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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纪录片《中国》（第三季）

如何用影像追溯遥远文明之源
□本报记者 许 莹

12月3日晚，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宣传司指

导，湖南卫视、芒果TV、伯璟文化出品，人民日报

视频客户端视界联合出品的历史文化纪录片《中

国》（第三季）完美收官。《中国》（第三季）用12集

的体量，以当代视角回溯早期神话与先民历史，

以礼制的孕育和发展为主线，展现影响中国数千

年的礼乐文化的形成过程。从盘古开天辟地、女

娲造人到三皇五帝，这些蕴含着中国先民自然观

与世界观的神话体系在前三集的演绎下，一经播

出就迅速成为各社交平台的讨论焦点，而后六集

则让大众重新认识了“满天星斗”的史前社会和

广域王权国家时期的二里头时代与商朝，最后三

集，周朝的思想基础、分封体系和礼乐文化的形

成被充分呈现在观众眼前。

纪录片《中国》通过三季共34集，开辟了一

条全新寻访之路，全景展现了中国人从混沌走向

文明，从神话传说走向历史现实的盛大历程。作

为该系列纪录片的收官之作，《中国》（第三季）面

对时间更加遥远的中华文明源起，如何用影像准

确传递中国人对上古神话的想象以及对夏商周

的表达？纪录片《中国》总导演李东珅告诉记者，

“对我个人而言，过去十年是从《河西走廊》走向

《中国》的一个过程。在拍摄《河西走廊》时，我开

始采用情景再现的拍摄手法，试图用一种搬演的

方式把一种情景再次重现出来。但是到《中

国》（第一季）时，情景再现会使得历史的呈现不

够准确，因为历史的瞬间无法被完整地、真实准

确地再现。所以，在《中国》（第一季）中，我们试

图把情景再现改成情境再现，不再着重于场景，

而在于意境。我们通过超美的画面以及50格的

超慢速来呈现一个历史中的人的瞬间，从而为观

众提供一个对历史的怀想空间。《中国》（第一

季）（第二季）达到了这样的效果。但是到了《中

国》（第三季）时，我发现这件事又不成立了。找

一个女演员扮演女娲、找一个人披着兽皮扮演原

始人，都很难让观众再次进入情境之中”。就在

李东珅为此犯难时，湖南广电前坪的一个画展吸

引了他。“湖南广电是一个非常有创新意识的团

队和平台，去年我看到他们做的一档节目，名为

《会画少年的天空》，他们还在湖南广电的前坪举

办了一个画展，我走进去以后就在想，这不正是

我想要的吗？这些画家用他们的想象力绘制了

中国的过去、中国的历史、神话中的瞬间，可能就

会为这部片子奠定一个良好的影像基础。”于是，

李东珅由此结识了青年艺术家单浩翔、莫里加、

任刚，并通过他们三位认识了更多青年画家。纪

录片《中国》（第三季）跳出了此前依靠实体置景

和造型手段打造情境化历史场景的思维，同183

位优秀青年画家进行思维碰撞。节目制作过程

中，画家们集体绘画，大胆尝试陶瓷制作中的喷

釉技术、用金黄的稻穗勾勒神农氏胡须等绘画手

法，在200多天里共创制近千幅画作。

绘画完成后，李东珅对这部纪录片有了

30％的成功把握。“但是我不能让观众一直看画

作，我们得让它动起来，这是件更难的事。我们

虽然是一个纪录片团队，但基本上与国内顶尖的

动画团队甚至全世界的优秀动画团队都合作

过。大概用了一年时间，我们尝试用别的项目同

国内一些顶级CG（利用计算机进行视觉设计和

生产的领域）团队进行磨合，后来发现不对，因为

我们的根本理念不同。他们以前所有的工作理

念是把假的做成真的，而我的理念是把假的做成

假的，是在保证意境下的一种假定性呈现，要让

观众看出它是假的。”直到某天深夜，李东珅忽然

看到了一个不起眼的小视频。他意识到，这个视

频背后的动画制作团队有可能是《中国》（第三

季）所需要的。

《中国》（第三季）动画创意导演庞子洲坦言，

这是一次非常规的CG动画制作流程。该片并

不是依循从文字脚本到分镜再到动画的绘制流

