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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自有千钧力真实自有千钧力
□赵 捷

“《里斯本丸沉没》的影像真实、主创团队感

情真挚”“纪录电影创作者要勇敢面对观众、面对

市场”……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为2024年中

国电影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部为热爱和

平、情感细腻的观众所共同珍视的作品荣获第

3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在一定程度

上提振了中国纪录片创作者的信心。而在大银

幕之外，电视荧屏丰富多彩的持续供给同样展现

出纪录片市场的蓬勃活力。据中国视听大数

据（CVB）显示，2024年，全国卫视频道纪录片播

出比重占11.5％，仅次于电视剧和新闻，位列第

三，收视比重5.8％；全年总收视时长122.7亿小

时。在网络端，各大平台纷纷立足自身特色谋篇

布局，力求吸引多元圈层文化用户。

宏大主题：拥抱“具体的人”，凝
眸“变化”与“新颜”

2024年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

年。在上述时间节点，纪录片工作者扎根人民、

追光万里，精心打磨了一系列精品佳作。为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新中国——平凡

而闪光的足迹》形成了人物与时代的紧密勾连，

“糖丸爷爷”顾方舟、导弹专家钱学森、小岗村“大

包干”带头人严宏昌、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催生培

育者谢高华等69个人物连缀成篇，在一个个平

凡而又伟大的人物故事中，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

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砥砺岁月。为庆祝澳

门回归祖国25周年，5集纪录片《二十五载莲花

情》播出，主创团队采访100多位澳门人士，高度

凝练出50余个精彩故事。参与虹膜识别系统开

发的澳门青年吴鸿祺、在澳门历史文化街区打造

一条咖啡之路的澳门青年李伟杰等，他们共同叙

写了澳门与祖国共生共荣的华美乐章。为庆祝

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微纪录片《红相册·

邓小平的故事》适时推出，该片以朴实影像讲述

有温度的领袖故事，以百姓视角带领观众回望

邓小平同志生命中20个温暖瞬间。

而今迈步从头越。除重大时间节点的回望

之外，纪录片人自觉凝眸“变化”与“新颜”，反映

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2024年中央一

号文件提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繁荣发展乡村

文化。《清溪村——新时代山乡巨变》以文学为依

托，以书、屋、溪、灯、竹、路为线索，寻找乡村振兴

新路径、乡村发展新动能。纪录片紧扣“巨变”这

一叙事主线，这种巨变不仅体现在肉眼可见的清

溪村地理空间中，也反映在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里。《千万工程》铺展了浙江在千万工程引

领下一张蓝图绘到底的精彩蝶变画卷，并以广阔

的视野、丰富的实例和多元的视角描绘了新时代

乡村建设年轻化、现代化、国际化的新图景。一

路北上，京津冀如同一朵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

却瓣瓣同心。为全面呈现十年来京津冀协同发

展的新局面，由国家广电总局宣传司、中广联合

会纪录片委员会指导，河北广播电视台、北京广

播电视台、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携手打造了纪录片

《京津冀·瓣瓣同心》，三地联合制作的方式也是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次成功练兵。纪录片不仅

