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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评点 评 点

关 注

1928年底，国民党反动派调集重兵进攻井冈山根据地，红四军党代表毛泽东、
军长朱德为了缓解井冈山的压力，率领红四军主力部队下山奔赴赣南，一路上遭遇
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红军历经多次失利后仍然百折不挠，在至关重要的大柏地
战斗中取得胜利，攻占了瑞金县城，实现了毛泽东的战略构想，为中央苏区的建立
初步打开了局面。

由青年导演李小军编剧、执导的《谁持彩练当空舞》即取材于这段历史，该片已
于4月10日正式公映。影片可以分为两大段落，其一为红军离开井冈山后的连续
失利，这部分内容对当时的严峻形势进行了真实展示，没有避讳红军队伍中一度出
现的沉闷氛围。但毛泽东、朱德始终坚信原定计划的正确性，他们的信心、决心为红
军取得最终胜利提供了保障。其二为大柏地战斗的筹划、作战过程。大柏地之战显
然是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的一系列战斗中最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场，在这场战斗中，
毛泽东端起枪亲自冲上战场。两部分中间的内容，就是毛泽东在雪中面对兵力大幅
度减员的红军将士所发表的演讲。这场演讲是本片的一场重头戏，极具华彩意味。
站在漫天雪花中，毛泽东胸有成竹，他通过一番情理兼具的演讲，把离开井冈山、转
战赣南的必要性充分传达给红军战士，打消了一部分战士中存在的消极情绪，毛泽
东的领袖形象和人格魅力跃然银幕之上。这部作品牢牢抓住红四军转战赣南的作
战过程这条主线，故事脉络清晰鲜明，主次比例得当，还充盈着大量生动真实的历
史细节，可见主创者对当时敌我斗争的严峻形势建立了深入扎实的了解，这才能够
得心应手地对影片结构进行把握。红四军转战赣南的一系列战斗，就场面的宏大而
言，显然不及《血战湘江》《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席卷大西南》等影片
所涉及的场景，但这一行动尤其是大柏地战斗，也是在革命战争历史中有着重要意
义的篇章。影片正是通过对这一历史时期的毛泽东形象的刻画，以及对这段历史的
真实呈现，将毛泽东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更加全面、完整地在银幕上呈现出来。

与主旋律影片往往通过宏观视角讲述剧情不同，《谁持彩练当空舞》中有大量剧
情是通过贺子珍的视角展开的，凸显了主创通过新颖的叙事手法展示当年历史片段
的独特匠心。影片中的贺子珍，其实兼具红军队伍中普通一员、毛泽东爱人两重身
份。毛泽东韬略过人、指挥若定的领袖风范，行军过程的艰辛、战斗的激烈，红军战士
之间的战友情，战士和群众之间的鱼水情等，观众通过她的视角一览无余。片中很少
对战场进行全景展示，更多的是由贺子珍个人化的视角出发，观众在不知不觉中被
牵引着走进了历史，进一步增强了代入感。影片中贺子珍口吻的画外音频频出现，对
跌宕起伏的紧张剧情有所缓和，使得观众得以沉下心来品味历史、揣摩剧情。

“谁持彩练当空舞”一句，出自毛泽东词作《菩萨蛮·大柏地》。影片以回忆的方
式展开，1933年，毛泽东、贺子珍回到了大柏地，两人站在布满了子弹洞的墙壁前，
回想起当初的战斗历程。毛泽东望着雨过天晴后的绚丽彩虹和苍翠辽阔的田野，抚
今追昔，往日的战斗场景涌上心头，吟诵起“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的
词句。这种追溯往事的手法，为原本激昂壮烈的战斗，赋予了历史纵深感和沉思意
味。片中，词句的吟诵过程和毛泽东、贺子珍对当年大柏地战斗的追忆，形成了巧妙
的互文结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从词句中溢出，不但为影片奠定了基调，还带来了
丰富的审美层次。影片结尾，雨后的赣南大地长虹高悬，田野葱翠。这一壮美画面既
是对历史的重现，也是对党领导的革命战争胜利前景的预示。

《谁持彩练当空舞》的成功，为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带来启示：既要充分关
注重大历史事件、重要时间节点，同时还要不断回溯历史细微处，探勘历史进程
中的每一处足迹，并深度结合特定历史时期的时代特征、氛围，努力探索更新颖
的艺术手法，从而更强烈地唤起人们敬仰、缅怀先烈的思想情感，使得观众从历
史中汲取力量。

