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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关于纪录片的未来畅想

大咖共话非虚构影像的创新发展

从《舌尖上的中国》到近年来备受
年轻人追捧的《人生一串》，从《我在故
宫修文物》到《我在故宫六百年》，从《人
间世》到在2020年登上热搜的《中国医
生》……可以看到，美食、人文历史、医
疗等领域的纪录片，至今仍有精品内容
不断诞生和走红。还有近些年《但是还
有书籍》《又见三星堆》《众神之地》《人
生第一次》等不同题材作品先后亮相，
以“黑马之势”获得热度和口碑。

3月30日，第十届中国网络视听大
会在成都开幕。作为重要活动之一的

“打开纪录+的未来想象 非虚构影像创
新发展高峰论坛”在当日下午举行，来
自纪录片领域的众多大咖到来，共话当
国内的纪录片得到长足发展之后，非虚
构影像如何在互联网日新月异的变化
和层出不穷的创新形态之中，去触达更
为广阔的前景。

从体育、考古再到社会现实
2022年纪录片聚焦各行各业

2022年，中国的纪录片领域呈现出
怎样的发展趋势，又有哪些纪录片种类
成为观众关心的话题呢？也许一份
《2022年度纪录片发展报告》能回答不

少喜爱纪录片的观众的好奇。现场，新
视点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纪录片网负
责人张延利登台，解读了过去一年纪录
片行业的变化。

“根据中国视听大数据（CVB）年度
统计，纪录片稳居电视频道播放量前三
的节目类型，播出时长同比增加0.4万
小时。同时，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监管中
心数据显示，网播电视纪录片连续三年
呈增长态势。”张延利说，2022年纪录片
创作题材类型多元，不仅聚焦主题主线
和国家重大战略，更有关照社会现实，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书写人民奋斗征
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2022年是“冬
奥年”，所以涉及北京冬奥会主题的网
络纪录片有15部，网播电视纪录片为20
部。“纪录片为北京冬奥会构建起多维
度全方位影像档案。比如《飞跃冰雪
线》《从北京到北京》等作品，全面解密
冰雪运动和冬奥会幕后故事，展现全民
冬奥的精神面貌。”张延利说。

当然，在体育领域之外，纪录片在
历史文化领域的深耕也颇受关注。据
介绍，2022年全平台上线历史文化艺术
类网络纪录片92部。其中《又见三星
堆》等作品，以探源中华文明为题，树立
古代文明的发展脉络。“还有《如果国宝

会说话》，延续让文物‘活起来’的创作
理念，将古老文物赋予深层次时代意
义。《不止考古·我与三星堆》等网络纪
录片，用趣味性和互动性引领‘国潮’回
归。”张延利说。

纪录片大咖齐聚
畅谈爆款创作之道

《如果国宝会说话》《河西走廊》《人
生第一次》《中国》……提到这些近年来
获得了不俗口碑的纪录片，也许观众都
不会感到陌生。当天，这些收获了高口
碑、高热度的纪录片创作者也来到现
场，分享了在创作中收获的点滴故事，
并对“纪录+”内容创作与融合传播的趋
势，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近年来，能看到央视与网络共生
所做出的努力。其中，全新推出短视频
播放模式，融合了新技术样态，以轻松
有趣的调性打造出了新时代的纪录片
风貌，创造出了《如果国宝会说话》《字
从遇见你》《中国想象力》等多部作品。”
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总导演徐欢
说，为了让纪录片触达更多人群，针对
不同社交媒体平台量身定做宣传方案，
让纪录片在全网平台都有较高的播放
量和弹幕讨论量，并衍生出大量的阅读
笔记。“像五四青年节推出的《码农的异

想世界》，聚焦程序员群体，形成了纪录
片的青春阵地。”

论坛中，特别运用了“非虚构”作为
论坛的名称，芒果伯璟负责人、纪录片
《中国》《河西走廊》的主创李东珅，通俗
易懂地向大家讲述了关于非虚构化的内
容。“非虚构不只代表纪录片，而是一种
创作方式。”李东坤说，前段时间爆火的
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里面的男女主
就像希望逃离竞争激烈的城市中的每个
人，于是有了衍生纪录片《心的寻找》的
诞生，片中讲述了三组中青年人突破自我
的故事。“我们用一部纪录片去挖掘了这
部电视剧中非虚构的部分，并放大它。”

“我们在内容产出的时候，坚持年
轻与创新。”哔哩哔哩纪录片中心高级
顾问朱贤亮说。的确，说到对纪录片抱
有极高接受度的网络平台，不少人首先
会想到B站。在不少爆款纪录片的背
后，能够看到B站的身影，而该平台出品
的纪录片也更具“网感”和特殊性。朱贤
亮举例，例如《惟有香如故》从一个全新
的角度切入，将香与历史人物结合，讲述
了几段历史传奇。“与其说记录不一样的
生活，不如说是不一样的记录生活，在相
同与不同中追求突破发展创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雨心
实习生王邵佳

