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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民族复兴的铿锵足音

每逢国家民族的重大时间节点，
纪录片作为“国家相册”，总能汇聚中
国人心中最难忘的集体记忆。一系列
重大历史、重大革命、重大现实题材
纪录片作为观众理解历史、关照未来
的重要窗口，始终贴近国家发展
前沿。

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
一起走过——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
《必由之路》等纪录片聚焦中国社会
的变迁故事。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之际，《可爱的中国》《色
彩新中国》等纪录片刻画了70年来普
通中国人生活的点点滴滴。2021年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涌现了《留法

岁月》《党的女儿》《铭记来时路》《敢
教日月换新天》《百炼成钢：中国共产
党的100年》等一系列优秀作品。

一些精品力作推陈出新，以更高
站位、更广视野，展示了真实、立体、
全面的中国。《同心战“疫”》《金银潭
实拍80天》《生命缘·来自武汉的报
道》《武汉：我的战“疫”日记》及2021
年《一级响应》等抗疫题材纪录片，讲
述了中国人民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期间的坚韧顽强，传递了人间大爱。
《摆脱贫困》《闽宁纪事》《大国小康》
《崛起：中国扶贫》《一亿人的脱贫故
事》《人民的小康》等纪录片围绕决战
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
程，记录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伟大
奇迹。

纪录片在塑造国家形象、传递中

国声音等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通过
富有真情的故事讲述，赢得了良好口
碑，加强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升
了全球影响力。

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

近年来，不少国产纪录片对个体
生命和现实生活进行关注。这些纪录
片蕴含人文关怀，采用平民视角，予
平淡的生活以乐趣、给琐碎的故事以
真情，用温暖的生活细节感染人、用
接地气的日常打动人。《最后的女乡
村邮递员》《自然守望者——两难抉
择》《为了那片不舍的土地》等作品发
掘了宏大时代背景下平凡个体的力
量，《中国人的活法》带领观众深入普
通人的生命一隅。《在影像里重逢》以
历史影像作为切入点，与观众共同寻
访普通百姓衣食住行的点点滴滴，浓
缩中国人的奋斗征程。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
底蕴。十年来，历史文化类纪录片从
浩如烟海的文化产品中脱颖而出，不
断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我在故宫修文物》展现了文物修
复人员的内心世界和日常生活；《如
果国宝会说话》《“字”从遇见你》等作
品通过时尚活泼的视听语言，将历史

故事讲得让年轻人喜爱；《中国》《美
术里的中国》等纪录片以高超的视听
手段，展现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
史诗。

纪录片创作者曾经围绕“为了
谁”的问题进行了很多思考和探索，
并逐渐生成了“人民纪录”的美学观
念。十年来，以人民开创美好时代的
广阔图景和生动实践作为主场景，纪
录片真实讲述了人民为美好生活奋
斗、探索、奉献的故事。

抓住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进入 21世纪，国产纪录片的产
业化实践不断丰富，开辟了前所未有
的新局面。在国家对纪录片的大力支
持下，纪录片频道专业化建设成为发
展重点。2011年，全国第一个纪录片
频道——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播出，
之后北京纪实频道、上海纪实频道、
湖南金鹰纪实频道接连上星播出。

2015 年，纪录片国际合作得到
进一步推动。中国五洲传播中心与
美国探索频道合拍的纪录片《神奇
的中国》、中国五洲传播中心与美
国国家地理频道合拍的纪录片《鸟
瞰中国》相继播出。今年 1月 30日，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印发《关于推动

新 时 代 纪 录 片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意
见》，指出“要深入实施中国纪录片
对外传播推优扶持项目，支持优秀
国产纪录片走出去”。纪录片中外
合作从此又迈上新台阶。

2015 年，大型网络自制户外纪
实节目《侣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自
此，纪录片跨平台创作、跨媒介创作
及传播、跨类型叙事不断出现。《客从
何处来》以“纪录片+真人秀”的模
式，带领观众开启寻根之旅。《500元
的幸福》《守护解放西》在内容和拍摄
手段等方面对传统纪录片进行了大
胆突破。

在媒体融合的态势下，中国纪录
片不断创新样态，扩大市场规模，从
过去的高冷艺术形态发展为大众文
化产品，在丰富百姓精神文化生活、
助力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等方面正在
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那些灿烂的脸庞、普通的生活日
常、如画的绿水青山均是生动中国的
最美注脚，更是这十年间纪录片的高
光时刻。未来，国产纪录片将秉持历
史哲思、文化表达、审美创造，以恢弘
的气度、壮丽的诗篇，讲述可信、可
爱、可敬的中国。

（《人民日报·海外版》杨乘虎 李
怡霖）

以百年历史为轴，整合各类红色
资源，依托 3D 数字虚拟技术……只
要在手机、电脑上跟随指向箭头，或
者戴上VR（虚拟现实）眼镜，观众就
能沉浸式观展。在福建泉州“红色记
忆——中共泉州革命历史专题展”
VR 云展馆，VR 画面、图文展示、音
频解说等形式丰富多样，让当地红色
资源活化为可听可看、可读可感的线
上产品。

