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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纪录片《《漓江漓江》》创新阐释中国文化符号创新阐释中国文化符号
□□张雅欣张雅欣 吕吕 茵茵

作为世界自然遗产，位于广西桂林的漓江不仅闻
名于其独特的山水景观，更是两岸居民生活和文化的
滋养之源。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
中心、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广西广播电视台联
合摄制的六集纪录片《漓江》热播，该片通过对漓江生
态系统、物产资源、民俗风情，及其沿岸居民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生活方式的呈现，促使观众看见山水之秀、生
态之优、人文之美。

山水之秀

漓江的美从哪里来？带着这一疑问，《漓江》开篇
便以滑翔机俯瞰漓江美景的个人化视角，呈现了漓江
自然景色的秀丽。“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玉带蜿
蜒画卷雄，漓江秀丽复深红”等绝美诗句中所描绘的醉
人美景跃然荧屏。该片通过颇具匠心的多角度拍摄与
制作手法，以契合观众审美的方式将漓江山清水秀的
自然景观呈现出来。特别是广角、俯瞰等大场景拍摄
手法的运用，不仅突出呈现了漓江及其周边恢宏壮丽
的喀斯特地貌，更营造了大自然的广袤与神秘感。该
片还通过特写镜头展示了漓江流域的独特生态细节，
强化了观众对“微观之秀”的认同。猫儿山雄性小鲵

“恪尽职守”地守护着产房等待孵化、池鹭毫不留情地
捕猎掠食、猫儿山山坡上的大树树干爬满青苔、江边
春天盛开的桃花粉妆玉琢……这些细微景象通过特
写镜头被放大，为观众带来真实且直观的感受，使其
更加深入地感受到漓江自然生命的脉动。色彩运用
也是《漓江》呈现山水之秀的手段之一。漓江流域的
不同季节色彩斑斓，影片通过高饱和度的色彩表现，
呈现了漓江的丰富面貌：春天，漓江两岸桃花盛开，桃
花的粉红与江水的碧绿形成了强烈对比，象征着自然
生命的复苏；夏天，漓江被郁郁葱葱的植被覆盖，绿意
盎然、繁茂热烈；秋天，稻田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出丰
收的金黄；冬天，漓江笼罩于冰雪之中，给人一种寒冷
而宁静的视觉效果。这些色彩的变化绘就了一幅美丽
的自然画卷，增加了视觉吸引力，也让观众在“色彩之
丰”的包围中，进一步强化了对这片山水在美学层面上
的情感认同。

生态之优

漓江的水到底从哪里来的？漓江的岩溶地貌究
竟是如何形成的？在呈现了漓江的美景之后，该片
回应了观众更深层次的知识需求。观众跟随片中对
漓江沿岸绿色农业种植、生态技术开发的呈现，进入
到漓江生态知识的科考层面。纪录片不再只是浮光

掠影的导览式的美景介绍，而是有知识趣味的深层
内容供给。这些内容是观众即使到了漓江也难得一
见的。这也是在强调注意力经济的今天，观众为什
么要花时间再通过纪录片《漓江》来欣赏漓江的重要
原因。

《漓江》主创团队选择将漓江作为一个生动、复杂
且充满生命力的生态系统。在这里，人类、动植物、山
川江河相互依存、共生共荣。在展现漓江生态系统
的基础上，该片进一步通过直观、清晰的镜头语言，
揭示了漓江过往面临的生态问题与解决方案：螟虫
大面积侵害稻田，导致产量减少，危及农民生计。针
对这一问题，农民通过与科研人员合作，引入赤眼蜂
等自然捕食者控制水稻螟虫的扩散。这种“以生态
治生态”的方法，避免了因化学农药过度使用而带
来的水污染等问题。面对松材线虫病对森林生态
系统的破坏，科研人员通过引入生物防治手段，比如
白僵菌等，有效遏制了松材线虫病的传播，保护了漓
江周边的森林生态系统……《漓江》正是通过上述方
面，帮助观众认识到科学治理之于生态保护的积极
作用。

除此之外，本片还呈现了这些治理行动对整个生
态系统的长期影响。片中以全屏字幕形式着重突出

“漓江指数”。该指数旨在全面评估漓江流域的生态环
境质量状况及其保护工作成效，使得“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漓江”等人与自然的良
性循环互动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人文之美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该片以高度的文化自信与
文化自觉，深入挖掘漓江的人文之美。片中，颜延之、
张九龄、柳宗元、韩愈、李商隐、米芾、石涛等文人墨客
都与这片山水产生关联。其中，南宋诗人王正功的“桂
林山水甲天下”堪称最具影响力的漓江推介词。这句
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诗将这种美与个人的踔厉奋发以及
宏大的国家气象相联系，赋予了其更广泛的文化内涵。

该片展现了发生在漓江沿岸的人文故事，揭示了
蕴含其中的精神与情感力量。片中，南非设计师伊恩
逐步融入当地村庄的生活，转变为“依村而生”的村
民。他在桂林的生活不仅仅是其个人选择，而是在与
村民兄弟般的互助关系中逐步达成的。村里人帮他一
起盖房、装修、搬材料，他也为村里人酿酒、做设计，形
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守望相助。