程，而是从一幅幅绘制完整的艺术画作开始。动

画制作人员会根据总导演的创意文案，通过二

维、三维、实拍等方式，将单幅画作所表达的内

容、情绪和意境动态化。庞子洲认为，在具体CG

动画制作过程中，其工作重点在于对时间节奏的

把握与对意境的呈现。“一方面，每一幅画的时空

展开各有不同，有时是漫长的、有时是短暂的；另

一方面，与制作角色动画片不同，该片需要通过

动画讲述历史。我们需要用流动的画面展示一

种情感意境。”

时间过于遥远，几乎没有核心人物可以塑

造，也没有故事细节可以展开，配合画面的解说

词应该如何撰写呢？作为《中国》（第一季）（第二

季）联合总导演、《中国》（第三季）总撰稿，周艳需

要从体系纷纭、并不可考的远古神话开始，一路

写进体系庞杂、有效细节又很不充足的上古历

史。对于她而言，每一集几乎都是一个全新的命

题，所以需要找到各自不同但又风格统一的叙述

方式。“这一季的画面更为抽象、写意，画面中隐

藏了很多内容，但观众很难一眼识别。所以，解

说词必须承担起更多传达信息的功能，且足够丰

富、条理清晰。”在坚持纪录片应该要有表达、有

温度的原则下，周艳带领撰稿团队在画面已经规

定的调性和空间里，在信息传递、思考表达和情

感注入三者间，力求为每一集的主题找到最恰当

的文字表达，并综合考虑内容比例、语言分寸和

观众视听的接受度。“我们确定了理性和感性有

机交融的文本风格，为此字斟句酌，反复修改。

我们希望解说词是准确的、优美的；有力量的、有

情绪的；能传播的，能到达的。”

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不仅在国内“出圈”，

也扬帆“出海”：得益于芒果TV国际版的海外传

播，《中国》（第三季）以17种语言传播至195个

国家与地区；11月22日中国传统节气小雪当天，

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发言人汪文斌在海外社交

平台Facebook上分享了中国二十四节气手绘

原画混剪视频，向海外介绍中国文化；而在2000

余条国际国内航线、超1000架飞机上，来自全球

的旅客也可以在飞机上一睹《中国》（第三季）的

风采……《中国》（第三季）让观众看到纪录片能

够胜任记录、表征、传播中华文明起源叙事的可

能。而在更广泛意义上，由数字虚拟技术发展带

来的纪录片创作生态、创作理念的变化，还需要

更多作品案例加以思辨观察。

电视剧《父辈的荣耀》立体、鲜明、生动地塑

造了三代林业工人，讲述了他们如何在生活巨变

中，以汗水、泪水、甚至血水为代价，也要挺直精

神的脊梁。片中，由彭俊荣扮演的宋留喜是建设

新中国的开拓者，全国劳动模范，名副其实的“林

一代”。郭涛扮演的顾长山，是德才兼备的“林二

代”，“923优秀工队”的队长。顾长山的养子即由

李乐扮演的顾兆成，则是命运坎坷、脚踏实地、意

志坚韧的“林三代”。

其中，宋留喜老人做事麻利、为人敞亮、胸怀

天下、勇于担当，被后代视为“山神爷”。他用毕生

的坚持获得了巨大成就和荣誉，具有中华人民共

和国第一代工人阶级“当家做主人”的底气、骨

气、志气和勇气。他义务栽树几十年，最终在栽好

第36212棵树的时候，双手牢牢拄着一直陪伴自

己的铁锹，安然、安详、安静地眺望着茫茫森林，

心无挂碍地辞别了人世。

人，能站着活，但能站着死吗？显然这是一个

颇具象征意味的结局，饱含着丰富情感与深刻思

想。这个桥段的设置并不突兀，因为宋老师傅明

白这样一个道理：“人呐，欠了债，是要还的。不然

山神爷会不高兴。他会想，你把我的儿孙都砍了，

我也不能让你的儿孙好活呀！”虽然这是一句与

年幼的兆成貌似逗乐的玩笑，却意味深长地揭示

出人与大自然之间和谐相处的哲理。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一直崇尚“吃水不忘挖

井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突出的是个“礼”

