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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创作理念 拥抱产业大时代

中外纪录片人相聚上海电视节为创新出谋划策

“放到现在，怀斯曼还会流行吗？”在
昨天举行的上海电视节纪录片论坛上，
不 少 一 线 纪 录 片 人 提 到 行 业 内 容 变

化———纪录片正在越做越短， 一些只有

十几分钟甚至几分钟的 “短视频”“微纪

录”点击破百万，成为业界焦点。
新的业态变化与新媒体平台的崛起

密切相关，为满足碎片化的欣赏习惯，纪
录片人也在尝试积极迎合。 但单纯地将

内容精简并且平移到网络而造就的形式

之“短”，只是最浅表的时代适应方式，想
要让纪录片真正“赶上趟儿”，需要的是

创作理念的全面升级———如何扩大内容

的信息含量、开拓年轻化的叙事策略，如
何将互联网的分享精神融入内容创作中

去， 从而进化出真正不同以往的时代新

产品，才是“快时代”为纪录片带来的良

性发展之思。

每分钟不少于 20 个镜头

“短一点”很重要，但“短”并不是吸

引当下观众的关键。文献纪录片《筑梦路

上》的热播是最佳佐证。这部呈现中国共

产党波澜壮阔历史的纪录片， 采用的是

25 分钟一集的“短体量”。 作品取得了不

错的收视率， 甚至超过了同时段的热播

电视剧。 导演夏蒙介绍， 最初确定一集

25 分钟的篇幅正是为了适应互联网时

代的碎片化欣赏习惯， 但在后来的播出

中发现 ， 真正吸引观众的倒不 是 篇 幅

短———某频道连着播出八集， 同样收视

不错。夏蒙表示，其实是镜头叙事节奏的

原因。 “拍摄前我就立下规定，拍摄不带

变焦镜头与摇臂，尽量用短镜头，每分钟

的镜头呈现不能少于 20 个。 ”
在纪录片研究者林旭东看来， 观众

对于“短视频”的热情归根结底是对巨大

信息量的追求。近期，一部聚焦社会事件

的政法类美国纪录片凭借极高的收视与

口碑，成为近期纪录片界的大事件。它的

走红被业内人士归结为拍摄理念的全面

升 级———纪 录 片 全 方 位 地 展 现 真 实 案

件， 除了案件审判过程本身的戏剧性发

展外，镜头触及大众文化、儿童教育、阶

层问题、司法体系等各个方面，堪称一部

展现当代美国社会现状的 “百科全书”。
而这种集集推进、 以小切口照射大格局

的叙事手段，恰恰是热播美剧的惯用法。

基于共享平台玩出新思路

基于新媒体平台而产生的新艺术样

态，到底应该什么样？事实上，在精简、平
移之外，基于共享平台的内容创新，可以

玩出不少新思路。可以预见，全民参与带

来的内容分享与整合，正在为互联网、为
纪录片创作领域提供越来越多灵感。

某大型视频社交网站邀请了生活在

各地的网民， 拍摄下 2010 年 7 月 24 日

这一天的生活。 在收集到来自 190 个国

家和地区网友提供的 4500 多小时的生

活素材后， 导演团队对其进行了专业的

剪辑整合，90 分钟电影纪录片 《浮生一

日》一诞生就令业界惊艳不已。 在这样一

个没有主角、 情节冲突缺失的纪录片中，
观众看到各种各样的人生，恰恰击中了互

联网精神的内核———分享性与参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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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力压“古装玄幻”
当文化自信深入电视剧创作理念，行业开始整体发力。

