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祯希

相关链接

记者手记

如何跑赢那些专注抓挠
观众“审美痒点”的内容

“放到现在，怀斯曼还会流行吗??

曾有纪录片人在新媒体论坛上发出这
样的疑问。 怀斯曼是美国纪录片大师，

他善于通过敏锐细腻的视角和冷静如
铁的旁观方式， 探索严肃的社会话题，

且作品多为长片。

在新媒体成为重要传播渠道的当
下，沉下心来观看，呼唤理性到场的纪
录片会否被“短、平、快?的猎奇内容所
取代，一直是不少有坚守的一线纪录片
人心中的困惑。

一批关注平凡人生与传统文化，制作
精良的网生纪录片走红， 之所以让人振
奋，是因为证明了这样的观点———符合纪
录片基本规律的好的内容，并不会被专注
于挠青年人审美痒点的投机内容所驱逐。

事实上，敲开观众心门的永远是创

作者的真诚。 上世纪 90 年代，纪录片
《望长城》凭借真实、生动、乡土气息十
足的呈现， 将纪录片拉回百姓身边，形
成收视热潮，成为中国纪录片发展史中
的里程碑式作品。在《望长城》的主创人
员看来，这部纪录片的成功与其说来自
创新，不如说是对真实质感的复归。 与
过往一些作品依赖后期“补音”不同，片
中羊群在雪地里啃草根的声音也被耐
心记录下来———羊蹄子扒开雪和冰，用
嘴唇咀嚼还未被完全冻住的青草，发出
了后期难以企及的嘣嘣脆响。正是这些
具有感染力的真实呈现，为观众带来了
最亲切也最震撼的体验。

面对商业认同和审美升级，纪录片
人不能丢失耐心收录“青草、冰雪之声”

的真与诚。

海外视点

■本报记者 李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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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湖帆在心爱的藏品上用印23方
上海图书馆2018年度文献大展，高规格古籍珍本里藏着绚烂中国古代艺术

