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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录 片 不 止“ 真 ”好 看
覃皓珺

你爱看纪录片吗？中国视听大数据

（CVB）显示，2024 年全国卫视频道播出纪

录 片 数 量 已 突 破 1300 部 ，播 出 比 重 占

11.5%，仅次于电视剧和新闻，全年总收视

时长达到 122.7 亿小时。

从电视荧屏到影院银幕再到手机小

屏，题材愈加丰富、技术不断创新、大有乾

坤的纪录片，正与千行百业、千家万户一

道，创作新时代的光影新篇章。

讲真实故事

作为世界认识一个行业、一种文化甚

至一个国家的重要渠道之一，用纪录片讲

好并传播真实的中国故事，显得愈加重要。

“相较于新闻中的数据，生动的光影显

然更加直观。”作为不久前在央视热播的纪

录片《向新出发》的总导演，闫东不仅善于

让各类题材真实又好看，还乐于分享从业

30 余年积累的创作“秘诀”。

他和团队历时 8 个月，遍访全国各地，

用镜头将不同领域科研工作者的真实故事

娓娓道来。当“高大上”的科学技术，以艺

术化的展现方式阐述，同时更具人情味和

烟 火 气 ，纪 录 片 的 魅 力 在 观 众 心 中 展 露

无遗。

“无论是文本还是影像都必须以人为

本，才能在真实的基础上贴近心灵。记录

故事中的点点滴滴，才能展现先进技术如

何改变我们的生活。”闫东说，新质生产力

不仅是拍摄的主题，也应用在创作的全过

程。他带领团队以超高速摄影技术，记录

下火箭发动机从点火到升空的每个真实瞬

间，让视听震撼与心灵触动形成共鸣。

2024 年的大银幕，一部纪录电影向世

界证明了中国故事的非凡力量。

“第 37 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科

教片奖——《里斯本丸沉没》！”导演方砺耗

费 8 年心血创作的纪录电影《里斯本丸沉

没》以超过 4500 万元的票房收益，成为当

年全球纪录电影票房领航者。

二战期间，中国舟山渔民义无反顾，救

援了被日军迫害的英国战俘。方砺带领团

队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挖掘真相，竭尽所

能采访上百名相关人员，以真实厚重、饱含

真情的故事，让世界了解这段险些被遗忘

的历史。

“人类共同的情感不分国别、不分种

族、不分年龄。”方砺说，通过影像展现真实

有着无穷的力量。

什么是纪录片的灵魂？真实！中国传

媒大学教授、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主任何

苏六说，纪录片本质上是“真实纪录或记录

真实”的文艺产品。无论是电视、电影、新

媒体等平台形式，还是外购、自制、联合

制作、委托承制等制作方式，“真实”

是纪录片的根本。

真故事、真情感、真技

术 ，才 使 纪 录 片 向 世 界 更

好展现真实的中国。“纪

录片是文化折扣率

最 低 的 文 艺 形

式，虽然从院

线 到 平 台

的收益

难 以

和工业化大制作内容相比，但纪录片在国

际舞台和历史长河中的价值不可忽视。”何

苏六说。

“纪录片创作者既是时空的连接者，也

是时代的记录者。”闫东认为，纪录片是面

向世界、超越时代的“国家相册”，不仅要故

事和画面真实，也要在文化和情感等方面

真实。

在拍摄以中华白海豚为主角的纪录电

影时，他一边运用我国自主研发的重型陀

螺稳像平台捕捉瞬息灵动，一边用接地气、

有 灵 气、能 共 情 的 情 感 交 互 展 现 生 态 之

美。法国制片人尼古拉·德尚赞叹道：“中

国正用纪录片的世界语言，以诗意与科学

并重的方式给人们惊喜。”