红色资源是宝贵的精神财富，需
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
用好。作为集中展现红色资源、传承
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红色专题展览
如何突破时间空间限制，让更多人有
机会随时随地参观？这无疑是一个非
常有价值的现实课题。借助数字技
术，整合文字、图像、视频、音频等资
料，实现内容与观众的远程互动，不
失为一种扩大展览覆盖面和传播力
的有益尝试。

近年来，借助新技术新手段，将
线下资源转化为线上产品的做法，
被广泛运用在包括红色资源在内
的文化保护与传承上。从引入体感
互动技术的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展示馆，到用投影技术再现宋元
时期海上繁华贸易的泉州海外交
通史博物馆；从上海红色文化资源
信息应用平台“红途”，到“云游敦
煌 ”“ 云 游 长 城 ”小 程 序 …… 博 物
馆、展览馆内的文化资源，插上科
技翅膀活起来，既提高了文物资源
的 利 用 率 ，又 以 便 捷 方 式 走 近 大
众，增强了文化的魅力。

文化保护与传承需要与时俱进、
勇于创新，让文化资源活起来、火起
来。过去，口头传播、书面记载、实物
展示是文化传承的主要方式。随着科
技发展，线上展示空间得以不断拓
展。泉州博物馆一名工作人员说：“有
了云展馆，珍贵文物可以永久展示，

获得更长久生命力。”无论是博物馆
闭馆不闭展的探索，还是一些地方打
造红色资源数据库的尝试，把文化资
源化为数字资源，不仅为保护与传承
提供了新的可能，也有助于进一步释
放文化资源的价值。

活起来的文化资源更迷人，火
起来的文化资源更入心。泉州市委
市直机关工委相关人员介绍，打造
云展馆，有助于强化党史学习教育
成果，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
长效化。上线一年多来，云展馆单
日最高浏览量突破 1 万人次。相较
于线下团队入馆参观，云展馆里有
详细讲解、多种互动，激发了观众
的学习兴趣。让文化资源活起来、
火起来，形式新颖、内容鲜活是基
础，有深度、接地气是关键。坚持政
治性、思想性、艺术性相结合，做到
表现力、传播力、影响力相统一，才
能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

生活需要。
“我们传承红色基因，我们展陈

红色记忆，我们记住红色征程！”浏
览“红色记忆——中共泉州革命历
史专题展”VR 云展馆的前言，这句
话令人印象深刻。的确，线上与线
下相结合，能让参观者更好感悟红
色精神、汲取文化力量。与时俱进
创新表达形式，推动包括红色文化
在内的文化资源活起来、火起来，
不断提升文化资源吸引力，就能充
分激活文化生命力，更好激扬时代
精神。

立秋刚过，但暑气未散，仍有点
食欲不佳、精神不振。每到这时，我
总会在清晨为家人熬一锅茶粥，淡
淡的烟火气浸入肺腑，甜爽宜人。

有道是：“心静自然凉”。天气
炎热，不妨静下心来喝上一碗茶
粥，便会感到心灵的清凉。茶叶富
有色、香、味、形四大特点，能调和
滋味，增加色彩，又具有药理成分，
所以茶叶菜肴一般都具有双重功
效，既可增进食欲，又有益健康。茶
粥的做法简单：取绿茶先煮成浓
汁，再去茶叶，在茶叶浓汁中加入
粳米、白糖，放在锅里文火慢煮，不
多时，佳茗清醇，粥香溢清，茶叶香
气尽在米粒之中，米粒晶莹剔透，
茶香与米香和谐地融合在一起，一
锅茶汤碧绿的茶粥就呈现在面前
了，整个房间里都充溢着淡淡的、
幽幽的茶粥香。

茶粥浓稠味美，茶色生香，低眉
之间，天然植物的香味扑鼻而来，沁
人心脾。用白净的瓷器汤匙舀一勺，
慢慢放入口中，香稠的茶粥不用和
牙齿接触，就会绵软细腻地滑入喉
咙中，满口清香，味美至极，眼观，细
品，清目，爽口，浸濡于粥中茶色，思
绪飘荡在绿海里，心中升腾起一种
不可名状的感动。

淡淡茶粥，历久弥香。熬茶粥
的过程也是一天中修身养性的时
刻。从淘米、点火、煮沸，直到将原
先的米和茶水熬到相互交融，成为
一锅香浓稠黏的茶粥，这既是一个
令人轻松、愉悦的过程，也是一个
洗涤心灵、修炼性情的过程。在这
个过程中，一面欣赏着锅中的茶水
和米在沸腾中的奇妙变化，锅中的
沸腾从强到弱、锅中的沸水从清到
浓、锅中的米在沸水中从翻滚到开
花再到与水相融；一面自己的身心
也从朦胧初醒到完全清醒，看锅里
的沸腾从如海潮般汹涌澎湃到最
终的轻波细浪，人的心情也随之归
于平静。