揭秘式讲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实

施规划、谋篇布局的鲜为人知的过程，更用丰富

生动的镜头语言，高质量捕捉到人民群众实实在

在的获得感、幸福感。

历史文化：寻根中华文明，探脉
现代中国

自远古的篝火微光，至千秋的笔墨飘香，中

华文明历经风雨沧桑，依然熠熠生辉。在泛人文

历史类纪录片中，2024年文明探源类纪录片表

现尤为突出，这类作品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充

分借助文献、文物与考古成果等，积极调动解说、

动画、搬演等多种艺术手段，记录、呈现、解析了

中华文明的发生发展，着重体现了中华文明所具

有的五大突出特性——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

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与突出的和

平性。

这一年，纪录片人在历史间隙或历史深处，

钩沉出文明的记忆。纪录片《何以中国》立足“中

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重大研究成果，

系统追溯了中华文明的根基、发源、形成与早期

发展。《何以中国》至少有一半的篇章，是完全没

有出现在历史文献记载中的，考古成为纪录片人

复原历史的有效手段。影片及时汲取考古成

果，例如参考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陶马形

象而做的“软马鞍”、参考徐州北洞山楚墓陶

俑（西汉中期约武帝时期）形象完善了由胡歌饰

演的悬泉置啬夫弘……它们不仅重构了观众对

远古文明的理解与想象，也深化了观众对中华民

族特性的认知。与《何以中国》大量缺乏历史文

献记载所不同，《两岸家书》则拥有足够详尽的历

史资料，书信、地契、分家文书、族谱、舆图、典籍、

资料影像等不一而足，创作者没有选择史料堆

砌，转而在12000多封两岸家书中选择了20个

典型案例，个体情感触发的是两岸同胞血浓于水

的骨肉亲情，纸短情长承载的是“我要回家”的强

大信念。

这一年，纪录片人在古今对话里望见中华文

明之于今人的重要意义。湖南博物院作为马王

堆的主场，成为纪录片《马王堆·岁月不朽》的“影

棚”，一面是博物馆中人潮涌动，一面是墓中文物

安卧千年，一面是游客的热议感叹，一面是两千

年前的烟火日常。纪录片《农耕探文明》走进22

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探源耕种历史，弘扬

农耕典范，唤醒了观众对脚下土地的敬畏与感

恩。纪录片将传统农耕与现代化农业生产、现代

生活方式相结合，古老智慧在新时代呈现出蓬勃

生机。

这一年，纪录片人超越“其名”探寻“其实”，

让历史人物形象更加饱满全面。纪录片《司马相

如》除了展现一代“辞宗”“赋圣”的文学成就和爱

情，更重点讲述了司马相如作为政治家的不朽功

绩。纪录片《凤凰》聚焦李清照、解忧公主、沈寿、

武则天四位女性，这不是常规意义的性别书写，而

是突破性别困境的尝试努力。片中每集聚焦一位

女性被认为突破其所处时代的经典事件——李清

照因离婚入狱、解忧公主促成两国军事联盟、沈寿

开创以自己姓氏命名的艺术流派并在死后不冠

夫姓、武则天登基称帝却遭遇传位危机。

这一年，纪录片人以更符合年轻人审美的方

式展现中国文化之美。纪录片《“字”从遇见你》

第二季故事化讲述汉字来源与流变，字形演变生

动有趣，观众一看便懂。纪录片《中国官箴》每集

精选一句官箴名言，通过实景拍摄与AI生成画

面的创新结合，为历史故事赋予时代内涵。

社会人文：心灵的栖息港湾，珍
贵的精神家园

2024年，纪录片《解释鸿沟》推出。这部专

注探讨当代精神生活的纪录片，借由陈嘉映教授

与当代富有独立精神的思想者、学术同仁、朋友、

学生等话语交流与思想交锋，探讨身陷现代性

困境中的人们，如何更好认识自我。《解释鸿沟》

的成功，引发了创作者的思考——纪录片是否

可以真正记录时代表情，在于能否进入身处这

一时代人们的深层情绪之中。我们很难想象，

一部拥有深厚哲学性思想、以思辨性对话为主

体的纪录片，在豆瓣上收获了8.7分的好评，观

众在线下将该片与自己的生活相结合，驶向智

识生活的深水区。2024年，纪录片《十三邀》第

八季如约归来，94岁许倬云“但悲不见九州同”