闫东期待，在策划阶段增加更多互动

环节，比如通过线上平台吸引观众参与项

目讨论、收集反馈意见，持续提升节目内容

品质，让纪录片更贴近观众。同时鼓励、吸

引海内外从业者互鉴共赢，助力更多人才

合作、佳作出海。

添产业活力

当前，纪录片盈利能力还很有限，但对

千行百业的带动效果往往在光影之外、情

理之中。何苏六讲述了纪录片《寻味顺德》

背后的财富经。

2016 年《寻味顺德》播出前，他曾向当

地建议，要重视纪录片对旅游、餐饮等方面

的影响力，可以观察播出情况，提前策划和

建设相关项目。

“纪录片热播后，游客蜂拥而至，酒店

接待能力一度达到极限，对产业的宣传推

广作用可谓巨大。而《守护解放西》《人间

世》等系列纪录片，也让大众对更多行业增

进了了解与理解。”何苏六说，中国纪录片

研究中心在《寻味顺德》全国热播后整理的

数据显示，累计超过 20 亿次的播放量带动

当地旅游和就餐人数显著增长。

如今，互联网平台成为不少人观看纪

录片的主阵地，广告招商、平台会员等收入

也为纪录片拓展了营收渠道。

“很多纪录片在平台上免费或定期限

免播放，我会和孩子一起看。”观众高晓峰

觉得国产纪录片质量越来越高。会付费观

看精品纪录片的观众刘源则认为，有创作

激励才能让好内容涌现。

优酷纪录片总经理韩芸说，用互联网

平台的优势，让每一个用户都能找到自己

喜欢并愿意为之付费的内容，是纪录片兼

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平衡的关键。

把握纪录片优势，实现产业破圈融合，

成为行业发展趋势。“影像产品主要有广告

宣传片、影视剧情片和纪录片三类，传播规

律和营收方式各有不同。广告需要海量投

放以增强消费者记忆点，剧情片更关注情

境、情绪塑造，而纪录片具有真实性和知识

性，生命周期也最为长久。”纪录片制作人

李东珅与芒果 TV 联手提出产业纪录片计

划，在推动产业发展的道路上成果不断。

“比如，酱油大家天天吃，可它究竟是

什么？这背后，既是一个产业故事，也是一

种知识求索。”李东珅拍摄的产业纪录片

《酱油是什么》，从中国自古以来的酱油发

展历程，一路探究到当下酱油企业和酿制

工艺。

“我们会继续保持对经济与文化故事

的好奇心，解密更多时代发展背后的文脉

与商道。”李东珅说，“拍摄和剪辑既要考虑

趣味性和知识性，也要符合真实性与艺术

性，纪录片是对真实的创造性处理，把认知

转化为具有生命感知力的表达，是让不同

产业‘活’起来的重要方式。”