（作者系《中国艺术报》理论副刊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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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AIGC、CG动画、数字资产等新技术的快速
发展，纪录片制作呈现出繁盛的多元样貌，但同时也
存在背离纪录片生命本质、忘记纪录片使命担当等多
重乱象。在5月8日由中广联合会主办，中广联合会纪
录片委员会、山东广播电视台承办的中国广播电视大
奖纪录片获奖作品分享会上，《大河之洲》《又见三星
堆》《老区的“华丽一族”》《看见纪南城》《岳麓书院》
《加油！新时代》等六部优秀纪录片主创代表进行了创
作分享，来自国家广电总局、中国传媒大学、北京电影
学院等单位的滕勇、赵捷、陈真、张雅欣、梁碧波、干超
等业内专家对获奖作品进行了分析点评。

你真的知道什么是纪录片吗？

什么是纪录片？北京电影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
浙江传媒学院教授梁碧波感到，许多一线创作者的
困惑，都源于对纪录片这一基本概念的认识不够清
晰。他谈到，在早期影像拍摄现场，机器十分笨重，不
易移动。伴随着1895年法国导演路易斯·卢米埃尔
的电影《工厂大门》的诞生，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电影
从此呱呱坠地。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黑白无声短
片记录了法国里昂卢米埃尔工厂放工时的情景，是
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由此得出结论，纪录片是
一切活动的影像叙事的原点，电影由此诞生、由此起
步。基于拍摄手法和拍摄重点的不同，电影创作逐渐
走向两个方向：一种是以卢米埃尔兄弟为代表，在现
实轴去捕捉生活现象，拍摄真实的生活；另一种是以
梅里埃为代表，拍摄舞台上已经加工的虚构的生活，
电影自此开始出现虚构与非虚构之分。现在通常有
一个说法，认为电影都是指剧情片电影，实际上这是
不完整的。在任何综合性电影节展中，应包括故事片
电影、纪录片电影和动画片电影三部分，至少应分为
虚构和非虚构两类。

“编出来的是故事片，找出来的是纪录片。”纪录
片又可以分为三种流派：分别是以画面+解说形式
呈现的格里尔逊模式；以德鲁为代表的观察、记录、
不干涉的直接电影模式；以让·鲁什为代表的通过采
访等形式介入拍摄的真实电影模式。三种模式各有
优长：格里尔逊模式可以更直接地表达导演意图，直
接电影模式可以更好隐藏作者，真实电影模式便于
表达内心。

当下业内还存在一种误区，认为专题片和纪录片
是两回事，其实并非如此。国内所说的专题片这种形
式正是纪录片的格里尔逊模式。专题片是最基本的纪
录片形式，当前全世界三分之二的纪录片都是用这种

方式生产的。但许多对专题片的诟病，往往是源于创
作者在内容上犯了“五话”连篇的毛病，即假话、大话、
空话、套话、废话充斥其间，令人反感，内容上的问题
不该让形式背锅，创作者需要明确，专题片是最早的
纪录片形式。

如何把握“纪实创作”与“真实再现”？

次日举办的研讨会上，中国教育电视台副台长陈
宏、哔哩哔哩纪录片高级顾问朱贤亮、山东广播电视
台纪录片中心主任刘卫斌、吉林广播电视台纪录片创
作中心高级编辑赵大为、浙江卫视国家一级导演许继
锋、阿里大文娱优酷纪录片内容总监张伟等业内专家
学者就如何把握“纪实创作”与“真实再现”展开深入
交流。会议由中广联合会纪录片委员会副会长沈书
主持。

专家认为，当人们可以通过技术近乎完美、快速
地将头脑中的想法落地，越发可以认识到，生而为人，
不完美就是完美，变化就是永恒，残缺就是圆满，不尽
如人意恰恰是常态，而对这样内容的捕捉，纪实创作
无疑是一个重要载体。在纪实创作过程中，要特别留
意细节的抓取，并通过有趣的方式将其呈现出来，是
否有趣则取决于人物是否生动、语言是否有感染力。
纪实创作与社会现实是有区别的，纪实创作不是完全
地还原社会现实。正如安德烈·巴赞所提出的，电影是
现实的渐近线。纪实同样也是现实的渐近线。如今纪
实手法也呈现出多元变化，会有更多蒙太奇手法介入
到纪实创作中。

相较于对现实的表现，如何介入历史是更具争议
性的。专家谈到，最早纪录片中没有“真实再现”。到了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纪录片中也不会大量使用真实
再现，即便用也较为含蓄，比如人物等会以剪影等形
式出现，用一句歌词来比喻就是“羞答答的玫瑰静悄
悄地开”，人物出场的时候是羞答答的，离开的时候也
是静悄悄的，彼时会在真实再现的段落上注明“真实
再现”或“情景再现”以提醒观众。时至今日，“真实再
现”的人物已经从“背影”慢慢转过身来，可以面朝观
众开口说话了，甚至在真实再现方面做得比剧情片都
好，比如纪录片《何以中国》。关于如何使用“真实再
现”，有创作者谈到自己更在意空镜叙事、并注重将有
叙事化的动作置于镜头之外，从而追寻一种有别于动
作真实与叙事真实的精神真实。尽管AI技术为创作
者重建现场提供了很多技术便利，但需要警惕细节被
所谓的技术填满，否则也可能使想象空间消失殆尽。
创作者要学会依靠观众的想象力，与之一同完成历史