当我们在寻找适合对外传播的文化符号时，往往
忽视了对于现有文化符号的再阐释。纪录片《漓江》
对于漓江的阐释具有当下感、年轻态。它不再只是以
游船、竹筏等传统形式游览漓江，而是让观众看到年
轻人潜水、攀岩、跳伞等多样化、个性化的亲近漓江的
方式，相信这样的方式，能够吸引更多游客走入漓江、
爱上漓江。

（作者张雅欣系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吕茵系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硕士生）

新作点评

电视剧《破密》基于真实历史大背景和真实人物创
作，精彩讲述了红军长征时期的无线电通信和技术侦
察专家蔡威光辉而短暂的一生。作为一个数学天才，他
接受组织安排，前往鄂豫皖苏区，白手起家为红四方面
军组建了第一部电台，凭借卓越的数学天赋和钻研精
神，研究军情侦听破译技术，一次次成功破译敌方密
码。在红军反围剿、四渡赤水、过雪山草地等长征途中
一系列重大战役、事件中，蔡威和战友们提供的情报为
红军打破敌人围剿计划、取得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电
视剧《破密》中，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们以年轻的、立体
的、丰富的、鲜活的样貌，来到了观众面前。该剧以文艺
的形式为英雄人物群体树立丰碑。

贯穿《破密》全剧的核心要件，是以密码为武器的
信息战，是敌我双方在无线电码的破译与反破译的较
量。剧情中如密码母本、电台、摩斯密码等概念，都具有
技术含量，专业色彩浓厚。时至今日，尽管通讯手段早
已迭代更新，但是，《破密》所表现的密码战仍然紧紧抓
住了观众的心。因为，剧中传递的密码与残酷的战争如
影随形。数字密码的传递或者解读畅通或者阻塞，都在
生死攸关之间、千钧一发之际。剧中，每一次密码破译
都像是在刀尖上跳舞，稍有错误，后果不堪设想。而破
译的方法，是一种高智商的博弈。蔡威说：“破译的方法
很复杂，不仅涉及了密码学、数学、人文、地理，甚至还
有历史和文学，需要持续不断地学习”。剧中蔡威用假
密本钓出奸细“喜鹊”，用莫扎特的乐谱破解敌人的新
密码，这种科学加理性、加逻辑、加灵感的“激战苍穹”

“隔空对决”，没有枪林弹雨，却是另一种惊心动魄的生
死博弈。除了“逻辑的猜测、选择、回归、纠正错误、慢慢
前行”，还有对对手的了解。剧中蔡威与国民党密码专
家黄季弼在密码破译领域激烈交手，隔空对抗，剧情紧
张激烈，张力十足。

《破密》不仅与电报战、情报战、谍战等有关，更关
乎信仰。以蔡威为代表的无名英雄们，坚守信仰，不惜
牺牲。蔡威受党中央派遣前往鄂豫皖苏区，从此与家人
失去联系。蔡威离家之时，妻子薛品萱对他说：“我知道
你做的事情是守着千万人的家。等你实现了，一定就会
回来，到时候就换你守着我，好不好？”每当蔡威迷茫或

想家的时候，便会拿出一个日记本，写上对妻子的思念和自己的想法，剧中数
度穿插了蔡威和妻子隔空对话互诉衷肠，犹如两夫妻的“两地书”，这些“相见
时难”的情感倾诉，是支撑蔡威坚定前行的精神力量。情感叙事与紧张的密码
战叙事交织在一起，为故事增添了温暖和人情的色彩。

站在生命的尽头，蔡威用手指敲出密码，以电报留下遗言，令人泪下：“我
可能活不到明天了，我干完了我今天该干的事情，我感到无比兴奋。”“我告别
今天，把明天留给我的儿子，我想对他说，父亲为你承担了今天的苦楚和艰辛，
是想把明天、阳光和幸福，留给你。”“为了你们的儿女、子孙，为了明天，要干
啊！”即便到了生命的尽头，英雄蔡威仍高举着理想信念的火把，照亮未来的
路。在故事中，战友们正在经历生离死别而默默流泪，而屏幕前，观众们则被崇
高的信仰、坚定的追求所震撼，心灵受到洗涤，得到陶冶与升华。

本剧以题材自身带有的真实力量和人物的传奇色彩打动人心。如剧中关
于“石达开之剑”的细节表现，主创巧妙地将历史叙述与艺术叙述相结合，使
《破密》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的品格相得益彰，这也是艺术匠心之所在。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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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5日，由中国电影家协会、宁
夏文联指导，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主办的电影
《江南：在爱开始的地方等你》观摩研讨会在京举
行。该剧根据康锐原创小说《月落姑苏》改编，并
由康锐编剧、导演，赖雨濛、刘冬沁领衔主演。影
片以爱情为主线，讲述了主人公孟瑶和陆骁以张
爱玲为起点，在苏州古城邂逅、相知、相爱，经历
风雨与命运波折，最终在爱开始的地方等待彼此
的动人故事，展现了主角之间跨越数十年的深厚
情谊。

