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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成为中国纪录片的突出向度国际化成为中国纪录片的突出向度
□张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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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王兴
东的提案聚焦电影立法。“纵观我国电影，多少年
来一直是在行政规定下的管理，由政府主导，甚至
一部影片的命运由某位领导喜恶决定，有的影片
已经审查委员会通过，因涉及某个专业部门或者
个别领导有看法，被横加干涉，甚至采取追毙形式
撤销其发行权利，人治现象无法根绝。”为此，王兴
东建议加快电影立法进程，将各级政府对电影的
行政审查权力纳入专门法律监督限定中，严禁“以
言代法”、“以权压法”，国家要用法律来保护著作
权。加快电影立法进程、完善电影审查制度、如何
推动电影健康发展等议题随即成为文艺界“两会”
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

全国政协委员尹力认为，在30多年的经济发
展过程中，文化建设的脚步是否跟上了，人们的精
神灵魂是否健全，国家的软实力如何彰显，面对这
一系列问题，催促我们对文化建设进行高端设计，
方向之一就是走文化立法的道路。他以电影立法
为例。近些年，中国电影的发展成绩有目共睹，但
尹力认为，内容提供、题材限制也确确实实成为观
众对中国电影的诟病之一。“脱离现实，同质化、过
度娱乐化成为今天中国电影的主体，像综艺电影
的出现，就应该给予中国电影人一种警醒。”尹力
表示，“长久下去，这样的内容提供会培养什么样
的观众；如何拿更高质量的影片跟好莱坞相抗衡
等等问题值得深思”。

尹力谈到，今天的中国电影在内容提供上，无

法可依、审查由少数人凭借个人的好恶，揣摩政策
的分寸来判断影片的现象仍然存在，“这不应成为
中国电影的常态，也会阻碍中国电影的发展。”按
照《中美双方就解决WTO电影相关问题的谅解
备忘录》，未来5年，进一步解除配额，提高进口影
片的分账比例将成为现实。在这种背景下，中国
电影做好准备了吗？尹力表示，无论从银幕数量，
还是放映技术水平而言，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领
先美国，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究竟该提供什么内
容。“更多情况是，创作者纷纷回避现实，自我规
避，而社会现实丰富多彩，新闻、自媒体、网络各种
话题都能畅通无阻，但是在电影内容上却缺席、无
语，这是电影人的悲哀，也是电影界的悲哀。”尹力
认为，在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我们希望
加快电影立法进程，不仅要关注院线建设，在税
收、土地上给予支持，更要在内容建设、题材等方
面立法，让电影制片方、投资方有预防风险保障，
让内容创作和制作有法可依，更让决定政策的人
能用法律的形式为电影保驾护航，让电影在安全
和健康的氛围当中更好成长。

对于加快电影立法、繁荣中国电影发展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陈凯歌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认
为，电影立法的核心是对人的信任，对电影工作者
的信任，电影立法的最大意义在于能够提高电影
的开放程度，推动电影生产力的发展，让观众能看
到更多的好电影。但中国电影质量的提高不能仅
仅依靠法律，还需要电影人的努力。“我从31岁开

始拍电影，只拍了十二三部，以两三年一部的速度
拍摄，而且到如今，我还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这
个时候、这种状态下你才逐渐地获得了创作的乐
趣，你才明白你自己是谁。”陈凯歌说，“文学艺术
创作不能多快好省，要尊重规律。我们不需要做
那么多，但是我们一定要把他做好”。