100 件展品中， 38 件一级藏品、

24 件二级藏品 ， “一页千金 ” 的宋

刻本有 14 部……上海图书馆 2018 年

度文献大展 “缥缃流彩———中国古代

书籍装潢艺术馆藏精品文献展” 即将

闭幕， 吸引了众多业内专家的目光，

甚至有北京的读者拎着行李箱赶到展

厅一睹为快。

让人惊喜的是， 这不仅是高规格

古籍珍本的一次集中呈现， 也是重量

级的中国古代艺术大展———作为书籍

装潢中的重要艺术元素， 赵之谦、 吴

昌硕、 吴湖帆等一大批名家的书法、

绘画、 篆刻悉数亮相， 成为展览中的

人气作品。 有意思的是， 此次展出的

一本吴湖帆所藏 《雪岩吟草》， 钤有

吴氏夫妇不同样式、 不同印文之藏印

23 方， 足见他对此的喜爱之情。

不仅收藏还重新装帧，

更请人为作者画像

据策展人梁颖介绍， 中国古代书

籍装潢形态十分丰富， 自明代古书成

为收藏家的追逐对象时起， 旧传之本

即由实用之物变身为收藏之品。 藏家

在对它们进行重装之时， 十分注重图

书面貌的美化 ， 题以跋尾 ， 钤以藏

印， 或为其绘制图画。 由此， 古代典

籍拥有了版本之外的又一重文物价

值， 成为绘画、 书法、 篆刻之综合艺

术品。

以身兼鉴藏家与书画家的吴湖帆

为例， 重装图书必有亲笔题字， 并请

人或自己专门画图。 此次展品中， 有

一件为明末清初 “秦淮八艳” 之一马

湘兰写给江南才子王稚登的书信， 是

马湘兰流传下来的唯一手迹。 吴湖帆

对其进行了重装， 书匣上题有 “鱼腹

缄情 ”， 手卷书签上也有他的题签 。

他还请外甥、 著名画师朱梅村专门为

马湘兰画了画像。

遇到自己钟爱的古籍珍本， 吴湖

帆更是亲自动笔。 比如， 他视若珍宝的

“四欧宝笈” 是唐代书法家欧阳询所书

传世碑拓， 包括 《化度寺邕禅师塔铭》

《明公皇甫碑》 《温虞恭公碑》 《九成

宫醴泉铭》， 皆是传世碑帖中 “金字塔

尖 ” 式的国宝级文物 。 吴湖帆先后收

齐， 为每一本都创作了与图书内容相匹

配的画作， 然后四碑合装为一匣， 并题

“四欧宝笈”。

题跋透露宋刻本有多贵：

每页要四钱六分银子

另一位有 “重装癖” 的藏书家是黄

丕烈。 作为清代名声最大的藏书家和版

本、 目录、 校勘学家， 黄丕烈藏书的最

大特点是———佞宋， 即特别钟爱收藏宋

版书。 所以， 他在重装中力图复原宋版

书的原貌———凡得到宋元旧本， 往往用

宋代流行的蝴蝶式重新装池， 书林俗称

“黄装”。

此次展出的宋刻孤本 《重雕足本鉴

诫录》 就是典型的 “黄装”。 黄丕烈是

如何重装这本珍贵的宋版书的？ 他特地

在题跋中详细记录了具体做法———几乎

是一次大手术， 而且结果相当有趣： 这

部书原本是项元汴天籁阁装潢， 破损之

处， 补缀的都是明代白纸， 和原来宋本

旧书页的颜色无法匹配。 黄丕烈觉得明

纸实在配不上如此珍贵的宋本， 便用自

己储存的宋代旧纸替换了明代的白色

纸， 只裁切保留了项元汴钤盖收藏印的

部分， 还专门用宋代金粟山藏经纸制作

了此书的书衣， 织锦函套、 楠木书匣。

黄丕烈在题跋中还泄露了一个机

密———当年他千方百计才找到此宋本，

对方要加白镪 （古代当作货币的银子）

30 金， 但因为太珍爱此本了 ， 怕错失

机会， 于是以番钱 33 圆买下。 在题跋

里， 他破天荒细细算了一笔账： 全书共

计 57 页 ， 题跋一页 ， 此书以页论价 ，

每页要花四钱六分银子， 可见宋刻书有

多金贵！

事实上， 题跋的内容不仅折射了收

藏家的个人品位， 也为史学研究提供了

第一手资料。 比如， 展览中亮相的 《六

朝唐人写经残字卷》， 是敦煌散出的遗

物， 十分珍贵。 它由两页佛经写本的残

页合装而成， 自右向左逐渐展开， 手

卷的引首是吴昌硕所题 “石室鸿宝”

四个字。 紧接着是清末民初地位极高

的大词人郑文焯的题记， 大意是说这

两页佛经虽然是残页， 仍然是难得的

宝物， 点明了吴昌硕题辞的含义。

值得一提的是， 除了传递那个时

代的书法之美， 它们也是研究造纸史

的可贵实物 。 据卷尾大名鼎鼎的

“扬州大方” 方尔谦的题跋， 前一页

白色纸是六朝写经纸 ， 质地坚韧紧

致 ； 后一页深黄色纸 ， 软薄加光 ，

是有名的 “硬黄”。 所谓 “硬黄”， 是

用黄蘖染色， 再加浆或涂蜡使之光泽

莹滑 ， 且能防蛀久藏 ， 敦煌写经常

常用硬黄纸 。 苏东坡诗 “新诗说尽

万物情， 硬黄小字临黄庭”， 说的就

是这种纸。

而另一件清代大儒焦循手写的

《里堂家训》 稿本手卷， 共有王欣夫、

顾廷龙、 潘景郑三篇题跋， 还有叶景

葵的一条观款———这四位著名的版本

目录学家、 藏书家的墨宝齐聚一卷，

机缘相当难得。

逾9000万美元的油画中
有个“南宋官窑花口洗”

