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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庚子年初，新冠疫情席卷全球，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国人民携手相

助、齐心协力，打赢了这场抗击病毒的阻击战，创造了人类同疾病斗争

史上又一个英雄壮举，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赞誉。在这样特殊的现实背

景下，许多优秀的抗疫题材纪录片应运而生，成为我国纪录片史上最

独特、最有意义的一部分，其创作过程之艰、作品之多、传播之广、影响

之深，不仅为历史留下宝贵的记忆，而且建构起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

中国形象，见证了中国伟大的抗疫精神。

以生命记录生命，同心讲好中国抗疫故事

纪录片作为“国家相册”，正在主动承担起新时代的使命担当，在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创作思想指导下，纪录片记录现实，反映时

代发展，关注国计民生，尤其在疫情的特殊时期，为国家留存了大量关

于全民战疫的珍贵影像。

抗疫题材纪录片的创作贯穿疫情发展的全过程，从创作主体的分

布来看，呈现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主流媒体与民间媒体、电视媒体与

网络媒体等全媒体、多主体同心参与、全民拍摄、全程关注的特征，全

方位记录了疫情的发展过程，多角度展现了中国人民同心战疫的伟大

壮举。

其中，传统媒体中以电视媒体为代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电视台，

作为主流媒体，仍然是纪录片作品的主要创作和传播平台。例如，中宣

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的系列纪录片《同心战“疫”》，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制作的《2020春天纪事》，新华通讯社制作

的《英雄之城》等。此外，地方各级电视台也积极发挥自身专业优势，投

身于抗疫题材纪录片的制作中，讲述了各省市地方的抗疫故事。例如，

湖北广播电视台制作的《见证》，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的《生命缘·来自

武汉的报道》，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真实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制

作的《人间世》抗疫特别节目武汉篇等。

与此同时，纪录片制作和传播体系更加立体多元，对传统电视台

的依赖性显著降低，新媒体成为另一重要制作来源和传播路径，大量

内容丰富、情感真挚、感人至深的作品出自于网络媒体等民间制作者

之手，传播于各大新媒体平台之上，为人们构筑起相通的集体记忆，搭

建起相生的感情联结。例如，哔哩哔哩制作的《在武汉》，爱奇艺制作的

《中国医生》战疫版，优酷制作的《冬去春归·2020疫情里的中国》，企

鹅影视和二更联合制作的《正月里的坚持》等。

无论是电视纪录片还是网络纪录片，这些幕后创作者都作为逆行

者走向了疫情第一线，为这场抗击疫情的阻击战记录下珍贵的影像。

在疫情面前，全社会各方媒体齐心协力，客观真实地进行疫情现场的

记录和报道，以生命记录生命，担当起了自身的文化使命，讲述了感人

至深的中国抗疫故事。

作品样态多元创新，全方位展开疫情叙事

疫情因其突发性和危险性对纪录片的制作造成了一定影响，为了

满足拍摄和呈现需求，迫使创作者在内容创作上从多元化的角度切

入，创新作品样态，打开叙事视角，展开全方位的疫情叙事。其中，既有

以全景式记录为主的彰显史诗感的宏大叙事，也有关注疫情期间普通

百姓生活的真实感人的微观叙事。

一直以来，我国纪录片在内容上对国家发展和历史进程的展现占

有着重要地位，纪录片的宏大叙事是主流纪录片创作的鲜明特征，在

弘扬英雄主义、家国情怀和理想主义等主流价值观上具有无可比拟的

优势。为了展现疫情期间国家自上而下全民凝聚的抗疫精神，通过宏

大叙事，可以在较大范围的纵深时空关系中展现创作主题与叙事目

的，通过贯穿全片的主旨更好地讲述完整全面的叙事内容。由中宣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的系列纪录片《同心战“疫”》通过创新叙

