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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

韩飞：中国题材纪录片国际传播的观念与路径——从《柴米油盐之

上》谈起

来源：中国艺术报    2021-08-16   作者：韩 飞 浏览量：145

纪录片作为国家传播战略中的重要策略，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构建良好的国家形象方面日

益扮演着重要角色。借助纪录片这一媒介文本实现中国故事“走出去”，已成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和文

化软实力建构的有益实践。近日，由英国知名纪录片导演柯文思执导的中外合拍纪录片《柴米油盐之上》在

多平台播出。该片采用“直接电影”的美学风格，以普通人物为主体，通过“他者”的静观视角讲述中国脱

贫攻坚的基层故事，试图在个体叙事中寻找中国人民通过奋斗实现小康生活的“密码”。《柴米油盐之上》

在海内外的热播，为当前中国题材纪录片“走出去”提供了重要启示。

纪录片《柴米油盐之上》海报

 

纪录片的国际传播是聚焦“人”的传播

纪录片被称为“社会和人类生存之镜”，对于“人”的呈现，是创作者核心价值观的体现。在纪录影像

文本中，“人”是价值的承载者，但前提是需要最大化记录和还原人的本真。纪录片要发现人、关注人、书

写人，才能吸引人、感动人、影响人。纪录片不仅要关注英雄和伟人，也要关注最基层的普通人。尤其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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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国际传播属性的纪录片，要着眼于人类的共同关注，传递人类共同的情感和价值，推动人与人的对话，树

立纪录片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总之，“人”应该是纪录片传播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柴米油盐之上》在创作上体现出了“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彰显了一种“人民美学”。4集影片

以故事主人公姓名或所在家乡命名，《开勇》《琳宝》《怀甫》和《子胥》，分别讲述了扶贫干部常开勇、

卡车司机张琳、杂技演员王怀甫以及中国民营快递行业摇篮子胥村创业群体的故事。这些人都是千万个通过

劳动和奋斗追寻美好生活的中国人中的一员，他们身上融合着中国人独立坚韧、乐观向上、互帮互助、不忘

根本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气质。

本片的人物故事以现在时、过程化、纪实化呈现为主，即使对于人物过去的回溯也多是放置在特定空间

场景之中自然流露而出的。比如《琳宝》一集，记录了张琳回到家乡这一情节。在这片成长的故土，主人公

睹物思人，她的情感和回忆也自然打开。她带着父母去买衣服，一家人其乐融融，仿佛这个家庭从未有过创

伤。当张琳看着年迈的父亲，感叹他头发已经斑白如此，过去的情感裂痕最终被时间慢慢抚平。“直接电

影”式的创作风格，追求人物在特定情境下情感的自然流露，增强了观众的共情。

合作传播能力是“走出去”的保障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对外传递一个真实、立体的中国，不仅需要强大的自塑能力，也需要借

助“他塑”力量，有时更需要自我与“他者”的“合奏”。近年来，国际传播观念的不断更新，助推了致力

于“走出去”的中国题材纪录片制片模式的创新。中外合拍、合作传播成为一种流行范式，“借嘴说

话”“借筒传声”作为一种增强媒介产品跨文化生存能力和传播效果的手段，被运用到纪录片国际合作与传

播的实践中。

《柴米油盐之上》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监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对外推广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

听节目管理司指导，中国外文局“解读中国”工作室联合腾讯视频、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深圳市委宣传部

共同出品。项目于2019年启动，创作周期为两年。在制片方式上，本片成为“国家主导、市场运作、多主体

协同”的纪录片国际传播新机制模式的典型代表。国家机构作为隐形的话语把控者，拥有内容终审权，并提

供必要的资金和资源支持；在具体制作和传播上，影片遵循国际主流的制片流程和范式，不因为产品的主流

叙事导向而平添过多的非市场化手段；在合作主体上，政府机构和主流媒体、高市场化程度的新媒体平台、

国外导演团队共同携手，从资金、制作、传播渠道等多个方面为影片提供支持，保障该片的完成度和传播力

实现。

在实际拍摄执行层面，中国外文局邀请了两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得主柯文思进行执导，旨在通过这位

国际纪录片人的视角，讲述中国决战脱贫攻坚、共奔小康道路的故事，避免“自说自话”。在合作态度上，

制片方给予了柯文思高度的信任和尊重，使其拥有较大的创作空间。柯文思为本片的创作带来了国际化视野

和表达方式，他避开了代表中国高速发展的城市景观与超级工程奇观，将镜头对准平凡人物，记录下一个个

追寻美好生活的普通中国人的故事。为拍摄本片，柯文思团队进行了长达8个月的调研采风，前期采访了上

百户人家，最终选择了4位山里长大的普通人，通过朴实克制的镜头语言讲述他们的生活和奋斗故事。拍摄

团队在拍摄中积极融入当地生活，与拍摄对象建立起信任关系，减少了他们在镜头面前的紧张感和不适感。

也正因为采用了这样的方式，《柴米油盐之上》镜头中的人物形象是鲜活的、情感是细腻的、性格是鲜明

的、细节是饱满的、情节也是动人的，也更容易引发国内外观众的共情。

打通内宣与外宣是国际传播的关键点

《柴米油盐之上》在叙事基调上淡化说教，立足平民叙事，讲述普通人的故事，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我国

传统主流纪录片创作“见事不见人”“重说理、轻故事”的叙事窠臼，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奔小康的

历程细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个体故事，让国内外观众能够透过感受普通人的生活与情感流变，了解一

个真实而立体的中国。

当前，中国纪录片的产业规模较小，大多国内主流机构的作品以对内传播为主，兼顾对外传播。中国纪

录片在传播上亟待统筹内宣与外宣，实现协调联动。这不仅需要制片机制上的创新，也需要文本的自我调

适。在制片方式上，中外合拍、合作传播已经进入常态化，进一步提高合作传播能力和水准，在注重与国际

著名制播平台合作的同时，不应忽视与知华、亲华、友华的纪录片制作人、导演合作，增强中国题材纪录片

国内、国际传播的实效性；另一方面，在内容表达和价值传递层面，需要更加寻求文化多样性下的价值共

通。具体而言，中国题材纪录片要发掘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和故

事，注重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同时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下，寻找共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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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解决贫困、和平发展、公平正义、人与家庭、人与社会、人与世界等，是全人类共同关注的话题，当然

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们对此也有不同的认识。纪录片可以实现以影像为媒介的沟通对话，寻找共情点。

《柴米油盐之上》虽然讲述了4组不同人物的故事，但他们都有着走出乡村、奔赴都市、摆脱贫困和回

馈家乡的共同经历，都饱含着对于家乡故土的热爱和眷恋。村支书常开勇在家乡贯彻国家扶贫政策，帮助乡

亲搬迁走出大山；琳宝在家乡经历贫穷与苦难，但一旦回到故土依然热情兴奋；怀甫已经成为杂技名家，在

大都市上海安家，但每年坚持带儿子回老家探亲，提醒孩子和自己根在哪里；子胥村走出来的民营快递业开

拓者们早已走出贫困，断了穷根，但故土仍然是他们的心之所系，不约而同致力于家乡建设。这种浓厚的乡

土情结、安土重迁的生存观念、饮水思源的价值伦理、独立坚韧的精神品质，是中国人特有的，同时也是与

全世界共通的，中外观众皆可以为之共情。基于此，这类作品也才能更好地在国内外共同传播。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讲师韩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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