欧阳黔森代表认为，目前许多影视剧的创作
过于倾向市场和投资者的个人意愿，相比于制作
人、导演而言，编剧的地位是很低的，这也是很
多粗制滥造的作品充斥荧幕的原因之一。他希望
国家能从法律层面上促进影视剧行业的规范化，
对制片人、编剧等的从业资格进行严格筛选，推
出相关的从业资格证等。他提到，目前的影视行
业还没有具体的立法，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
对于影视剧从业者的约束要从法律入手，加快立
法的速度，这不仅是保护编剧的权益，也是保护
整个影视产业的良性运转。欧阳黔森特别欣赏中
国作协权保办的工作，认为其为许多编剧、作家
挽回了权益和尊严。他同时提出，目前影视业虽
然看似繁荣，但真正一流的编剧并不多，程式化
的编剧方式也导致了影视剧内容和形式上的雷
同，这无疑会导致投资的浪费。欧阳黔森从自己
的经历出发，提出制片人应该由专业人士担当，
呼吁更多的作家、编剧加入制片人的行列，这样
可以保证影视剧作品更好地遵循艺术创作规律，
坚守艺术审美底线，从而在整体上提高影视作品
的质量。

来自全国“两会”的声音

艾克拜尔·米吉提：允许少数民族语言译制影视作品属地销售对
外输出

随着我国成为世界第三大影视产品生产国，少数民族语言影视剧译制工作得到长足发
展。尤其“十二五”以来，“西新工程”、“村村通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的实施，进一步加快
了新疆的少数民族语言影视剧译制步伐。更多的优秀影视作品已适时译制成少数民族语言，
基本实现影视剧译制规模化生产。而且，这些优秀少数民族语言影视剧译制作品已经具备国
际竞争力，受到周边国家青睐。让优秀少数民族语言影视剧译制作品走出国门，时机已经成
熟。但是，新的机制尚未完善。这些优秀少数民族语言影视剧译制作品对外销售输出权限不
在生产地，而要到北京来完成相关手续。

为了不断提高优秀少数民族语言影视剧译制作品对外传播能力和在周边国家的影响
力，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服务，应当创新机制，简化对外销售环节，下放权力，允许
优秀少数民族语言影视剧译制作品属地销售对外输出，按版权分成，实现多赢，建立起一条
便捷通道。

冯远：把真心、心血、能力、智慧投入到文艺创作中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对文艺作品提出的要求，我认为可以理解为要思想

精深、技术精湛、制作精良，没有这三“精”，就谈不上吸引力、感染力，更谈不上经受历史的检
验。要想创作出高峰作品，我们一定要用心、用情对待创作，宁可减少数量，也要把真心、心
血、能力、智慧放进去，而不是为了赶时间、赶任务、赶时髦、赶效益而忽略作品的质量。

范迪安：新一代文艺家要走入生活、关注现实
创作是当前整个文艺界都在讨论的热点问题，要从学术和文化两方面严肃思考文艺创

作的方向和质量。古今中外能感染人影响人的作品都具有极高甚至超越性的思想性和艺术
性，比如董希文的《开国大典》。怎样立足于现实，创作出具有时代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作品，
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在培养新一代文艺家时，要让他们走入生活、关注现实，对其艺
术方向和理想进行正确引导，才能使年轻的艺术学生成为未来的文艺担当者。

席强：艺术家要适时转变创作观念
文艺演出团体的基础是作品。优秀的作品应该把时代性和学术性结合起来，把经济价值

和社会价值统一起来。现在的民族音乐作曲家创作的很多作品缺乏时代性、生活性和群众
性，以学术性风格的作品来面对大众和市场，使得民族音乐演出团体生存的社会效应大打折
扣。要改善艺术家的生存环境，就要转变他们的创作观念。文艺工作者要认真思考什么是雅
俗共享、耳熟能详的优秀作品，以及如何创作出这样的作品，才能解决文艺团体的艺术创作
问题和生存问题。

关峡：创新高雅艺术的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
一要借助新媒体、新技术和成熟的公共文化基础建设平台，开拓新的文化传播渠道；二

要借助互联网、电影院线等，开创大众化传播渠道和平台。以“云数据”概念收集、传播交响乐
作品，建设以交响乐为主体的文化数据中心，建立“中国交响之声”新媒体平台；三要实现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政府组建专门管理机构，给予政策支持。无论是互联网还是院线
传播方式，在交响乐领域运作成熟后再适用于其他高雅艺术领域，逐步培养大众欣赏高雅艺
术的文化习惯，引导形成高雅艺术大众化消费“新常态”。