在他看来，每一部纪录片的拍摄都是学

习、积累和转化的过程，求真务实是纪录片

不变的要义，守正创新则是所有产业兴旺发

展的核心，也是纪录片与产业联动的要义。

寻创新答案

纪录片在时代发展中蜕变成长，也改

变了一些人的命运轨迹。青年纪录片导演

何青从小就喜欢看纪录片，2012 年加入央

视纪录频道。

“伴随一部部作品一起成长，虽然充满

挑战但也特别美好。面对观众观看习惯的

变化，创作也必须不断寻求突破。”何青说，

由她作为主创的纪录片《城市花季》中，4K

超高清摄影机和水下摄影、荧光摄影、微距

摄影等新技术，让花开花落、异彩纷呈的刹

那尽收眼底，极为考验年轻团队的艺术水

平和执行能力，不然创作就会被“工具”牵

着走。

“从人工智能到最新拍摄技术，我们

和程序开发人员也会积极探讨新技术如

何使用。同时，不同领域的青年创作者会

一起讨论纪录片选题和策划方向。近年

来，国家广电总局在政策、资金、项目等方

面的支持，也给了我们更多成长机会。”何

青说。

不是“科班出身”，也可以拥抱纪录片

的浪潮。在北京举办的人间百味影像展活

动上，参与纪录片《风味人间 5·香料传奇》

制作的吴迪用镜头记录下参观者对美食与

生活的真情实感。

“我相信，纪录片是给未来的礼物，无

论长短、无关题材，只要包含着‘诚意’就值

得分享。”因为首季《舌尖上的中国》爱上了

美食纪录片的他，2019 年加入该片导演陈

晓卿的团队，他身边不少同事也是从纪

录片爱好者“转正”入行。

“陈晓卿老师常说，爱吃的人

总会相遇在一起。我们一起打造

了‘稻来纪录片实验室’，越来越

多的美食爱好者自发组成纪录

片社群，参与各式各样的线下活

动，碰撞纪录片的‘新

玩法’。比如，我们

设 计 了 一 款 可 以

折 叠 成‘ 包 ’的

围裙，作为纪

录 片 文 创 销

量 火 爆 。”对

吴迪而言，从

影 像 内 容 到

社 区 和 衍 生

品 ，纪 录 片 的

未来充满了想

象力。

2024 年 12 月 30

日晚，第十四届中国纪

录片学院奖颁奖典礼现场，

学院奖的虚拟化身“光年”，与学院奖创始人

何苏六展开了一场对谈。人工智能究竟是纪

录片的竞争者，还是志同道合的伙伴？

“毫无疑问，人工智能会极大影响纪录

片的未来，不仅会缩减创作的成本与时

间，还会革新创作的样态和表达。

从某个角度看，人人都可以是纪录

片的创作者和传播者，然而人工

智能生成的内容对纪录片的

专业性、真实性和传播性，都

提出了新的命题。”何苏六

表示，在融媒体时代，纪录

片创作有形的门槛变得更

低了，但它“无形的门槛”却

更高了。

“时代的脉搏和人民的

呼声，是中国纪录片创作的

土壤，在立足现实需求和行

业发展的同时，更好培育市

场、培养人才、反哺创作，才能

让 事 业 持 续 繁 荣 。”何 苏 六

说，无论技术如何发展都需

要为人所用，无论国际舞

台怎样争鸣都应文化自

信，一切未来都始于当

下 ，纪 录 片 也 是 千 行

百业的一分子，亿万

观众都是纪录片前

行的力量。

藏历新年看年俗

贺建明

2 月 27 日是藏历木蛇新年的除

夕。前段日子，置办年货成为藏族

家家户户最重要的事。

“闻到卡塞的香气，藏历新年的

年味就浓了。”65 岁的拉萨市民旦

曲说，“作为传统点心，五颜六色的

卡塞不仅是新年装饰品，更是款待

客人的必备美食。”

5 斤卡塞、1 个切玛盒、1 束罗萨

美朵、1 对酥油花、1 盆洛浦⋯⋯旦

曲细数着准备购买年货的种类、数

量，“逛市场办年货，不仅是为了迎

接新年到来，更是对传统年俗文化

的传承”。

藏历除夕夜，藏族家家户户都

会精心制作一款别致的“切玛”——

寓意丰收吉祥的斗盒。在彩绘或原

木雕花的木盒中，盛满炒熟的青稞

粒和酥油拌制的糌粑，上方点缀着

罗萨美朵和酥油花，两侧整齐摆放

好象征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

青稞苗、塑彩羊头等吉祥物件。

罗萨美朵就是五彩麦穗，“罗

萨”藏语意为新年，“美朵”意指鲜

花。拉萨年货市场上销售的罗萨美

朵，大多产自堆龙德庆区桑木社区。

“罗萨扎西德勒！”每当有顾客

咨询，旦增总是先送上一声诚挚的

新年祝福。“一把 5 支，5 种颜色，售

价 5 元 ，象 征 着 新 的 一 年 五 谷 丰

登。”旦增说，“我们社区几乎家家户

户都制作罗萨美朵，尽管只在藏历

新年前销售，但每年仅此一项收入

便能达 2 万多元。”

在年货市场，能与罗萨美朵媲美的唯有酥油花。以酥油为

原料，用指尖精心雕琢的人物山水、亭台楼阁、飞禽走兽、花卉树

木等形象栩栩如生、惟妙惟肖。

“真是令人惊叹，究竟需要多么灵巧的双手，才能塑造出如

此细腻而精美的立体图案。”游客柯敏目不转睛地审视酥油花制

作者拉巴的双手，对其精湛的技艺赞不绝口。

除了赞叹酥油花的精美，柯敏对当地居民手中捧着的青稞

苗也感到困惑：“晋美，为什么选择青稞苗作为盆景呢？迎新年，

难道不应该买一些绿植鲜花来装点家居吗？”