“不管是创作者、研究者还是教育
者，我们每个人最本质上还是知识的服
务者和传播者，都承载着创作的独特价
值与历史使命。”3月29日下午，在成都
举办的第十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视听
与文化产业新业态——让文字在视频
中活起来”专题论坛上，现场嘉宾共同
深入探讨“视听给文化产业带来了怎样
巨大的改变”及“未来，视听行业与文化
产业将如何相互赋能”两个重要议题。

未来视频时代呈“雪山模式”

作为论坛主持人，1905电影网董事
长李玮首先打开了话匣子，“我们不仅
是长视频的生产者，也是短视频的创作
和传播者。作为媒体融合发展的亲历
者和见证人，我们不只是见证了媒体的
融合发展，也目睹了十年成长起来的种
种网络视听作品。”

他提到，近年来，网络视频作品与
浓郁的烟火气成为贴近生活、关照现
实、讴歌时代的重要载体。一批高质量
的作品把题材拓展到了现实主题，把镜
头对准了生活中的小人物，呈现出时代
之美、人性之美，以温暖的基调书写人
们当下火热的生活。

网络视听作为文化和科技融合的

产物，近年来以新技术、新创意和新设
计，始终推动着中华优秀文化不断转
化，在多方面积极探索。“从小切口探讨
文字和视频结合的意义，文字为视频赋
能，表达对理想的追求，抒发我们对家
国的情怀，收获对于人生的感悟，以及
在视频中让大家感受到生生不息的一
种精神力量，体现出视频的独特和审美
追求。”李玮说。

在李玮的畅想中，未来的视频时代
会是一种雪山模式，“高质量的内容就像
山顶上的雪，冬天要攒足雪，春天才能有
水，但水下山的形式可以不拘一格。”

短视频正重塑文化传播格局

短视频为传统文化的社会化、生活
化的生产传播提供了新场景。中国广
视索福瑞媒介研究融合传播研究事业
部总经理张天莉认为：“视听内容成为
内容消费中一个最主要的形式，短视频
与网络直播这两种新力量正在重塑视
听内容的生产、传播与消费格局，同时
它们也成为文化内容生产传播中的一
个不可忽视的新力量。”

近五年来用户对实用信息、知识、
文化的诉求慢慢上升，但人民对娱乐
的诉求始终排在第一位，基于短视频

的传播特点，传统文化在短视频领域
也取得了非常好的传播效果。“这就是
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我们在整
个传播里重新感受到文化的凝聚力，
找到我们自己的身份认同跟文化认
同。”张天莉说。

四川科幻世界杂志社有限公司副
总编古火拉兹用三个层面的变化，讲述
了科幻行业从文字到视频的转变，“首
先是业态里的变化，比如今天在销售一
本书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会录一个视
频来完整地介绍它的品相、内容；其次
是生态中的变化，例如像《流浪地球》一
样，科幻小说的影视化，再继续IP衍生
品这个方向不断深化；最后是行业从业
人员心态上的变化，经过多年的沉淀，
他们逐渐从浮躁变淡定。”

文字是前端，视频是终端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侯洪从教育研究者的专业角
度出发，从宏观到微观、从作品到产业
系统地向听众介绍了视频发展的全部
历程，讲述这些年视听给文化产业带来
的影响。“中国视听的硬件发展速度和
质量与外国差别不大，关键在于内容生
产本身，一定要有中国特色，要坚持讲

老百姓的故事。”他还从文化教育的角
度提出了许多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建
设性意见。

创作了《回廊亭》《我和我的祖国-
白昼流星单元》等的青年编剧文宁提
到：“文字是前端，视频是终端。”视频
平台中的热议、大数据的即时反馈，都
使得编剧更加注重所选题材在当下的
时效性及它的舆论能量。“短视频的出
现改变大家的观影习惯，也改变了影
视作品的开发策略。无论是叙事节
奏、讲故事的方法还是情节类型的选
择，视频端已经越来越深地影响到文
字创作。”

论坛最后，谈到最近发展火热的
ChatGPT人工智能对文化产业的影响，
与会嘉宾各抒己见。古火拉兹直言：

“科幻就需要想象力，从文字到视频也
是一种想象的呈现。人类和动物最大
的区别不在于使用工具、直立行走或是
使用语言，而是人类独一无二的想象
力，所以我觉得只有把我们的想象力保
持好，才是打败所有人工智能的最佳的
办法。”侯洪教授则表示：“期待人机共
存的和谐的这样一个世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荀超
实习生汪灵

让文字在视频中活起来！
大咖论视听行业与文化产业新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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