事框架和叙事角度，全景式记录了党带领全国人民团结一心、众志成

城的抗疫历程，以影像形式完成了一次宏大的国家叙事。新华通讯社

制作的《英雄之城》以全景视角详细记录了武汉战疫的每一个关键节

点，记录了武汉战疫两个月的全过程，通过板块式的内容结构和步步

推进的叙述方式串连起疫情期间的重大事件，引发观众强烈的心理和

情感共鸣，深刻体现出中华民族在战疫中形成的巨大凝聚力和英雄主

义精神的宏大主题。

另外，抗疫题材纪录片中采用微观叙事的也占有一定比重。这些

纪录片往往以表现个人故事为主，把镜头对准普通个体，聚焦人物情

感细节，通过日常化、生活化和平民化的记录和表达，讲述各行各业的

普通人在疫情期间的情感故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纪录频道制作

的《武汉：我的战“疫”日记》采用流行的Vlog（视频日记）形式，讲述了

医护人员、外地援助者、坚守岗位的劳动者以及普通市民等亲历者在

武汉抗疫中的温暖故事。中国人口宣传教育中心制作的《生命至上》讲

述了战疫第一线各路人马共克时艰的故事，作品内容真实感人，展示

了中国人民众志成城，与疫情奋力抗争的不屈面貌和奉献精神。这些

纪录片以微观叙事切入内容，各有特色、各有侧重，聚焦抗疫过程中的

感人瞬间，生动真实、富有人情味，引发受众情感共鸣。同时，微观叙事

作品具有风格节奏紧凑、时长剪辑灵活等特点，更适应微博、微信和抖

音、快手等移动客户端的传播特点，从而能够达到较好的传播效果。

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纪录片求新、求变，整体上朝着平民化、社

交化和网络化转型。抗疫题材纪录片通过创新作品样态，丰富叙事视

角，借助网络传播，在创作风格上不断融合发展，宏大叙事中的家国情

怀被受众更好地接受，微观叙事中的个人故事表达更加打动人心。

纪实理念突破传统，真实彰显人文关怀

在突发疫情的现实背景下，纪录片创作在理念上不仅要为国家和

民族保留真实的时代记忆，而且更加强调真实性、知识性和关怀性。

在这样纪实理念的影响下，出现了许多还原真实疫情现场、传播

健康科学知识、传递爱与关怀的富有人文精神的作品。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视听新媒体中心制作的《疫情24小时——慢直播|与疫情赛跑！

见证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崛起全过程》多角度全景式对武汉火神

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施工现场进行24小时慢直播，纪录了“两神山”

崛起全过程，在疫情期间迅速形成巨大社会反响，向世界呈现了中国

应对疫情的态度和决心，传递了真实的“中国声音”。上海广播电视台

纪录片中心制作的《山河无恙——影响中国的疫情档案》，通过介绍从

甲肝、血吸虫病、鼠疫，到流感、非典等中国历史上所遭遇过的重大公

共卫生防疫事件，梳理了中国百年防疫史，传播健康科学知识，避免人

们因不了解新冠肺炎而产生恐慌。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制作的

《心声》不再局限于对现实场景的还原，而是通过网络征集、大众参与

的云采访纪录片，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真情沟通，使精神力量跨越影像

空间到达观众心灵，彰显真实情感和人文关怀。

这些纪录片，有的通过介绍国内真实环境、记录真实现场，对海外

某些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疫情的抹黑、造谣和污名化言论做出反驳；有的

希望通过向观众传播健康信息，帮助人们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时，能够

冷静、客观和科学地进行分析和判断；有的通过联结人与人之间的共

情，传递情感力量，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送去精神慰藉和人文关怀。虽

然上述各类作品在创作中有其自身的纪实理念，但是每一部抗疫题材

纪录片的制作初心，都是践行“生命至上”的准则，关心每一个人。

抗疫题材纪录片的创作理念突破传统，在还原现场和普及知识的

同时，向内挖掘人的精神力量，向外传递爱与关怀，并源源不断地注入

民族凝聚力的情感联结中，诠释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意义。

国际传播影响深远，塑造中国大国形象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不仅对各国政治体系、世