爱德华·霍普《中餐厅》打破美国现代艺术拍卖价格纪录

本报讯 （记者王筱丽）在当地时间

13日晚举行的纽约佳士得“美国之地：巴

尼·艾伯斯渥斯珍藏” 晚间拍卖专场中，

画家爱德华·霍普的作品《中餐厅》最终

连同佣金以9593.75万美元成交（约合人

民币6.672亿元）， 这一成绩打破美国现

代艺术拍卖的价格纪录。 尤为引人瞩目

的是， 画中桌子上除了貌似餐具的器皿

之外空空如也———一个是紫砂壶， 另一

个器皿则与南宋官窑花口洗极为相似。

“美国之地：巴尼·艾伯斯渥斯珍藏”

是纽约 20 世纪艺术周的焦点活动，堪称

史上最重要的 20 世纪美国艺术私人珍

藏，超过 85件艺术精品揭示了 20世纪美

国艺术的发展之路，《中餐厅》则是艾伯斯

渥斯最珍贵和重视的收藏之一。

尽管描绘的是一个平凡的午餐场

景，创作于 1929 年的《中餐厅》却是霍普

最为重要也是最知名的作品之一。 画面

中一共可以见到四名食客坐在餐厅中，

窗口的显眼招牌把人们的视野拉向画面

中央， 前桌的女性因而成为了整幅画面

的焦点。 女性的面孔因为阳光的照射显

得异常苍白， 眼神回避着坐在对面的同

伴，钟形帽下的表情也显得变幻莫测。

在 20 世纪初的美国，画面中描绘的

这种餐厅因为低廉的价格成为不同社会

阶层以及不同文化元素相互融合的地

方，而《中餐厅》也被认为是当时纽约居

民和城市的一张缩影。 《中餐厅》体现了

法国印象派等描绘城市生活的传统，在

画作中霍普通过光线和色彩运用手法，

将普通餐馆的气氛转换成电影场景，在

含蓄讲述故事的同时， 也暗示了社会隔

离、性别角色及艺术史传统等主题。

虽然是就餐时间， 但桌子上只有器

皿———一个紫砂壶外， 另一个器皿有人

认为与南宋官窑花口洗极为相似———并

没有食物的踪影。霍普研究者朱迪思·巴

特曾表示：“霍普是个非常凝练的画家，

会将一切不重要的细节删去。 对霍普而

言，人们就餐的空间才是首位的。 ”值得

一提的是， 画中的女主人公正是霍普的

妻子约瑟芬·霍普，她也是霍普绘画生涯

中唯一的模特， 在其不同的作品里都出

现过， 而餐厅的原型也是画家本人经常

光顾的一家纽约上西区餐厅。

爱德华·霍普以描绘美国当代生活

风景闻名，代表作有《夜游者》《加油站》

等。 霍普早期的创作以乡村风景为主，

1920 年后他将注意力转向都市生活。 霍

普对社会日常生活的描绘， 为美国绘画

开创了独特的本土绘画面貌。 1967 年，

霍普在画室里去世。

文化

网络风味趣向正在重塑纪录片样态
《上新了·故宫》《风味人间》走红，一批新节目呈现精致、视角独特，收获高口碑

美食纪录片《风味人间》近期收获

开门红，某十分制影评网站上，网友不

吝打出 9.3 的高分。 从片名就不难看

出网络风格的《上新了·故宫》，在独播

网络平台上也弹幕不断， 关注度不输

热门电视剧。

如今， 互联网已经成为许多观众

观看纪实节目的首选。 几年前，《舌尖

上的中国》 曾被中国传媒大学教授何