部分文艺界代表委员呼吁

以立法的方式以立法的方式
为电影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为电影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本报记者 徐 健 行 超

2014年，纪录片遭遇卫星年：北京、上海两家纪实频道上星播
出，与央视纪录频道一起构成三家卫视纪录片传播平台。长期困扰
中国纪录片的传播瓶颈豁然开朗，纪录片不能再作为频道特色傲视
天下，细分化、品牌化成为纪录片频道必须直面的课题。从2011年
创立以来，央视纪录频道已然构建了高品质、国际化的品牌形象；上
海纪实频道携带丰厚的市场经验和品牌积淀，启动国际化、产业化
之路；北京纪实频道与北京纪实影像产业基地、北京新纪实传媒有
限公司实现市场组合，调整产业布局，蓄势待发。可以预见的未来
里，央视纪录频道的优势依然明显，而从项目、资金、团队到市场的
资源重新整合也将逐步开始，产业化将提速。

2014 年，中国纪录片播出总量为 75800 小时，其中首播量为
18000小时。与2013年相比，播出总量提升了5800小时，但首播量并
未增加。2013年广电总局限娱令所规定的卫视频道纪录片播出时
间大多被重播节目填充起来，且主要分布于垃圾时段。由此看来，仅
仅数量扩大并不能带来真正的繁荣，核心问题是质量提升。

2014年，品牌力量再次显示，并带动产业系统升级。这一品牌
便是《舌尖上的中国Ⅱ》。

2014年4月18日－5月30日，两年酿造、反复被期待的《舌尖上
的中国Ⅱ》在央视综合频道、纪录频道播出，毫无悬念地再次掀起狂
澜，其收视率和影响力超越包括综艺、电视剧在内的所有电视节目，
又一次制造了传媒文化现象。其周播方式将节目效应扩展到两个
月，也为各种议论留下发酵空间。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
及时称赞节目的“社会责任与人文情怀”，而有些新媒体却吐槽“煽
情”、“跑题”。无论如何，《舌尖Ⅱ》从民间视角发掘美食，以美食涵
融人性，俯仰自若，生趣盈动，为中国纪录片创立了第一个品
牌，并成功地把文化影响力转换为市场效益：《舌尖》的综合收益
已经超过5亿，将纪录片产业链从传统的广告、音像、图书等拓展到
电商销售、电影，甚至拉动了相关行业的股票价格。在中国纪录片产
业探路之际，《舌尖Ⅱ》留下一座含义丰富的路标。

国际化是2014年中国纪录片的突出向度。
这一年，一些国际合作项目成果初现，不仅在中国成功播出，也

在英国、法国主流媒体播出，并发行到世界几十个国家传播。继《非
洲》之后，央视纪录频道与英国BBC合作《隐秘王国》，该片讲述了
小金花鼠、小狨猴等一群小型超级动物的神秘生活，将动物节目扩
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隐秘新空间，制作精美，故事生动，承接了
BBC动物节目的一贯风格。央视纪录频道与新西兰自然历史公司、
动物星球频道、美国野生救援协会联合摄制的《野性的终结》，邀请
运动员姚明去非洲考察野生动物，因为犀牛角、象牙的非法交易，犀
牛、大象遭到残酷盗猎，一些品种濒临灭绝。姚明以自己的行动号召
动物保护。从动物和动物保护入手，借世界知名运动员姚明提升传
播力，中国纪录片以合作方式进入国际主流，这是一种成功的传播
策略。