的遗憾让无数人落泪，植物画家曾孝濂妻子张

赞英那句“没有来生，如果有来生，我绝对走自

己的路，我只要一个工作就行了”，让观众得以

将目光看向曾几何时被忽略、一生籍籍无名的

女性……

这些瞬间，完美诠释了为什么我们在今天尤

为需要纪录片——它不是看见资本、看见流量、

看见星光，而是平等地看见每一个人。当这种平

等目光投向纪录片《亲爱的请别忘记我》时，我们

看见以阿尔茨海默病为代表的认知症患者即使

受到遗忘的侵蚀，依然记得生命中的爱和遗憾；

当这种平等目光投向纪录片《他乡的童年》第二

季时，我们看见德国、新西兰、新加坡等不同国家

的教育方式，反思教育成长议题；当这种平等目

光投向纪录片《是坏情绪啊，没关系》，人生中的

负面情绪不再不可逾越，各类精神病患者因为被

平等地看见而逐渐消除病耻感，人们认识到科学

方法与系统性干预完全有能力克服这些情绪挑

战；当这种平等目光投向纪录片《养猫的人》，观

众得以从人宠关系与不同人生切片中窥见人类

共同的情感和需求；当这种平等目光投向纪录片

《前浪》，我们看到1963年人口学意义上第一次

婴儿潮出生的近三千万人在今天已垂垂老矣，真

实的老年生活图景徐徐展开，理解老年就是理解

我们自己……

即便在美食类轻题材纪录片中，这种对“人

情”的书写也从未离去。《宵夜江湖》第三季通过

展现不同城市的宵夜文化和美食特色，让观众随

之进入了一个充满故事和情感的市井江湖，在这

里，平凡市民的生存之道彰显坚韧勇毅；《我的美

食向导》用食物把作家、哲学家、考古学者、人类

学家、音乐人、厨师等形形色色的人们聚集在一

起，美食成为人与人之间加强理解和沟通的黏合

剂；《酱油是什么》以中国东西南北饮食差异为切

口，以不同地区、不同菜系在酱油使用上的差异，

洞察人间烟火中的和而不同。

过去受限于拍摄技术与条件，加之环保意识

薄弱，自然类纪录片一直不是国产纪录片的强

项。近年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

各地加大了对自然类纪录片的投入与重视程

度。2024 年，采用 4K超高清技术拍摄的《漓

江》，全方位、多角度记录下漓江流域的山水之

秀、生态之优、人文之美，在自然造化的瑰丽风

景、四季轮转的生命故事和穿越古今的人文情

怀中，深刻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生态文明理念；《大国之树》第二季引导观众挖

掘近在咫尺的大树之美，同步摸索讨论经济发

展下的绿色生态更优解；《叶尔羌河》择取河流

为串联线索，将水盘活，强调了叶尔羌河流域水

资源在新疆经济、社会、生态建设中的关键作

用；《本草流芳》运用超高速摄影、显微摄影、延

时摄影、再造景摄影等技术，为观众打造了前所

未见的本草生长过程的视觉奇观，揭开中医药

的前世今生。

此外，在国际传播方面，2024年部分纪录片

以记录外国人的中国故事而走红，如《邬达克》在

对欧洲建筑师邬达克及其建筑的重新解读中，观

照自己，理解当下；《故乡几万里》呈现了1892年

至今的百年时光里，一群曾经在成都华西坝工作

和生活的外国人对中国的深深眷恋，重现了一段

中外民间友好交往的重要历史；部分纪录片则跟

随外国人的视角看中国，如《中国奇妙之旅》以乡

村振兴为切入点，邀请三位国际主持人深入中国

的广袤乡野；《永远的行走：与中国相遇》第三季

以准确、真诚、平和的语态，展现了国家地理探险

家保罗在中国徒步的最后阶段的旅程；日本导演

竹内亮在《再会长江》中捕捉长江沿岸的风土人

情和百姓真实生活，展现了中国经济腾飞的十年

巨变。在国家形象的塑造方面，纪录片《珍爱之

地》无疑是讲述切身生活与认识的成功样本，生

活在这里的人们最有发言权。该片没有解说词，

而是通过生活在新疆伊宁六星街社区居民们的

日常生活，有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该片

多语种版本上线后，海外观看量更是突破8000

万，视频观看量接近2000万。

展望2025年纪录片创作，还需在以下方面

做出进一步努力：宏大主题纪录片还需在解说词

的撰写上让理论落地，而非话语空转，要让观众

切实从中感受到理论的强大魅力与指导意义；历

史文化纪录片需要紧紧抓住真实这一生命线，

尽力回归历史现场，而不能在呈现形式的华丽

外表下失却应有的历史依据；社会人文类纪录

片要能够抢占题材先机，也要能够深入肌理拷

问现象背后的本质；自然类纪录片应努力为自

然万物赋予生命的意义，进一步提升拍摄水平

与素材积累能力；国际传播方面还需加强国际

传播效能，拓展中外纪录片交流与合作，使国产

纪录片逐渐摆脱自产自销的困境，将中华文化

远播到世界各地。

（作者系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研

究所所长、中广联合会纪录片委员会会长、高级

记者）

当下，微短剧作为新兴文艺形态，正逐步成为新大众

文艺的重要载体之一。在近日举办的首届“繁星闪耀”微短

剧产业发展会议上，《“繁星指数”2024年度微短剧行业洞