今年白玉兰奖的入围名单显示———

历来， 上海

电视节都是各路

人马与信息冲锋

交汇的重镇， 从

中嗅得出未来行

业 走 向 。 这 不 ，
凡 身 处 第 23 届

上海电视节的人都能感到， 年产量世

界第一的中国电视剧， 正在百舸争流

的大潮中， 凸显出精品现实主义剧魅

力： 关注中国人的 “大生活”！
只要往电视节主会场、 上海展览

中心的广场里一站， 对行业风向的转

变，就能略感一二———广场“变脸”了。
每届电视节， 展览中心开阔的建筑外

立面堪称广告“王位”。 2016 年，巨幅

海报上多是衣袂飘飘的古装剧或者美

颜至上的偶像剧，《孤芳不自赏》《锦绣

未央》《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等抢占视

野。 今年，现实主义剧、正剧大有超越

的架势。 昨天举行的名为“中国电视

剧如何体现文化自信”的论坛上，创作

与播出方纷纷验证了这一趋势。

创作者说：关注中国人
的“大生活”，这是珍贵的现
实主义题材

在今年白玉兰奖评委会主席毛卫

宁的认知里， 创作精品现实主义剧是

体现文化自信、 践行文化自觉的一种

方式。 以今年白玉兰奖的入围名单为

例， 十部角逐 “最佳电视剧” 奖项的

不是现当代题材， 就是重大历史革命

题材。
拆解这份入围片单， 不难得出结

论 ： 所谓精品 现 实 主 义 ， 无 论 在 制

作、 播出、 受众哪一端， 标准都是一

致的———反映空前活跃的经济活动，
寻找中华民族的朴素情感以及彰显中

国人何以立于世界之林的现实逻辑。
标准既定， 那么创作精品现实主

义的法则何为？毛卫宁的建议是“开阔

的格局”。 精品现实主义，应当能关注

公共生活、关注中国人的大生活。 “大

生活”里，有我们共同经历的时代，当然

也会自然而然关涉到我们共通的情感。
用表层的个人情感来反映深层的时代变

迁，才是现实主义的高明身段，值得如今

困在私人故事的创作者深思。
翻 看 2017 年 已 播 和 待 播 的 剧 目 ，

《鸡毛飞上天 》 和 《梦想年华大三线 》
书写着 “大生活”。 前者已播出， 许多

观众由 “陈江河” 的个人奋斗史， 看见

了无数个在改革开放中奋进的身影。 后

者虽未上线， 但 “三线生活” 的题材是

一代人记忆中抹不去的痕迹。

播出方说：让观众“不负好
时光”，先得避开“伪劣产品”

只有扎实优质的基础， 才能生成优

渥土壤 、 优质的环境 ， 以孵化 更 多 大

剧 、 精品剧 。 SMG 影视剧中心主任王

磊卿和腾讯视频总编辑王娟分别从电视

台和视频网站的立场， 给精品现实主义

创作者抛出定心丸， 也把劣质的产品推

到淘汰边缘。
近年来购剧过程中， 王磊卿能明确

感知行业对 “现实主义” “精品” “大
剧” 的推崇， 但也会时时看到一些标签

与内容不符的剧目。 有的 “伪文化产品

披着文化自信的外衣 ， 塞 满 狗 血 的 桥

段”， 典型例子是一些所谓的历史名人

传记 ； 有的 “伪现实剧 ” 是 “生 活 在

当 代 城 市 ， 但 故 事 内 容 还 是 玛 丽 苏

的 ”； 还有一类是 “伪正剧 ”， “是个

别公司为蹭热点 ， 仓促中粗制 滥 造 的

产品”。 他认为， 电视台要践行文化自

觉， 就得先从拒绝这些 “伪劣产品”
开始。

视频网站并非线性播出的电视频

道， 而是由用户自主选择看什么的大

平台 ， 但 网 站 也 有 自 己 的 “负 面 清

单”， “我们反感跟风一拥而上的产

品 ， 更反感只求量不重质的产 品 ”。
王娟说 ， 腾讯 视 频 每 天 触 达 的 用 户

可 达 到 2 亿 人 次 。 海量需求下 ， 为

实 现 “不 负 好 时 光 ” 的 价 值 主 张 ，
正能量和精细打磨的内 容 才 是 “硬

通 货 ” 。 她 说 ： “不 要 小 瞧 年 轻 用

户 ， 他们有非 常 好 的 审 美 ， 对 于 粗

制滥造 、 缺乏 逻 辑 的 产 品 ， 他 们 会

自 行 淘 汰 。 所 以 在 这 个 过程中 ， 我

们也会根据用 户 的 淘 汰 标 准 来 提 高

筛剧的能力。”

文化 公告

所谓精品现实主义， 标准大抵是这样的———反映空前活跃的经济活动， 寻找中华民族的朴素情感以及彰显中国人何

以立于世界之林的现实逻辑。 翻看 2017 年已播和待播的剧目， 《鸡毛飞上天》 和 《梦想年华大三线》 书写着 “大生

活”。 图为 《梦想年华大三线》 剧照。

近日，“中国纪录片联合签约和发布
仪式”在上海举行，众多中外纪录片人汇
聚一堂。 多部题材多元、制作精良的纪录
片作品揭开面纱。

■ 《大上海》：立足“百年中国看上
海” 的定位， 通过全景式回顾上海开埠
170 多年的发展进程， 以在历史上有回
响的人物和故事，讲述上海城市精神，回
答上海何以成为中国的海， 上海何以成
为中国连通世界的海。

■ 《火星计划》：一档携手 FOX 以及
国家地理的宇宙探索类节目。 展现人类
从仰望星空到 2033 年登陆火星的全过
程。 纪录片将展现六位中国名人前往
NASA 宇航基地、摩洛哥、北极等地接受
全面训练的过程。

■ 《追眠记》： 在压力重重的社会生

活中， 人们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睡眠危
机。纪录片直击国人睡眠状况，通过历史
地理、社会观察、科学实验的角度，讲述
一个个关于睡眠的故事。

■ 《生命里》： 描述了病人们在生命
的最后时光中的豁达、平和与深邃，也展
现了家庭、医护人员、志愿者们的关爱之
于生命尊严的重量。

■ 《本草传》：由高收视纪录片《本草
中国》的原班团队打造。纪录片再次聚焦
中草药， 带领观众感知早已融入中国人
生活、生存和生息的传统中医药文化。

■ 《二十四节气》： 运用天文地理、动
植物学、农学等科学方式，解密中国农耕
社会创造的节气观念所蕴含的高度智慧。

■ 《中国美》： 一部将古典意蕴与现
代质感融合的纪录片。 邀请谭盾、 杨丽
萍、蔡国强、王家卫、林怀民、王澍等中国
艺术家，展现中国式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