，意象化，营造历史气象，为
纪录片的历史表达探索新空间。《如果国宝会说
话（第三季）》延续了前两季的风格，艺术表达更
加自由，狂放不羁。《朱熹》以学术考据的方式讲
述了宋代大儒朱熹坎坷的一生及其重要思想。
《西泠印社》以一个印社的百年历史讲述文明的
变迁。《与古为友》以体验的方式探讨中国传统文
化，如诗歌、功夫、榫卯等，趣味盎然。

2020年，纪录片触及社会的深度和广度又
有推进，突出代表是纪录电影《城市梦》《棒！少
年》。《城市梦》讲述了武汉街头非法占道摆摊经
营的摊贩王天成与城管执法人员之间的故事，他
们冲突，拉锯，甚至死去活来，但最终达成和解。
影片所蕴含的人性与法律、城市与乡村、基层治
理等社会问题令人深思。《棒！少年》讲述了一个
传奇故事，来自全国各地、几乎被抛弃的少年们
偶然机会来到北京学习棒球，甚至去美国参加国
际比赛。影片以强烈的戏剧性、激烈的视觉冲
击，塑造了少年命运的反差与对比，具有电影力
量与人文思考。

华彩中国 美食人间

2020年，中国纪录片里的世界河山生辉，风
味飘扬。

《航拍中国》第三季延续航拍品牌，选取河
北、吉林、山东、山西、安徽、湖南、天津等10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呈现自然风光和地方文化。
与前两季不同的是，本季特意拍摄了某些景象的
四季风情，释放时间的魅力。美国国家地理与五
洲传播中心合拍的《星空瞰华夏》同样来自空中
俯瞰，它通过遥感卫星，从太空观看中华文明遗
址，如长城、元上都、石峁遗址，并以三维动画重
现历史奇观，展示古老中国的智慧。

美食依旧是这一年最受追捧的主题类型。
《风味人间》第二季延续了风味品牌的强悍魅力，
在世界范围里拓展美食版图，以一丝文学品味点
缀食物的活色生香，引发新一波收视狂欢。腾讯
风味品牌已经形成矩阵，《风味原产地》《早餐中
国》《宵夜江湖》《一日之食》各具特色而又相互生
长，将美食纪录片进一步细化。《老广的味道》《江
湖菜馆》《大地私宴》《面面大观》等美食节目也各
有千秋。值得特别提及的是，《风味原产地》通过
市场销售进入美国奈飞网络，已传播到世界190
多个国家和地区。

2020沧海横流，风雨兼程。纪录片直面新
冠疫情，担当媒体使命，以纪实美学记录社会，激
扬文化，为波澜壮阔的时代留下一幅精神肖像。
当然，与中国繁复多样、急速变迁的社会现实相
比，纪录片所抵达的深度和广度明显不足，国际
视野不够开阔，品牌建设亟需加强，议程设置能
力尚待提升。2021已然来临，我期待纪录片深
入泥土，拥抱生活，锤炼美学，跟踪时代，创造出
更加多元共生的纪实影像。

新作点评

为精准扶贫荧屏画像
一一评电视剧《江山如此多娇》 □仲呈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