现场的建构。
采用纪实创作还是真实再现手法，专家们认为要

考虑两个因素，一是题材是否合适，二是成本是否足
够。变化的是创作形式，不变的是真实内核。纪录片创
作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创作者要敢于尝试
新的创作手法，推陈出新，为观众奉献更多优秀作品。
但新技术的使用应该是用来辅助说明真实事件，增加
片子对真实事物的表现力、表达力，而不是混淆、掩盖
甚至歪曲事实。特别是在展现历史时，纪录片人不只
要做一个历史的叙述者，还要有勇气和野心，秉持人
民史观的视点，做一个真正历史的建构者。

今天的纪录片拍什么？

活动现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俞虹、
纪录片导演李成才以“今天纪录片拍什么”做主旨演
讲。专家谈到，中国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心。在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纪录片人要了解世界背景、
中国位置，再了解个体位置，继而锁定关注范围，寻找
到纪录片的话题主张。要在世界坐标下拍片子，努力
跨越各种语言、情感、文化背景的差异与不同。纪录片
作品要进入到社会的主流情绪里面，创作者要找到当
下百姓可以接受的表达情绪、表达方式、表达语境，优
秀的纪录片不仅是文以载道、文以颂世，还要文以传
真、文以思考。

也有专家认为，创作者不能简单地被一种类别限
制了创作，拍摄过程中应辩证处理真实性、当代性和
历史性问题：真实性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辩证统一。
我们不能以客观为由去游离主观性的主导位置。创作
者应在强调客观真实的同时，意识到主观性的强大力
量；当代性意味着纪录片人从当代人的真实视角和影
像伦理角度思考，我们既不可能超越所处时代去记录
之前或之后发生的人类行为，也不能仅仅为当下而当
下。像本次获奖纪录片《加油！新时代》，它集合了全国
纪录片的力量去关注当下现实，而且以个体为视角进
行记录。

所以，关于当代性的讨论，也涉及了媒介特性，以
及媒介场域力量与价值流动；历史性则涉及时间问
题，海德格尔曾说，一旦时间被界定为时钟的时间，那
就绝无希望达到时间的原始意义。所以，历史不能仅
仅界定在一个时钟的时间，昨天是今天的历史，今天
是明天的历史，我们都行走在历史中。因此任何历史
题材，都必然烙下现实表达的印记，都是对历史史料、
史实、事件、人物在当下的再发现、再解读，从而成为
今天的新档案。

为“纪实创作”与“真实再现”正本清源
——中国广播电视大奖纪录片获奖作品分享会侧记

□本报记者 许 莹

本报讯 5月16日，由中国电视艺委会主办的电视剧《城中之城》研讨会在京
举行。电视剧《城中之城》根据作家滕肖澜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该剧聚焦2018年
前后国家金融改革与发展这一时代背景，以陶无忌、赵辉两代银行人的迷茫与奋
斗、守正与搏杀的人生抉择为切入口，全景式地展开金融城内银行、证券、信托、投
行、地产商等各色人等的命运沉浮，折射出大时代的奔涌浪潮。

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司长高长力认为，该剧创作带来很多启示：一要有雄
心，紧跟时代脚步，聚焦国之大者，从不同角度反映波澜壮阔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二要有耐心，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用心创作，精心打磨；三要有真心，追求生活真
实，尊重艺术规律，生动反映人物的复杂性与立体感。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广
电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罗毅谈到，从年初的《繁花》到今天的《城中之城》，都可以视
作不同时期上海率先开展金融体制改革的真实写照。《城中之城》通过影视语言，反
映了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这一重大论断，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现实意义。

剧中抽丝剥茧地呈现了人性挣扎的中间地带，刻画出丰富立体的“灰度人
物”，引领观众思考正义与利益、法理与人情等严肃议题。《城中之城》中赵辉的扮
演者于和伟谈到，“赵辉这一有灰度的角色是我之前没碰到过的，作为演员，我爱
这种有灰度的人物，他具有现实主义的价值”。针对灰度人物的塑造，多位专家
表示，赵辉这一人物形象远远跳出了银行剧、金融剧、反腐剧本身，打通了人性和
人心的通道。这也启示创作者，文艺作品除了歌颂真善美和鞭挞假恶丑之外，在
好人与坏人中间还有一个丰富而广大的表现空间，优秀的文艺作品应该在这中
间去见证世道人心。 （许 莹）