字，即对赐予我们生存保障的力量，要心存感恩、

心存敬畏——包括大自然，也包括人类社会。同

时，还崇尚“乘人之车，载人之忧；衣人之衣，怀人

之愁”，突出的是个“义”字，即做人要讲情义、道

义和大义。当五千年文明将“礼”与“义”融合起来

沉淀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时，价值共识便形

成了，这就是“德”。文字学告诉我们，当一个人的

行为能够“外得于人，内得于心”，也就是能获得

他人与自己良知的共同认可，才是一个有道德修

养的人。

宋老师傅是单身老人，却一直受到三道沟林

区所有人的尊敬。不仅国家发给他养老金，他还

受到了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顾家成员的悉心照

顾和爱戴。他感恩新中国、感恩共产党，同时也感

恩关照他、敬重他的所有工友。于是，他把早年国

家建设中所欠大自然的“债”，自觉自愿地扛在了

肩上。种树，在他心里，是还债，也是报恩，更是为

了自己热爱的山林和祖国有更好的未来。当优秀

的“林三代”陈兴杰决定到广深打拼时，他意味深

长地说：“孩子，什么是家呀，家，就是让你扎根的

地方。”由此，观众会立刻联想到，是因为家乡和

国家富强，我们才爱她？还是我们爱国爱家乡，国

家和家乡才能富强？就在宋老师傅的无私奉献

中，得到了回答——无论遇到怎样的灾难，每一

个炎黄子孙都要与自己的祖国同呼吸共命运，这

才是真正与国脉相通的伟大情怀。

剧中，顾长山是观众最看重的一个人物：做

人有筋骨，做事敢担当，具有“带头人”的气魄和

风范。可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砍伐森林的强

度在“楼房、矿山、工厂”建设的需求下，一直在加

大。原生林、次生林、再造林，砍掉了一茬又一茬，

严重的生态问题出现了。靠山林生存的顾长山已

年过半百，面对国家“减少砍伐”“停止砍伐”“产

业转型”等政策，怎么办？

昔日，凭着产业工人“劳动时，穿一样的衣

服，想一样的事儿，干一样的活儿”“上班一个人，

下班一家人”的互助互爱传统，顾长山竭尽全力

地呵护质朴的友情、深厚的乡情、绵长的亲情，让

每一个需要照顾的人都得到了帮助。但时代大潮

却将其忽而置于浪峰，忽而甩到谷底，使名震山

林的一代劳模几十年稳健的脚步，变得有些踟

蹰、犹疑。自信、爽直、顽强、豪迈的性格，也变得

沉默和隐忍起来。

在林区，伐木、护林、种树，是生存之本。在劳

动中奋斗、奉献，是林业工人引以为傲的人生价

值。但市场经济的飓风，刮到了北疆大森林后，一

切都在变。衣食住行样样变得越来越好，可心理

上却总是若有所失。

从第18集，编导把高光聚焦到“林三代”的

身上之后，顾长山似乎就没有闪光点了。随着高

才生陈兴杰回乡创业，“碳汇”“碳中和”等关乎中

国在国际经济发展中地位的大举措即将在古老

的山林落地。我们不难看出，作为“旧林场最后一

位队长，新林业第一位拥护者”的老顾有过内心