界经济金融和全球社会治理带来深刻的冲击，也对国际传播格局造成

巨大影响，这将成为全人类共同的历史和记忆。

我国抗疫题材纪录片不仅承担着记录疫情第一线的任务，而且肩

负起在国际环境引导正确舆论、讲好中国抗疫故事的使命和担当，参

与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和跨文化传播，尤其是提升疫情期间的国际传

播能力建设。例如，CGTN英语新闻频道制作的《武汉战疫纪》〈The

Lockdown:One Month in Wuhan〉是首部全景展现武汉抗疫历

程的中英文纪录片，回顾了疫情从快速暴发到逐渐被遏制的全过程。

该片在CGTN英语频道播出的同时，也在CGTN的官网、手机APP、

各海外社交平台账号（YouTube、Twitter、Facebook）全网推送，

观看量破亿，在全世界引起巨大反响。疫情的全球大流行虽然使世界

人口流动停滞，却提高了网络信息传播的流动性。虽然中国在以西方

文化为主导的世界传播体系中一直处于弱势地位，但是当中国疫情得

到基本控制后，世界各国必然更加关注中国的抗疫经验。

因此，抗疫题材纪录片内容丰富，充满着正能量，必将承担起纪录

片不同以往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国家的进步与发展不是一朝一夕就能

实现的，而是依靠几代人辛勤的汗水努力奋斗出来的；打赢这场抗击

新冠疫情的战役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成功的，而是依靠全体人民同心

战疫共同赢得的，这些历史记忆通过影像永久留存，并在当下为世界

各国了解中国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

历史之所以值得被人铭记，是因为历史的创造者就是人民。面对

疫情，抗疫题材纪录片的创作源于中国全社会战疫的现实，为了讲好

中国抗疫故事，中国纪录片人以生命记录生命，各大创作主体、纪录片

人奔赴一线，为国家、民族、时代留存了影像记忆，向世界展现以人为

本的中国精神和大国担当，传递了中国文化和思想价值，塑造了中国

在国际环境中的大国形象。这些真实感人的同心战疫纪实影像，见证

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抗疫精神。

近日看到话剧《危机公关》这部戏，

我感到惊喜，颇有相见恨晚之感（五年

前曾经演过一轮）。

“生活”是它的主人公。《危机公关》

表现了当代生活的严峻性，表达了当代

国人的深深关切。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话剧创作一

直都在关注着在物质文明越来越发达

的同时，人的精神，人的灵魂，中华民

族道德建设的重要问题。我们越是不

断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靠近，就越是关注中华民族的当代品

格。这是时代发展的需要，这是人民

共同的心声。这也是话剧现实主义创

作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

如果说在话剧《长安第二碗》中，

创业的人们喊出了自省省人的警示：

“灵魂何处安放”，那么，话剧《危机公

关》则对那些把灵魂当赌注，把他人

的痛苦当成钞票存入银行账户的人，

发出了厉声质问：良知何在？！

《危机公关》的主人公许达年（原名

许大碾）在20年前因经销假酒，犯下了

使消费者致盲终生的严重罪行。但他

漏网了，不但没有得到法律的惩处，反

而把自己经营成了暴发户，俨然进入所

谓“上流社会”，成了很有“身份”的人。

然而，危机不期而临。他先是为阻止儿

子与盲人的女儿结婚，继而又面对 20

年前的旧案即将重新曝光的危机，于

是，他长袖善舞，展开了一系列的“公

关”手段，从反对儿子的婚姻到急转为

支持，甚至安排他们到法国去度蜜

月……堪称“阴谋与爱情”。而这一切

的背后，还有一个叫楚万里的家伙，为了钻营攀

升，巧取豪夺，最终取许达年家族而代之，竟然抓

住了许达年犯罪的真相，进而威胁、操纵许达年，

打入他的家族核心。这个与《浮士德》中魔鬼靡

菲斯特颇有几分类似的人，就是利用了许达年良

知的迷失，大行其道，企图使他一步步滑向万劫