“莫言淡薄少滋味，淡薄之中滋
味长”，生活总要归于平淡，淡而不
俗的日子最经得住岁月消磨。就比
如这茶粥吧，看似是淡薄的，却可以
有多种滋味。

让文化资源活起来火起来
王崟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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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云南省大理白
族自治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文物保护工作的重
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
院以及省委、省政府的决策
部署，全面落实“保护为主、
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
理”的工作方针，加大文物保
护利用力度，以“四抓四强”
提 升 文 物 保 护 活 化 利 用
水平。

抓体系，强队伍。为全面
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
州委、州政府先后出台《关于
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实施
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
施方案》《大理白族自治州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等
政策文件，进一步健全完善
法律法规，文物保护管理工
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全州
现已成立 13个非遗保护机
构，其中州级 1 个，县级 12
个。成立大理州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
配备从事非遗保护与管理工
作的人员243人，现有注册
志愿者600余人。

抓责任，强治理。统筹文
旅与发改、公安、财政、国土、环保、住建、
海关、工商等力量，创新协作机制，不断提
升综合执法能力，有效落实文物保护法律
法规职责。成立由分管副州长任领导组
长，发改、公安、国土、环保、工商、文旅、风
景园林管理、海关、消防等部门为成员的
文物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建立文物安全工
作联席协调机制，定期研究解决存在的困
难问题。与12县（市）人民政府和州级文物
主管部门签订了《年度文物安全工作目标
责任书》，对文物提出了具体的目标任务，
强化了目标管理。积极开展打击文物盗掘
专项行动，对打击文物犯罪绝不手软，始
终保持高压态势。

抓转化，强利用。充分发挥文物保护事
业在旅游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一批文物
保护单位相继建成博物馆、纪念馆并实行
免费开放，全州年接待观众总量超过450
万人次，观众人数与免费开放前相比增长
80%以上，文物资源已经成为旅游业发展
的重要基础和强劲动力。政府主导，创新
文物保护模式，通过划转土地，对洱海保
护生态搬迁和五指山遗址进行发掘保护，
新建考古保护大棚，实现五指山遗址的科
学有效保护及展示利用。

抓特色，强宣传。结合大理三月街等
传统节日和“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每年举
办的文化遗产展览、展演活动近50场次，
融合非遗代表性项目的展演活动300多
场次。充分利用中央和省州各级各类新闻
媒体以及新媒体，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
行宣传报道，推出形式多样的文化遗产保
护专题内容。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文化遗
产保护成果不断涌现。结合数字建设，建
成下关沱茶制作技艺数字化博物馆、大理
州非遗数字博物馆，建成上线大理文化生
态保护实验区数据库，促进遗产保护与资
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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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明流光——
宋瓷·五大名窑特展”
在成都博物馆开幕

本报讯(记者 李林晅）8月 6日，成都
博物馆联合全国20家文博单位共同策划
的“空明流光——宋瓷·五大名窑特展”在
成都博物馆馆内一层临展厅面向公众免费
开放。展览以“瓷”为媒，从“瓷”说起，汇集
350余件极具代表性的宋代瓷器精品，40
余件一级文物和大量新近出土的重要考古
发现。

记者了解到，该展览多角度、立体化地
展示了中国瓷器文化，彰显其所处时代和
城市的辉煌篇章，给观众带来了一场文化
盛宴。

据悉，本次展览期间，成都博物馆还联
动故宫博物院、各参展单位等，配合展览
举办多场学术讲座，深度探讨以五大名窑
为代表的中国瓷器文化；联动天津沉香艺
术博物馆等，将瓷器与传统佳节、宋式生
活美学有机结合，带领观众体验宋代饮
茶、制香等；同时，成都博物馆围绕展览主
旨举办精彩纷呈的文化沙龙活动。

2012年以来，中国社会高速发展，14亿人的追梦奋斗，写下了辉煌灿烂的
篇章。国产纪录片也在光阴流转中，留下了无数值得记忆的瞬间。

落寞有时，精彩常在。2012年《舌尖上的中国》的出现预示着中国纪录片
走出低谷。自此，佳作不断涌现，文化定位更加明确，产业模式逐渐清晰。面对
日新月异的媒体环境，国产纪录片在反映重大题材的同时努力捕捉日常生活
细节，抓住年轻受众，在先进技术助力和融媒传播发展中，网络视听平台与传
统电视台产生合力，网生纪录片已然形成蓬勃之姿。十年来，中国纪录片在类
型和内容上不断跨越，最终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路线。在“以人民
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中，把握中国速度、中国力度与中国温度，将镜头对准了
万户千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