康锐在谈及创作历程与幕后故事时表示，
他曾耗费一年多的时间打磨剧本，并且深入苏
州各地取景，体验当地生活。“在正式开拍之
前，我和我的团队几乎走遍了苏州的古镇、景
点、每一条大街小巷，力求最大程度地还原苏
州的真实风貌，拍出最具韵味的江南、最美丽动
人的苏州。”

与会专家谈到，影片真实地聚焦了年轻人的
爱情成长，反映了本世纪初的社会状态和青年人
的成长经历。该片不仅展现了爱情的甜蜜与温
馨、复杂与多变，并融入江南园林古镇的诗意浪
漫，赋予了影片浓厚的文化底蕴和地域特色。作
品中的故事与苏州的城市气质、精神相契合，寓
传统于青春，融古典于现代，在展现中国传统美
学和现代情感表达上具有一定创新性。专家建
议，影片在海外宣传发行时，应更加突出东方元
素和文人情怀，以吸引国际观众。（杨茹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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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新征程2024年纪录片大会”
在吉林举行

本报讯 11 月 3 日至 5日，由中国广播
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吉林省委宣传部主办
的“记录新征程2024年纪录片大会”在吉林
举行。来自全国的纪录片从业者齐聚北国江
城，共同探讨纪录片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发展
与创新。

国家广电总局宣传司副司长刘晓东谈到，
近年来纪录片播出时长连年增长，2023年达
到了90.67万小时，与2017年的 35.1万小时
相比增长了 158%。纪录片创作整体形势向
好、未来可期。要进一步优化纪录片评价引导
机制，秉持“导向为魂，内容为王，创新为要”，
进一步鼓励既有正能量又有大流量的作品脱
颖而出；要进一步拓展制作传播渠道，推进丰
富电视大屏工作，借助广电新媒体联盟加大优
秀纪录片作品的推荐、宣传和引流力度；要强
化技术赋能，极致的视听感受是纪录片的重要
魅力所在。前不久启动的“纪录片超高清修复
计划”公布了首批20部超高清纪录片修复作
品，这将在全行业发挥超高清纪录片创作播出
引领作用。

国家广电总局规划院副院长滕勇以《更多
精品、更新技术、更广传播——CVB2024纪录
片收视洞察》为题，基于中国视听大数据统计
分析了近年来中国纪录片播出与收视的最新
成果和发展趋势。他谈到，今年前三季度，纪录
片在大屏累计触达385.5亿户次，总收视时长
达到90.5亿小时，创下庞大的视听消费体量。
从题材方面来看，历史人文、自然地理、现实题
材三大类保持高播出。此外，军事、科技、探险
探秘、档案文献等类型的纪实节目满足了观众
多样化观看需求。纪录片收视增长非常显著，
新播作品的传播力、影响力正在快速提升。在
他看来，以锻造精品为目标，优秀纪录片更加
凸显思想穿透力、知识含金量、极致画面感、生
活烟火气，心灵抚慰力五大特质。

会议期间还举办了纪录片精品创作高质
量发展论坛和纪录片国际传播高质量发展论
坛，并对包括《四季查干湖》《派兵去山东》《大
地之上》《重庆谈判》等在内的四十余部2023年
度优秀纪录片作品予以表彰。

（许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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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 刚
共绘绚烂民族画卷 …………………… 纪红建
宏阔之境与发现之光 ………………… 霍俊明
由个人通往“无数的人们”…………… 饶 翔
不同的声调，动听的歌……… 满 全（蒙古族）

阿布力孜（维吾尔族）
李惠淑（朝鲜族） 龙仁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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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响
汪洋中的一条船（短篇小说）………… 马 叙
溺亡（组诗） ………………………… 马 叙
小说速递
坏女孩 ……………………………… 陈 承
飞机上的蜥蜴 ……………………… 丁 真
黄牛黄牛上楼来 …………………… 侯建臣
神不在场证明 ……………………… 姚杰懿
科幻叙事
恒星、尘埃与风笛手 ………………… 王 文
诗歌前沿
首推 故乡与墓碑（组诗） ………… 王单单
访谈：真正的诗人是一种宿命
谎言的谎言（组诗） ………………… 麦 豆
这些寒冷并不存在（组诗） ………… 许春波
等待与相认（组诗） ………………… 王 族
短诗钩沉：方 瑜 崔微微 李福顺 韦 可

秋 雨 建燕燕 薛长爽 李红芬
剑 心 龚昌国 徐太云 王桂花
杨立春 一 梅 陈祥细 徐丹凤
陌上梅开 宇 儿 胡东伟
万柏春 邱明华

散文在线
万物笔迹 ……………………… 鲍尔吉·原野
绍兴记 ……………………………… 钱红莉
红 …………………………………… 虞 燕
在河边 ……………………………… 聂 洁
听雨五记 …………………………… 李丹崖
岁岁 ……………………………… 酸枣小孩
专栏：消逝的时光
那个午后摇曳消失的人 …………… 赵 挺
发现
癫狂的血液 ……………………… 帕蒂古丽
冬山如睡 …………………………… 杨先红

文学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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