然而，国际化并不仅仅呈现于国际合作，也表现于更多纪录片
的“中国故事、国际表达”。2014年，一批优秀纪录片力图以国际理
念和叙事方式讲述中国故事，叙事语态从宣教转向传播，表现出开
阔的国际视野和美学魅力。《互联网时代》远赴美国、英国、法国、日
本等14国追踪互联网的起源与发展，从人类高度考察互联网对于
世界的改变。《瓷路》从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英国、德国、荷
兰、法国、土耳其等9个国家讲述陶瓷的传奇故事，展示了一条文化
大道。《五大道》赴美国、英国、法国等地采访国际汉学家，并邀请八
国联军的后代访问天津大沽口炮台，重新审视以五大道为代表的九
国租界带给天津的文化记忆。《大黄山》放弃传统风光片的明信片美
学，转而寻找故事，并邀请奥地利摄影师和加拿大山地飞行员一起
航拍黄山的云海、峡谷、峭壁等奇观。《1937南京记忆》采访美国、日
本、德国、波兰、韩国等国120多位专家、学者、亲历者和幸存者后

人，一起见证南京大屠杀。反映南水北调工程的《水脉》也放弃简单
的政论模式，而是去美国、巴西、伊拉克、以色列等国实地拍摄水利
工程，从水与文明的关系讲述这一宏大工程。国际视野支撑了国际
高度，国际叙事决定了美学形态，中国纪录片向国际化迈出坚实的
一步。

2014年，中国纪录片的镜头依然聚焦剧烈变迁的现实，其中关
于年轻人的作品尤其集中。纪录电影《我就是我》以电视娱乐选秀节
目《超级男声》为题材，讲述华晨宇、欧豪、白举纲、宁桓宇、于湉等几
位选手的参赛历程，尤其是他们在选秀过程中遭遇的心理波折与现
实矛盾，具有一定的洞察力与感染力。与这些“放肆青春”（电影宣传
语）的男孩不同，《高三16班》里的孩子们正接受命运之门——高考
的磨练：成绩、感情、青春的躁动与人生的搏斗，风格冷峻、酸涩，迫
人沉思。《铜匠苏仔》以纪实方式讲述了铜匠艺人老苏与儿子苏仔之
间的矛盾，依然是传承与创新的古老命题。而《棉花》第一次以服装
产业链为题，记录了从棉花种植者、采摘人、服装女工到服装贸易的
全程。

2014 年，真人秀依然是中国电视荧屏的宠儿，《爸爸去哪儿》
《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等一浪赛过一浪。从世界范围看，纪实娱
乐已是趋势，美国探索、国家地理，英国BBC与法国电视台都已开
播真人秀纪录片。中国纪录片也不再满足于在纪录圈里打转，开始
探索新的可能。

央视综合频道的《客从何处来》便是真人秀与纪录片的杂糅。节
目邀请易中天、马未都、陈冲、曾宝仪、阿丘等5位名人寻根认祖，每
人在寻找过程中都发现了自己不曾了解的家族历史秘密，这秘密也
是驱动节目叙事的核心动力。与真人秀的明星耍宝不同，《客从何处
来》只是借重了这些文化名人提升收视，而寻找过程是真实的，人物
情感是真挚的，从而呈现出纪录片的质感。同样，《野性的终结》借姚
明之名保护动物，也值得称道，与真人秀节目里的明星表演不可同
日而语。

2014年是新媒体视频网站全面崛起的一年，全媒体传播已然
成为年度关键词。江苏卫视与凤凰视频联合制作的《你所不知道的
中国》算得上一个成功的全媒体传播案例。江苏卫视自然不会放弃
自己的明星主持孟非和众美女，也邀请了毕淑敏、贾平凹、谭咏麟等
各界名人，以纪行方式发现藏在各地的风情技艺，奇景异观。该片由
江苏卫视与凤凰视频同步播出，成功地实现了电视与网络的联姻。

《城殇》则干脆以3分30秒一集的方式打出微纪录概念，在腾讯等视
频网站反响热烈。南京电视台为配合第一个国家公祭日，制作此片，
主动向新媒体靠拢，以期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