苏六预言为 “中国纪录片进入公众时

代的开端”。 眼下，《上新了·故宫》《风

味人间》《了不起的匠人》《人生一串》

《寻找手艺》等带着互联网基因的文化

纪实节目凭借“快节奏、强密度”的内

容呈现，已经俘获大批拥趸。在学者看

来， 原创纪录片已经成为一种在年轻

人群中流行的文化时尚， 这样的定位

也正在改写产业的发展方向。

更精致 、更生活 ，纪录
片正在向年轻 “网生代”审
美靠拢

“网络已经具备制造现象级传播

的能力， 这种能力也在重塑纪录片的

内容生产样态。 从选题到表达， 纪录

片都在向 ‘网生代 ’ 的审美靠拢 。”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张

同道分析， 近年 “笑傲网络” 的纪录

片， 往往呈现出更为精致化与更为生

活化的风格。

新媒体推动的内容重塑， 作用到

了传统纪录片领域。 一批故宫主题纪

录片便是典型。《上新了·故宫》是故宫

出品的首档文化纪实类电视节目，首

次起用“明星导游”，并允许节目全程

在故宫内部拍摄， 其中大量拍摄场景

是至今都未开放的区域，也就是说，在

节目中看到的很多画面都是首次对外

公开。 此前的《如果国宝会说话》聚焦

了中国各大博物馆中的馆藏， 却跳出

了当年《故宫》的宏大叙事，也不再请

学者坐而论道。 动画短片、故事演绎、

高新技术纷纷上阵， 创作者根据每一

件宝贝的特点，量身定制一集，不再有

规整的“万能格式”嵌套。 这样的操作

理念，让纪录片少了一份距离感，多了

些不拘一格的小情趣。

《风味人间》 便是精致化风格的

典型代表。 这部作品被业内人士评价

为， 从材料、 创意到影像表达力， 都

达到了当下中国纪录片工业化制作的

极致。 与 “前辈” 《舌尖上的中国》

相比， 《风味人间》 对美食的呈现密

度更高， 仅第一集 50 多分钟的篇幅

里 ， 便云集了 20 多道国内外美食 。

同样升级的还有内容呈现的考究程度。

为了追求视觉体验上的极致感， 超微观

摄影、 显微拍摄、 动画再现、 交互式摄

影控制系统等影像语言纷纷被启用。 高

度精致的细节， 让这部作品经得起片段

式的切割呈现， 而这又符合了互联网的

“碎片化” 传播规律。 可以说， 快节奏、

强密度的精致化内容呈现， 撑起了 《风

味人间》 的高口碑。

与《风味人间》高度工业化的生产流

程不同，《人生一串》《了不起的匠人》《寻

找手艺》等仅在网络平台播放的纪录片，

则凸显出一种以新颖视角向百姓生活进

发的雄心。 《人生一串》把镜头伸向烧烤

摊， 以烤串这一充满市井气息的美味为

切口， 开启一场从国人的味蕾到心田的

探索之旅， 这种接地气的呈现让人耳目

一新。 《了不起的匠人》与《寻找手艺》则

聚焦头衔的民间手艺人。纪录片中，那些

身处艰苦环境， 为追求极致倾注一生的

匠人，收获了青年观众的敬意。

品牌化操作理念，让纪录
片这个独自美丽的瀑布，用内
容“发电”