察报告》正式发布。微短剧传播与应用评测体系“繁星指

数”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和西安交通大学，携手

学界业界共同构建。报告显示，网民中微短剧用户的渗透率

达70%，接近网络直播受众规模。从时长来看，微短剧单集

时长在3-10分钟、尤其是5-10分钟时长最受用户欢迎。

如今，越来越多的视频平台、广电机构、传统影视公司

入局微短剧，创作生态日渐多元。例如腾讯视频、爱奇艺

均在网站首页直接添加微短剧专栏，芒果TV、优酷等则在

电视剧栏目下添加短剧板块，为观众提供直达渠道。短视

频平台也纷纷选择内容加码，仅2024年下半年，抖音端原

生短剧整体供给量环比上半年增长117%。行业火热发展

态势背后，更需要坚定精品意识。近几个月来，国家广电

总局连续发布管理提示，对中老年题材、“霸总”类微短剧

以及微短剧片名重申管理规定，细化创作指引。

从初创阶段到如今渐成规模，微短剧如何在不丢失形

态优势的同时提升内容质量？“繁星指数”专家组组长、中

国新闻文化促进会副会长陆先高认为，首先要注重主题立

意。现实题材需要更加丰富，对现实题材的提炼把握和表

达需要更多提升，要摒弃惰性思维，避免霸总、逆袭、复仇

等套路化创作对现实题材表达带来伤害；其次，要注意把

握微短剧的情感意蕴。微短剧不能只停留在情绪化输出，

对家国当有情怀、对朋友当有情谊、个人生活当有情趣，以

这些多元情感的表达引导观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和价值观；再次，创作手法要守正创新。微短剧创作者要

大胆尝试新的叙事方式、表现手法和拍摄技巧，剧情内核

需深度有力，避免陷入创作俗套，不断推动微短剧创作手

法更加多元、丰富、有新意；最后，产业链上各个主体要加

强紧密协作。在微短剧精品化发展过程中，管理部门、平

台、制作机构及研究机构等各方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各方

齐心协力，共同善待、善用微短剧文艺样态，才能让微短剧

产业链更加健康完善，推动其成为繁荣新大众文艺的一股

有生力量。

从2024年初国家广电总局发布“跟着微短剧去旅行”

创作计划，到今年年初国家广电总局组织实施“微短剧+”

行动计划、推动微短剧与千行百业结合，“微短剧+”的产

业迭代新模式让这一赛道有了更多想象空间。据悉，

2025年广电总局将深入组织实施“跟着微短剧去旅行”创

作计划，继续推进“跟着微短剧来学法”“微短剧里看品牌”

创作计划，启动“跟着微短剧学经典”“跟着微短剧来科普”

“微短剧里看非遗”等创作计划，实现在细分领域共推出

300部左右具有引领作用和创新价值的重点微短剧，多项

举措将助推微短剧向精品化、产业化双丰收迈进。

多措并举助推微短剧向精品化、产业化双丰收迈进
□本报记者 许 莹

本报讯 1月10日，适逢第五个中国人民警察节，由中

国电视艺委会、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共同

主办的电视剧《我是刑警》研讨会在京举行。该剧以上世纪90

年代基层民警秦川的成长历程为主线，勾连起中国三代刑警

薪火相传的精神传承。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司长高长力表示，近年来公

安题材电视剧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所提升，推出了《警察荣誉》

《我是刑警》《真心英雄》《驻站》等一批优秀作品。《我是刑警》

既有“真”又有“情”，真正写好了人物，写出了人民警察与人民

之间的深厚情怀和职业责任感，剧中展现出的职业精神对各

行各业都有借鉴意义。

剧中“秦川”饰演者于和伟谈到，秦川是千千万万一线刑警

的缩影，他没有被赋予超现实的主角光环，因为现实中刑警默默

工作、排查，这份坚持不容易被看见，却是一种最不凡的品质。

与会专家认为，《我是刑警》的出现，意味着涉案剧达到了

新的更高创作水平。该剧书写了鲜明的人性善恶较量，表达

了对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精神的弘扬，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人民

警察这支队伍的信任、钦佩与感动，使得涉案剧的文化内涵、

审美意蕴得到提高。该剧处理好了真实性与戏剧性、生活化

与类型化的关系，并启示同类题材创作者，可以借鉴类型片的

创作经验，但不能一味按照涉案剧的框架描写人民刑警的生

活，要在生活剧的大范畴下进行创作，唯其如此，才能摆脱编

造情节、片面追求刺激的套路，使作品具有深度、广度，同民心

共振共鸣。 （许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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