新媒体不仅是一种传播媒介，也是一种新语体，正如传播学家
麦克卢汉所说“媒介即信息”。新媒体纪录片概念已不新鲜，而成功
案例并不多见。目前新媒体视频网站依旧以播放电视纪录片为主，
投入既少，着力也不多。纪录片如何拥抱新媒体？这不仅需要市场的
推手，也需要美学的动力。

2014年中国电影票房直指300亿。然而，纪录电影实在贡献甚
微，羞愧难当，几乎可以忽略不记。尽管《爸爸去哪儿》披着纪录电影
的头巾招摇过市挣了7亿元，实在不过是一场电视真人秀的不同版
本而已，字幕满屏，镜头粗糙，连思维方式都毫无二致。以大型真人
秀《超级男声》为题材的纪录电影《我就是我》向影院冲击，采用商业
电影宣发策略，并且前期众筹就获得500万元票房，却最终止步于
650万门槛。是粉丝不够忠诚还是电影过冷？联想到韩国纪录电影

《亲爱的，别过河》不胜感慨：观众人数已超300万，领先好莱坞大片
《星际穿越》。不过，中国纪录片收复院线的决心和热情丝毫未减，一
批为院线制作的纪录电影正在进行，也许2015年会更加热闹。

平台已经升起，风云正在交会，“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期
待中国纪录片一个丰硕的2015。

由河北省文联、河北省志愿服务联合会、河北
省影视家协会联合主办的“微爱同行”公益微电影
创纪年大型系列活动日前正式启动。活动以“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集聚社会主义文艺正能量”
为宗旨，致力于传播“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
愿精神，传递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和大爱之美的公
益文化正能量。活动以“微爱同行”为主题，倡导

“微小之力亦可公益、微薄之爱也是善举”的理念，
着眼于回应社会各界志愿者的公益文化诉求，以公
益为核心内容，以文艺为服务形式，将公益与文艺
有机融合、互为支撑、相得益彰。活动突出创新、创
意、创作、创投的内涵，用文艺的创新，做有创意的
公益，展开影视精品创作，搭建志愿服务的创投平
台，开创河北公益事业与文艺事业互动双赢的创纪
之年。

该活动从今年3月份启动，历时一年时间，内
容涵盖《微爱·那些事——讲述你身边最美的故事》

《微爱·聚成海——点滴之爱终成大美》《微爱·随手
拍——为心中的梦想扬帆》《微爱·不宜迟——志愿
同行在公益路上》《微爱·公映周——公益文化的正
能量》5个主题单元活动。活动设置了城市志愿服
务大联动、网络征集公益故事评选、招募公益形象
大使、海选志愿者演员、企业精英认领公益、影视节
目院线播出、全媒体宣传报道等环节，并伴有明星
公益、校园行动、公益竞赛、公益达人秀等最具活力
的公益文化活动；在影视制作上，挖掘那些最平凡、
最感人、最精彩、最美公益志愿者的真实故事，打造
一批有道德、有筋骨、有温度、有影响的公益微电影
和公益广告精品，讴歌公益人生，刻画最美人物，在
宣传最美公益、最美志愿者的同时，宣传最美城市、
最美河北。 （河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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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海耀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的都市青春创
业爱情剧《敢爱》将于3月12日登陆央视电视剧频道黄
金档。该剧由王迎执导、娟子编剧，张萌、任重、贾景
晖、曾泳醍、张嘉译等联袂出演。该剧以当下都市年轻
人创业和爱情为主题，展现了一对由校园步入职场的
情侣经历爱情和面包的现实选择，逐渐在社会中成长
和磨砺的故事。剧中任重饰演的罗永浩和张萌饰演的
雷蕾是一对从大学就相恋的爱人，男方家境贫穷，两人
的爱情遭到了女方母亲的坚决反对。罗永浩急于证明
自己，屡次创业失败，而与此同时，雷蕾的事业发展顺
风顺水，短短几年就成为大企业的高管。女强男弱的
转变，仿佛在两个人的爱情中埋下了定时炸弹。（央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