除了内容的升级， 新媒体同样为纪

录片商业化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过去，

纪录片是商业化程度较低的文化产品，

制作成本多来源于拨款与资助。 缺乏有

效的利益回收渠道， 让不少优秀作品难

逃一锤子买卖的命运，业内有个说法，纪

录片就好比一个瀑布，很美却没能发电。

如今， 品牌化操作理念让纪录片这

个曾经独自美丽的瀑布，开始用内容“发

电”。《了不起的匠人》便走出了一条商业

之路。 该片尝试了电商“植入”———与节

目气质相和的品牌赞助商不仅出镜亮

相， 还对纪录片中涉及的一些工艺品进

行售卖。第一季播出后，相关产品的电商

销售额突破 200 万元。 种种收益投入到

新一季内容的制作更新之中， 良性循环

就此形成。 成熟的产品化设计与内容的

跨界运营，让《了不起的匠人》逐渐形成

一个得以延续的互联网纪实品牌。

纪录片的商业化前景让人欣慰，但

也有业内人士提出， 随商业化操作而来

的迎合心态， 会否加剧纪录片领域本就

存在的失真与失实问题？此前，为了获得

项目资助，迎合市场心理需求，文化纪实

类节目就曾出现选题扎堆与表述不严谨

的问题。 这些对传统文化的失真与失质

呈现，引发不小的争议。

“新媒体拓宽了纪录片的表达思路，

但对作品优劣的评判标准并没有改变，

好的创意，真实客观的呈现，独到的美学

手法，依旧是硬指标。”张同道提醒，好的

作品往往能够跨媒体传播，猎奇、不符合

纪录片基本创作规律的作品， 就算一时

火爆，也难以激发可延续的品牌效应。在

业内人士看来， 在商业发展上更具野心

的纪录片， 更需要创作中的真与诚长远

相伴。

纪录片变迁：从《话说长江》到《舌尖》

《话说长江》，1983年首播

尝试引进主持人这一角色

上世纪80年代问世的 《话说长
江》，介绍了长江沿岸地理人文，有不少
突破之举：如作品尝试在纪录片中设置
主持人这一角色；作品特别强调避免空
洞、说教式的语言，尽量采用亲切、平实
的话语风格。 也正是通过这部作品，中
国观众得以一览宏伟的祖国地理风貌。

《话说长江》的编剧陈汉元介绍，作
品一改过往一些作品摆拍的陈规，追求
真实自然的质感。 “《话说长江》中几乎
全部都是同期声，拍成都的茶馆，里面
热闹的声音、倒水的声音、小孩打呼噜
的声音、说书的讲《三国演义》的声音，

都录下来了，这样子你编辑出来才当然
生动、生活化了。 ”

《望长城》，1991年首播

高投入，热气球直升机尝试航拍

纪录片《望长城》采用主持人串联
的形式，全面介绍了长城的历史作用与
精神价值，记录了长城遗址沿途真实的
生活状态。 作品厚重质朴，清新自然的
风格，对国产电视纪录片的发展产生了
巨大的影响。

《望长城》的制作成本与规模空前。

摄制组横跨中国北部多个省， 热气球，

直升飞机等都被运用到了拍摄现场，耗
资近120万美元。 纪录片的片比也十分
惊人。据说，拍摄留下的资料之多，已经
不能以盘数 、箱数来计量 ，而是以 “墙
数”记。

《故宫》，2005年首播

尝试推出海外版本

为纪念故宫博物院建院80周年 ，

大型系列纪录片《故宫》应运而生，将故
宫这一皇家宫殿“推”到了观众面前。纪
录片的最大突破是，将严谨的学术视角
与精致的视听艺术结合， 创造了真实
性、客观性、学术性与可看性之间的微
妙平衡。 据导演介绍，单是《肇建紫禁
城》一集，前后脚本就写了10多万字 ，

最终播出版本压缩到了6000字， 可谓
精益求精。

《故宫》在商业化操作上也做出了
尝试。 纪录片不但推出了DVD制品，还
积极拓展海外市场，专门剪辑了故事性
和娱乐性更强的海外版本。

《舌尖上的中国》，2012年首播

“舌尖”体随纪录片一起走红

《舌尖上的中国》六年前横空出世，

形成了一个“含金量”十足的国产纪录
片大IP， 也让国产纪录片首次成为网
络爆款。该片以美食为主题，不止于此，

通过极致的味觉体验，观照中国人的生
活价值与精神世界，可谓别开生面。

《舌尖上的中国》的火爆甚至引发
一连串效应： 各类美食纪录片纷纷出
现；片中涉及的食材成为网红产品；“舌
尖体”更是成为网络热门。 它产生的巨
大商业号召力，也让人意识到国产纪录
片巨大的商业空间。 由于第一季的火
爆， 第二季在立项之初就被厂商追捧，

投放广告超过8000万元，堪比国产大片。

荩 “四欧宝笈” 是吴湖帆古籍装潢艺术的代表作， 图

为他为里面的传世碑帖作画。 (均展方供图)

? 《鬳斋考工记解》， 宋林希逸撰， 宋刻本， 线装。

美国画家

爱 德 华·霍 普

的代表作之一

《中餐厅》 日前

以约合人民币

6.672 亿元的价

格打破了美国

现代艺术拍卖

的价格纪录。

(资料照片)

?②纪录片《风味人间》海报。 ③纪录片《上新了·故宫》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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