挣扎、无奈隐忍，但“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是

融化在他血液里的政治自觉，因而，他才能一以

贯之地充分理解和全力支持陈兴杰这位最优秀

的养子。

剧中的“林三代”是一个群体，犹如一条河，

河面上辉映着阳光的是与时俱进的陈兴杰，然而

留在观众心里的却是静水流深般的林业工人顾

兆成。他命运多舛：参军，因父亲的无私而落空

了；考大学，又因身为长子要帮父母分担生活压

力，学习时间无法保证而没能参考；挣大钱就更

不成了，因他为人诚恳，敏于行而讷于言，是认准

一个路子就要走到底的“犟种”；即使被泼辣、矫

情且“找不准人生位置”的妻子瞧不起，他也决不

改变。这是与宋爷爷接触最多，被父亲责备最少，

被产业工人雕刻出精神脊梁的人，是父辈荣耀的

继承者和后来人。

剧情中，顾兆成总是在干活儿，不是在林场

干活儿，就是在家里干活儿。厚道的神情似乎总

是凝固的，很旧的衣服也像是很少换洗。他每天

钻进大森林，与树对话，与鹿为伍，认真巡护每一

棵树，用几十本价值极高的森林日志，为祖国北

疆大森林自然生态的长久保护，成就了不同寻常

的功绩。他爱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爱自己的母亲，

也深深地敬爱着自己的养父。为抢救病危的父

亲，他瞒着有些不通情理的妻子，毅然卖掉了含

辛茹苦操持起来的鹿场；担心身心交瘁的母亲饿

着，他就把饺子一个个喂到母亲嘴里，母亲很少

流泪，此刻却被这个实心眼的善良儿子感动了；

为了不让年近耄耋的（宋）爷爷感到孤单，他一旦

进林子工作，就会几个月不回家……持之以恒地

“做有意义的事”“不放弃、不抛弃”的精神，将他

锻造成了真正的“林三代”！

《父辈的荣耀》是一部难得的优秀年代剧。悬

念叠生、丝丝入扣、扣人心弦。既有性格对命运的

挑战，也有追求与宿命的博弈。观众由此看到了

情义，悟出了美德，懂得了礼敬，参透了尊严，重

新感悟了什么是“中国工人阶级”。

然而，父辈，究竟是哪一辈？剧中没有确指。

因为，这不是从个别的、特定的、孤立的叙事主体

出发讲述往事，而是要让正在享受改革开放红利

的每一个人，尤其是年轻人，都不能忘记那些用

肩膀扛起今天好日子的父辈、甚至父辈的父辈，

以此砥砺人们不要辜负尚礼、守义、崇德的父辈

们的伟大情怀。

（作者系内蒙古艺术学院教授、内蒙古文史

馆馆员）

像树一样站着活像树一样站着活，，像树一样站着死像树一样站着死
———电视剧—电视剧《《父辈的荣耀父辈的荣耀》》中三代林业工人的形象塑造中三代林业工人的形象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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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分线发行？分线发行，是与传统的全

