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望奎：

皮影戏再现生机

黑龙江省望奎县素有“皮影之乡”的美誉，

望奎皮影作为中国皮影戏的子项目，2011 年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作名录。 近年来，望奎县坚持“保护为主、

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稳步推进皮影

保护传承工作， 让这一古老艺术重新焕发勃勃

生机。

作为“江北派”皮影戏的创始人之一，74 岁

的谷宝珍培养女儿关海英研学皮影艺术近 40

年，后者逐渐成长为望奎皮影戏“江北派”第五

代传承人。目前，以母女二人为代表的望奎皮影

剧团已整理有关皮影的文字资料 5 万余字、“江

北派”皮影戏重点唱段 32 段，搜集传统影卷 25

部，收集用于影人雕刻的影图 4 册、照片 100 余

幅。 全县从教育系统抽调了 10 余名中小学教师

参加学习培训， 为提升青少年对皮影艺术的兴

趣、培养本土皮影人才打下良好基础。

硬件建设是保护和传承的基础， 也为皮影

艺术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017 年，望奎群众文

化艺 术 中 心 专 门 辟 建 了 150 平 方 米 的 皮 影

戏 传 习 所 和 拥 有 60 个 软座席的皮影戏展演

小剧场。在望奎县文化馆的皮影展厅，常年展出

皮影老图片 50 余幅，影卷、乐器等 200 余件；望

奎县还将建设皮影广场， 让地域特色文化融入

城镇建设。 （刘梦丹）

安庆：

让建筑遗产“活起来”

在安徽劝业场旧址改造成的书店里， 读者

正享受一段与书香为伴的时光； 在有着安庆谯

楼、 安徽省立图书馆藏书楼旧址等多处文保的

中学校园里，学子的读书声清脆悦耳；在见证安

徽省高等教育发展的安徽大学红楼与敬敷书院

旧址旁，一批批优秀的学者由此走出……

安庆市曾是安徽省的首府， 拥有大量珍贵

的近现代建筑遗产。日前，“中国安庆 20 世纪建

筑遗产文化系列活动” 举行， 来自国内建筑规

划、遗产文博、高校等领域的百余名专家学者齐

聚安庆，开展主旨演讲、主题交流等系列活动。

中国文物学会会长、 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

会主任单霁翔以“让文化遗产活起来”为主题作

主旨演讲， 用丰富的案例介绍文化遗产的保护

与传承，探讨文化遗产活化的诸多路径，就安庆

建筑遗产的挖掘与利用给出具体建议。

保护建筑遗产， 离不开对建筑遗产本身的

认知。近年来，安庆市在近现代建筑遗产文化传

承与保护方面持续发力，2009 年至今共公布 7

个省级历史文化街区、436 处历史建筑，对历史

建筑进行了测绘并建档挂牌保护。 （黄敬惟) �

黄平：

泥哨非遗传承焕发新生

12 月 8 日， 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

州黄平县新州镇第三小学泥哨体验馆， 泥哨艺

人在辅导学生制作泥哨。

近年来， 贵州省黄平县加大泥哨的保护和

传承力度，通过编写泥哨制作教材，建立泥哨体

验馆及教育基地，广泛开展非遗进校园、社区、

景区，泥哨非遗文化焕发新生。

杨楹 摄

市场不断扩大 交流合作深化

国产纪录片海外影响持续提升

纪录片是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重要的文艺类型。 近年来，国产纪录片国际

传播持续向好，为更多国家观众了解中国提供了独特的窗口。 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