不复的深渊，自己则从一个小城市酒店的中层管

理人员，一跃变为财富大佬。

许达年和楚万里的形象塑造显示了本剧现

实主义创作的深刻性——前者是良知迷失的典

型，其危机已如大厦将倾；后者是蛇蝎心肠，道德

沦丧到了极致。所谓的严峻的警示就在于此：他

们用市场上的利益最大化原则代替道德规范，使

之成为人与人关系的准则。看到这些，善良的人

们必将不寒而栗，奋起痛斥，维护我中华民族五

千年来的优秀传统，建设我们新时

代的新风尚。

而受害致盲的戴望远和他的同

伴始终坚守正义，许达年的儿女则

嫉恶如仇，这都给全剧增加亮色，平

添了力量。也正是由于他们对良知

的守望，才最终使良知未泯的许达

年在正义面前下跪了，跪出了本剧

的主题——任何阴谋都无法遮掩罪

恶，良知的救赎是人性最后的一线

光亮；而坚守正义、维护正义才是光

芒四射的希望，为救赎归附之所在。

这出戏，非常切合莎士比亚借

《哈姆雷特》主人公的台词所说的，

戏剧创作就是“给自然照一面镜子，

给德行看一看自己的面貌，给荒唐

看一看自己的姿态，给时代和社会

看一看自己的形象和印记”（见该剧

第三幕第二场）。这样的戏，无疑，

主角就是生活。

精致严谨的戏剧结构发散出戏
剧艺术的魅力。在剧本创作中，结

构是最重要、最困难的问题之一。

它似乎是静态的，实质上却是动态的，因为

戏剧的本质是动作，是一串完整的因果链

条的衍化，结构也在戏剧动作中衍化，直至

最后的完成。《危机公关》就是这样的一个

典型。

全剧一开始就是许家（包括乔慧桢）

把不相识的戴家（戴望远和女儿戴明明

等）设置在对立地位，因为许家的儿子许

庆恺私自拿走户口本，与戴明明去结婚登

记了。作为“危机公关”的第一个戏剧动

作就是许达年去戴家阻止许庆恺、戴明明

的婚姻行为。

这就是最初的结构形态：许达年一

方（曾经坑害别人的一方）与戴望远一

方（受害的一方）的对阵。

但是，随着楚万里（坑害曾经坑害别人

的许达年一方，坑害能够坑害的所有人）的

出现，许达年惊恐地发现戴望远及其两个

伙伴就是20年前自己销售假酒的受害人，

于是，惊恐万状的他出台了第二个“危机公

关”行为，那就是顺水推舟，赞同儿女婚姻，

竟然与对立一方的戴望远成为了关系和睦

的亲家。双方变成一方了？这是第二种结

构形态。

第三种结构形态是，在楚万里的挤压

之下，许达年被迫把楚万里安排在自己一

方的核心位置，同时，为了麻痹和瓦解许庆

恺与戴望远追查20年前假酒案的行为，将

戴望远调入自家公司做监察员。这样，受

害的正义一方竟然“汇入”坑害人的非正义

一方的要害部门。

许达年的攻关行为失控了，骑虎难

下。而楚万里则把许达年的“危机公关”

变成了自己的窃夺行动，疯狂地逼迫许达

年，占有乔慧桢，欺骗乔庆蕊，攫取许家公司的

半数持股权。许达年从“坑害方”变成了“受害

方”。而戴望远禀性难移，耿直不变，又与许家

核心人物乔慧桢就红酒年份造假问题，发生直

面冲撞。如此复杂多变，内涵丰富，便是全剧的

第四种结构形态了。

第五种结构形态，就是良心未泯的几近窒息

的许达年，对自己坑害过的戴望远和他的两个同

被坑害的伙伴，诚恳地跪下，宣布自首。同时，单

纯天真而嫉恶如仇的乔庆蕊诱使魔鬼楚万里共

饮毒酒，同归于尽。

戏剧矛盾如此一波三折，全剧结构形态如此

瞬息多变，全部基于主要人物内心世界的丰富演

绎，基于生活潮流的丰富性和不可逆性。如此这

般的精致严谨，怎么能不引人入胜。戏剧艺术的

魅力就是这样让生活点燃了。

戏剧不讲究戏剧性，不讲

究戏剧结构的精致严谨，哪里

还有魅力可言。

尚有可琢磨的空间。假

如站在正义一方的许庆恺除

了发帖，还有进一步的实际行

动，与戴望远结合得更加紧

密，对父亲许达年具有善意的

直接的深刻的警示，不使楚万

里成为全剧戏剧行动发展变

化的唯一推动力，那么，全剧

就可能会改变正面力量相形

见绌的倾向。

以纪实影像见证伟大的抗疫精神以纪实影像见证伟大的抗疫精神
□□张亦舒张亦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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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京市文联、北京剧协和北京演艺集团《新剧