线发行、统一发行或者同质化发行相对立的一

个概念。我国2023年有约1.25万家影院，有

约7.7万块影院银幕。全线发行，指的是某部

电影的发行，将全国所有影院作为目标放映平

台，在全国范围内发行，和所有同期公映的电

影竞争在全部银幕中的市场份额。所有的影院

在同一个档期内收到的都是一样的片源。

全线发行的好处是，若电影是大制作，而

且内容好、营销好，市场占有率会很高，首映前

几天的排片比可能高达40%，甚至50%，结果

就是爆款效应会很快起势，赢家通吃，获得压

倒性的市场优势。全线发行的问题在于：有特

色的、差异化的中小成本影片、文艺片若遇到

这样的爆款，甚至是次爆款，会很快沉没在市

场中，在影院惨淡地几日游，甚至一日游，项目

大概率会亏损。由此导致的一个系统性的问题

就是，电影市场多样性的生态会很脆弱，观众

难以看到多样化的电影。中小成本、有特色的

电影会逐步失去投资方，整个行业也难以借此

培育新的创作人员。

理想的市场状态是实行分线发行。分线

发行，指的是发行方根据其电影的特点和目标

观众的差异化需求，将该电影仅仅投送和分发

到一部分院线或一部分地区的影院，或者特定

的影院进行放映的发行方式。分线发行的好

处是，可以增加市场中电影供给的多样性，更

加尊重和契合观众多元化的需求，可以通过科

学的数据研判将合适的电影送到喜欢它的目

标观众所在区域的影院；可以为有特色的、品

质不错的电影提供更多找到顾客、实现盈利的

机会。

就我国2023年电影产业实践来看，也不

是所有电影都要分线发行。我国40年的改革

经验表明，有效的变革多数是渐进式的。我国

电影发行的理想情况是：大成本大制作电影用

全线发行，部分中等成本电影也用全线发行，

多数中小成本电影用分线发行。原因是：一方

面，只有全国统一的大市场的全线发行才能保

证大中成本电影的保本或盈利。另一方面，小

的细分市场能够满足多元化的观众的差异化

审美需求，有创造力的主创也可以在自己喜

欢、影迷也喜欢的细分电影领域完成产业的良

性循环，实现艺术理想。中小成本、有特色的内

容和差异化的观影需求，是互相匹配的。

以上是理想的情况。实际上，我国的电影

产业的现实比较骨感，难以支撑丰满的理想。

以2019年的数据为例，当年我国银幕总数达

到69787块，共生产电影1037部。当年影院上

映影片 551 部，其中国产电影数量占比为

77.7%，引进片占比22.3%。2019年美国发行

影片 903部，但当年美国的银幕仅有41172

块。对照可知，我国电影市场因为没有实行分

线发行，容量还是有限，供给的多元化还是不

够。以2023年国庆档为例，12部电影同时淤

塞在8天的档期里，争抢固定的银幕和观众的

注意力，竞争激烈，内卷严重。结果导致国庆档

的票房低于预期，8天总票房为27.34亿元，票

房最高的《坚如磐石》仅收获了8.83亿元。

按照电影产业的规律，以我国的银幕数、

绝对观众数（大约2.8亿）计算，我国的电影市

场中产品应该更加丰富多元才合情合理。分线

发行无疑是改革的正确方向。分线发行将会给

中小成本电影、差异化的文艺片开拓新的市场

通道。虽然之前我国没有实行分线发行，但实

际上已有少量实践案例证明分线发行是可行

的。比如，自从2016年10月全国艺术电影放

映联盟（艺联）成立后，对分线发行进行了实质

性探索，通过联合多家影院，举办系列活动，为

不少小成本的艺术电影找到了自己的细分市

场。其中《撞死了一只羊》拿下1039万元票房，

进口片《三块广告牌》拿下6499万元票房，分

别是国产片和进口片中的典型案例。再如，某

些粤语片、川话片和沪语片，比如《爱情神话》，

可以在相应的方言区域收获远高于其他地区

的票房。从内容特点、发行方式和范围来看，文

艺片适合在大中城市的某些特定的影院进行

分线发行，塑造特定影院的艺术品牌。案例和

经验是有的，但是有一个关键的制约因素：优

质内容稀缺。没有足够的好电影，分线发行落

地不易。即使是艺联，成功的案例也不是很多。

总之，中国电影应当突破传统的同质化、

统一化的发行模式，依据影片的特点和目标观

众的需求，探索差异化经营思路，积极尝试分

线发行、多轮次发行、区域发行、分众发行等创

新方式，培育出多元化的电影市场生态。但是

分线发行模式的落地是一个渐进式过程，需要

耐心培育。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北京

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近日，第二十四届全国电影推介会暨第一届全国电影交易会举行，24部影片完

成了分线发行签约，这意味中国电影的分线发行模式正式启动。12月1日，由章宇

等主演的悬疑电影《沉默笔录》公映，这也是今年贺岁档中第一部采用分线发行的

影片。何谓分线发行？其现实土壤与推广难点在哪？本报特刊发该文，以期更好

实现观众与影片的双向奔赴，推动中国电影高质量发展。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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