国际传播研究所所长朱新梅说：“越来越多国产纪录片通过商业发行、国际合拍、互播展播

赠播等方式进入国际主流媒体播出； 互联网平台成为国产纪录片国际传播的重要平台；国

产纪录片开始系列化、IP 化，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

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中表现“羲和御日”场景的手绘原画。 出品方供图

讲述海内外

共同关注的故事

近日，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海

外社交平台分享了纪录片《中国》第三

季的二十四节气原画混剪视频， 向海

外网友介绍中国小雪节气。 网友纷纷

赞叹其中蕴含的中式美学， 也对这部

纪录片表现的中华历史文化产生了深

入探索的兴趣。

纪录片《中国》第三季由国家广电

总局宣传司指导，湖南卫视、芒果 TV、

伯璟文化出品， 人民日报视频客户端

视界联合出品，自 10 月 1 日起在湖南

卫视、芒果 TV 播出，共 12 集。《中国》

第一季讲述春秋到盛唐的中国历史 ，

第二季聚焦从唐代到辛亥革命的中国

历史，第三季追溯上古三代，探寻中华

文明的源流，以盘古创世开篇，到西周

礼乐结束。《中国》出品人、总导演李东

珅介绍， 节目组查阅了大量考古资料

与历史文献， 融入最新考古发掘和研

究成果，并邀请知名历史学专家、考古

专家提供学术支撑。《中国》第三季播

出后，不但受到国内观众的称赞，而且

得到海外媒体的关注。

一部讲述中国历史的纪录片，何

以引发外媒关注？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

学院视听传播系副主任、副教授韩飞认

为，从题材内容来说，《中国》第三季关

注上古文明， 其中有一部分是神话传

说，而世界几大文明都有自己的创世神

话，“关于创世的原命题，是人类共同感

兴趣的话题。 从这样一个共同关注点出

发分享彼此的故事，是一种文化和文明

互鉴”。

无独有偶，从去年起，新西兰边锋

电影节、英国谢菲尔德纪录片电影节、

美国迪士尼、 时代华纳以及奥地利红

牛 TV 等纷纷关注一部尚在后期制作

中的中国纪录电影———《看不见的顶

峰》。 影片讲述中国盲人登山家张洪登

顶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故事 ，

已于 10 月 27 日全国公映。 登山运动、

极限运动等体育项目在海外十分流

行，也正在中国快速发展和普及，这是

这部影片受到海内外关注的原因之

一。 该片导演、 北京欣欣向阳影视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范立欣

是中国首位获得美国艾美奖最佳纪

录片和最佳长篇商业报道奖的导演

，他表示，最重要的是“影片讲述了一

个普通的、具体的人的故事，也是具有

普遍感染力的故事”，所以很适合海外

传播。

朱新梅、 韩飞都曾对国产纪录片

的海外传播做过大量研究。 他们介绍，

较之电视剧、综艺节目，纪录片国际传

播是一种小众传播， 主要收视人群为

知识群体， 他们收看纪录片的主要目

的是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对节目的真

实性、准确性、视角独特性以及信息量

等有较高要求。 从题材上说，当前海外

市场对中国美食类、 自然类、 动植物

类、文化类纪录片有较大需求。 国产纪

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国家公园：野生

动物王国》分别从美食和生态环境、动

物的角度切入， 已在全球 100 多个国

家和地区播出。《故宫》讲述中国历代

宫殿故事， 故宫是中国文化标志性元

素，海外关注度高；另一部聚焦动物的

《与象同行》， 追踪记录云南西双版纳

野生亚洲象家族的北移南归过程 ，曾

引发全球“云追象”热潮。

用国际化视野进行创作

“国产纪录片的国际传播并

不容易 。 如果把历史讲浅了，国

内 观 众 不 满 足 ； 讲 深了，国外观

众很难理解这段陌生的历史。 ”李

东珅说。 但他也强调：“《中国》第

三季真是我人生中极为过瘾的一

次创作。 ”

无论中外观众， 首先都会被

《中国》第三季呈现的“又美又潮”

的中国神话所震撼。 该片“绘画 +

动效”的做法，是纪录片影像的创

举：先由一群青年画家在大量可考

的图文资料支撑下，用上千幅画作

描绘上古的神祇、 人物与事件，再

通过 CG（计算机生成图像）技术

让画作动起来， 同时在 12 集中每

三 四 集 再 变 换 一 次 影 像 逻 辑 。

“《中国》 第三季以中国画表现中

国史，总体影像风格最终却是国际

化的。 ” 李东珅说，“无论从考古

学、史学角度看，还是从讲述方法

看，《中国》 第三季的国际化程度

都是三季里最高的。 ”