面对疑问，导游晋美详细解释道：“青稞是我们高原地区的

主要粮食作物。藏历新年前，藏族群众会在花盆中种下青稞种

子并悉心照料，青稞苗的茁壮成长象征着来年的风调雨顺。藏

语中将这盆青稞苗称为‘洛浦’。”

“原来市场里的每样年货都蕴含着吉祥的寓意，传递着藏族

群众对新一年美好生活的深切期盼。”柯敏感慨，“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幸亏有晋美相伴，否则逛藏历新年年货市场，我也

只能停留在好看、好吃、好玩的表面，哪能深入探寻到如此丰富

的藏族年俗文化。”

不论是酥香的卡塞、多彩的罗萨美朵、精美的酥油花、茁壮

的青稞苗，还是藏历除夕夜辞旧迎新的古突粥、欢庆节日团聚的

青稞酒⋯⋯琳琅满目的年货，尽情渲染着当下西藏人民幸福生

活的底色。

“人均二三十元能吃一顿什么样的火

锅”“分享一家必去的宝藏餐厅”⋯⋯探店

视频曾在社交媒体上占据很大流量，将不

少餐厅变成了“网红餐厅”，引得不少食客

大老远前来打卡，餐厅收入也大幅增长。

然而，过去一段时间，许多老板，特别是开

在巷子里的小餐馆老板、社区店经营者开

始排斥探店，不愿再让自己的餐厅当“网

红”。这是为什么？

这些小餐馆的经营者并非有钱不赚。

而是发现：原本服务熟客的收入已经能满

足稳健经营的需要了。因为时间精力有

限，成为网红餐厅后反而忙不过来，给自己

带来身心负担、给餐厅带来经营压力不说，

最后还损伤了消费者的体验，其中也包括

不少老客户。

网络总是不缺热点，流量来得快去得

也快，今天的风吹到自家餐馆，明天也许就

吹走了，可为了过把“网红瘾”付出的成本

和代价，却是餐厅实实在在的损失。

对有足够食材、空间和接待能力的餐

厅来说，自然是顾客越多越好。可大部分

小餐厅老板就是厨师，总共才两三个服务

员，店里空间也不大。很多小餐厅在经历

爆火之后，由于接待能力不足，口碑反而下

降了，以往常来的熟客转投别家，大老远跑

来打卡的顾客不可能天天来，等风过去了，

新客没了，老客跑了，老板傻眼了。社区小

餐馆老板们拎得清：从长远来看，还是得靠

街坊邻居们捧场。

街坊熟客对这些小餐馆的重要性，老

板们深有感触。不少社区商铺为了让新

客变熟客，会引导客人办会员、加社群、给

熟客优惠，维护住了熟客，等于保证了基

本盘。

由于信息不对称，消费者在外出就餐

时往往会选择距离近、熟悉的餐厅，口味

更有保障，消费体验也不会太差，对于远

一些的、没有吃过的餐厅，则不敢轻易尝

试。周边熟客与附近店家之间存在长期

互动，信息较为对称，餐厅的质量、价格等

信息也比较透明。基于信任，熟客不仅会

持续照顾生意，也会把自己常吃的餐厅介

绍给亲友，有力维护了商铺的口碑。

小餐厅之所以能培养出大批熟客，一

大优势就是地理上贴近消费者，占据优势

区位。成为“网红”餐厅后，因短期内涌入

大量打卡客人而变得拥挤，熟客原本为的

是 方 便 快 捷 ，如 今 反 倒 需 要 排 队 很 长 时

间。可以说，不常来的短期客人给餐厅带

来 了 负 外 部 性 ，影 响 了 餐 厅 整 体 的 消 费

体验。

当然，小餐厅并非不欢迎远道而来的

客人，这是面对接待能力不足的现实作出

的权宜选择。把做好熟客生意视为优先

级，正是小餐馆的经营智慧。

为 啥 有 些 小 餐 馆 不 愿 当 网 红
仇莉娜

本版编辑本版编辑 陈莹莹陈莹莹 李李 静静 美美 编编 高高 妍妍

来稿邮箱来稿邮箱 fukan@jjrbs.cnfukan@jjrbs.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