本》杂志共同主办，北京青年戏剧工作者协会承办的

“2020老舍青年戏剧文学创作人才培养计划”成果汇

报暨创投会日前在京举行。经过了长达半年的专业培

训及剧本修改、评选工作，入围本次培养计划排名前

十的作品名单在会上予以公布。青年编剧、业内专家

及制作机构代表等，结合本次所有入围作品在题材选

择、创作风格、思想内涵等方面的特色趋向等，围绕当

下青年编剧的创作问题等话题展开了交流研讨。

与会专家认为，从入围作品的整体情况来看，青

年编剧在创作题材与艺术风格上展露出更多样化、多

元化的鲜明特质，创作者面对生活敢于以不同方式表

达的勇气弥足珍贵。不少作品令人耳目一新，展现出

青年人独特的想象力和富有个性化的创造，疫情使多

数作品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创作沉淀后的质感。同时，

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培养计划的平台为“90后”“00

后”青年编剧的集体发力提供了良好的向下与向上生

长的土壤，青年创作者在加强对生活的感悟、文学的

理解和穿透心灵的力量方面仍需继续努力。不少参会

的民营文化公司代表亦表示，多年来，培养计划为行

业培养“腰部作者”、孵化优秀作品并为其搭建有效

“上升通道”等方面提供了大量选择机会，对整个行业

的未来发展具有积极推动作用。本届培养计划中的不

少作品今年已受邀参加了北京市西城区百姓戏剧展

演、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北京大运河文化艺术节等

戏剧节和展演季，培训成果得到了进一步彰显。

据介绍，“2020老舍青年戏剧文学创作人才培

养计划”自今年4月起开始征集作品，全国共有31位

青年编剧的29部作品入围。李东、罗怀臻、姚达、王

宝社、牟森等业内专家从6月开始陆续为入围的青

年编剧在线授课，为其成长指路；同时，冯大庆、郭富

民、胡叠、彭涛、吴彤、吴玉中、梧桐、颜全毅、杨乾武、

张先等受邀担当“一对一”剧本辅导导师。期间，组委

会还为学员开设了72小时速记式工作坊等创作交

流活动。9月至10月，10位导师对提交的29个终稿

剧本进行评分，最终选出了10部优秀作品，分别为

《马走日》（顾攻）、《地狱变》（徐珺蕊）、《一念》（臧宝

荣）、《千禧年的骆驼》（聂子帅）、《烧月亮》（石良业、

喻汀芷）、《拥抱》（肖竞）、《奇异的光》（鲍丹露）、《茶

馆背面的小房子》（周广伟）、《九歌》（闫平）、《北平荷

花香》（张钰铖）。

（路斐斐）

2020老舍青年戏剧文学创作人才培养计划成果汇报暨创投会在京举办
12 月 19 日，中国儿童艺术剧院

2020年新创现实题材童话剧《萤火虫姐

弟历险记》在京首演。该剧通过生态指示

生物萤火虫“小姐姐”和“小弟弟”在城市

中的“冒险”经历，带领小朋友们发现那

些身边可能被忽略的生命，在共同历险

中增长知识，深入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

为了创作好这部现实题材作品，主

创们选择“蹲下来看世界”，以孩子们更

易接受的角度，以小小的萤火虫为切入

点，通过探索自然界的各种生物和法则，

去传递保护环境、尊重生命的理念。中

国儿艺院长、该剧编剧冯俐表示，该剧通

过萤火虫的生命历程来表现人与自然的

关系。希望孩子们通过该剧能认识到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性，学会尊重每

一种生命。

《萤火虫姐弟历险记》构建了人类世

界和童话世界两个空间，并设定了人类、

动物、精灵三个角色系统。如何生动清

晰地呈现这些元素，既是主创们的难点，

也是这部作品的亮点。该剧在人偶设

计、肢体表达、舞美风格、音乐创作、多媒

体特效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营造了一

个充满斑斓想象的舞台空间，体现了观

照现实的人文情怀。25位演员通过活

灵活现的精彩演绎，为观众提供了丰富

可感的观剧体验。 （王 觅）

中国儿艺推出《萤火虫姐弟历险记》

新作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