韩飞评价， 与前两季依靠精

致的实体置景和造型手段打造情

境化的历史场景不同 ，《中国》第

三季用“原画 +CG”模式 ，为观众

钩织了繁复的关于上古文明的想

象空间，也使新国画成为视听国际

传播的宝贵尝试。

相较于其他艺术门类的中国

创作者，中国纪录片人不少曾多年

留学或者旅居海外，是更为国际化

的创作群体。刘帼轶将多年留学德

国所受的熏陶和自己的大量艺术

实践经验，沉淀为“尊重”二字：要

尊重拍摄对象， 长时间蹲守拍摄

时，要让拍摄对象自由自在地呈现

自己的生活，说他想说的话；要尊

重观众，不能把创作者的意图强加

给观众，尤其是国际传播时，更要

尊重海外观众，让他们看完纪录片

后得出自己的结论，甚至不止一个

结论；还要尊重自己，以自己对现

在生活的真实认知和创作阶段的

真实状况， 表达对周围事物的看

法。“纪录片本身就是国际化的语

言”， 刘帼轶说， 用纪录片讲好中

国故事， 要真正回归创作本身，用

更高的专业度打造出更好的作品，

才能被更多的人看到和接受，“这

是纪录片国际传播的重要前提”。

范立欣则强调根据国内外不

同的市场“量体裁衣”。 在国内，

《看不见的顶峰》 将借不久前正式

启动的中国电影分线发行模式的

东风，进行长线放映和精细化运作，

依靠好口碑打通不同社群或圈子，

在市场上获得更多的关注和回应。

影片在海外的推广和发行上映也正

在稳步推进中， 将积极争取参加各

大纪录电影节展， 进一步提高知名

度。 他透露了一个细节：《看不见的

顶峰》起先剪辑的公映版本有 30 多

分钟表现张洪和妻子的家庭生活等

内容， 后来根据国外纪录片专家的

建议， 将这部分减少了 5 分钟，以

适应海外观众的欣赏习惯。

中外合作创作优秀作品

不少网友曾在抖音、B 站、小

红书上刷到过对《中国》第三季进

行“二创”的短视频 ，多条点赞超

过 50 万。 李东珅介绍， 目前《中

国》 第三季所有素材都已向全球

开放：“这是我们的初衷， 也是我

们的一个尝试。 通过《中国》这三

季， 我们用自己的历史逻辑完整

地讲了一遍中国历史， 其实所有

海内外人士都可以不断重新挖

掘，再讲他们所理解、能理解的中

国历史。 ”他也欢迎国外团队或制

作公司甚至熟悉国外话语体系又

对中国文化有所认知的观众，一

起对这部系列纪录片进行深度的

国际化改造，使之传播得更久远。

“合作”确实是纪录片对外传

播中的关键词。 范立欣 2009 年导

演的纪录电影《归途列车》由多国

合拍， 讲述一对中国农民工夫妇

及其一双儿女在大时代之下的亲

情故事与矛盾抉择， 获得来自英

国、德国、法国、美国、加拿大、新西

兰等国家的投资，宣传和发行各有

自己的渠道，还在海外获得十余个

奖项。 后来他执导的讲述四川大山

里拳击手故事的纪录片 《千锤百

炼》、动物题材纪录片《地球：神奇

的一天》等，也都采取中外合拍的

方式，立项之初就在世界纪录片交

易市场做提案，各国电视台预购作

品播出权， 等作品拍成后播出，获

得了广泛影响力。

10 年来，中国的纪录片市场不

断扩大，海外对讲述中国故事的纪

录片也有了更大的兴趣和期待，大

量海外纪录片人士希望与中国合

作拍摄纪录片。 范立欣认为，应建

立一个更好的合作交流机制 ，“海

内外制作公司之间从点状的、线条

式的合作， 形成一张更密切的网，

从而推动建设一个更加蓬勃发展

的纪录片市场”。

（苗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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