专家研讨电视剧《城中之城》：

灰度人物让现实更具锐度

一种迷人的美向你走来一种迷人的美向你走来
——评迷你剧集评迷你剧集《《我的阿勒泰我的阿勒泰》》

□□艾克拜尔艾克拜尔··米吉提米吉提

那天在奎屯与一群哈萨克朋友相聚，居然话题是
迷你剧集《我的阿勒泰》。他们说，该剧确是把阿勒泰
的美景展示得淋漓尽致。那美丽的山川、广阔的草原、
清冽的河流、郁郁葱葱的红松林、婀娜多姿的白桦
林……有如一幅幅油画，就在那里触手可及。

这部改编自新疆作家李娟同名散文集的剧集，确有
它独到之处。李娟对哈萨克草原的描写，可以说是细致
入微，把那里的人和事刻画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这一
点奠定了这部迷你剧的成功和热播，也再一次印证了文
学是艺术之母，文学品质决定影视品质的高下，这是颠
扑不破的真理，当然也是艺术创作需要遵循的规律。

剧中演员们的敬业精神令人感动。他们为了演好
这部剧，学习哈萨克语、学会骑马放牧。演员们在剧中
真的使用哈萨克语会话，这些语言用中文字幕标出，
使该剧有了一种全新的气质，生动而鲜活、十分迷人。
值得一提的是，剧中有一幕是女主角李文秀和好友托
肯在乡村舞会上跳舞，她们跳的是哈萨克族传统舞蹈

“黑走马”——哈萨克语是“卡拉角勒哈”，“黑走马”这
个译名还是我当年翻译的，看到倍感亲切。随着剧集
的热播，这个古老的舞蹈也许会成为流行舞。一部优
秀的影视作品，一定会留下一个独特的文化符号。比
如1960年代上映的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其插曲《花
儿为什么这样红》现在仍常唱常新。电影《闪闪的红
星》主题曲亦是如此。我希望《我的阿勒泰》能与“黑走

马”这个独特的文化符号相伴而行。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剧中，各民族同

胞相邻而居，十分和谐。青年人更为时尚，他们忠实于
自己的心灵，不同民族青年间迸发出爱情的火花，结
出果实，无不让观众倾心动容。这一切让人感到，《我
的阿勒泰》真美好，现实生活真美好，爱情令人着迷，
草原年轻人的生活真有活力。

当然，时代在变迁，生产方式也在由农业时代、工
业时代、信息时代，不知不觉推进到人工智能时代。哈
萨克人依旧保持着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部分年轻人
选择告别草原生活，融入到城市中去。然而，在城市钢
筋水泥森林中生活的人们，在看过《我的阿勒泰》之
后，却想放飞心灵，游走一趟阿勒泰，享受大自然，享
受那里的清新空气，聆听那里河流的涛声。还有那些
美丽的鲜花，花开如海，花海上彩蝶纷飞，蜂群嗡嗡振
翅如痴如醉。雄鹰在苍穹盘旋，鹿儿在林中徜徉，松涛
阵阵，一切是那样的美好。

我在某日返京的飞机上，与来自和田的母女俩并
排而坐，不知不觉中，她们聊起了《我的阿勒泰》。她们
几乎是在信誓旦旦地说，今年夏天无论如何要去一趟
阿勒泰看看。昨天晚上在江苏盐城与几位朋友相聚，
他们的话题也依然是《我的阿勒泰》。无疑，剧集有效
助推了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据携程数据显示，电视剧
开播至今，阿勒泰的搜索热度环比上月同期增长1

倍，阿勒泰地区的度假产品预订量环比上月同期增长
超370％。显然，美好的事物会让不同的人群产生共
鸣，这就是艺术的力量。

《我的阿勒泰》也为国产迷你剧的异军突起再助
力。每集40分钟，8集一共320分钟，却让众人为之振
奋。该剧的成功也启示创作者，原来拍这样快节奏、有
内容的迷你剧，不用花费几近天文数字的成本投入，
一样可以拍摄得如花似锦、美不胜收。

那些真实的镜头突然唤醒人们当年的记忆。是
的，电视机总是飘着雪花，信号不稳，拍一拍便能显现
些许信号，一时忍无可忍，最终把它拆开。剧中李文秀
的母亲用土坯垒成电视框架，在那里观看框架中的土
鸡，却走来了女儿，故事便徐徐展开，引人入胜。

不过，那些哈萨克朋友说，剧中有一处画面与生
活不符，就是李文秀从马上摔下来，居然脚被马缰绳
拖着。草原上如果真有谁摔下马来被倒拖着，那一定
是脚套在马镫子里才会这样。我说，那可能是主创团
队觉得有风险，担心演员真的拖伤了，所以换一种方
式处理。除了草原人清楚这些，更多观众是看不出这
点破绽的。他们似乎认同我的看法。

无论如何，《我的阿勒泰》是一部成功的迷你剧。
瑕不掩瑜，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将证明这一点。

（作者系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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