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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原创”，这个口号已经在中国
电视综艺圈喊了好几年，也确实推
出了不少精品，譬如央视的《经典咏
流传》、东方卫视的“中华系列”……
在昨天下午的论坛上，七位频道负
责人和节目制作专家促膝长谈，对
于综艺节目如何更加豪迈地展现文
化自信，展现大国风采自由表达，满
怀憧憬。

擦亮传统文化之宝
这两年，无论是央视的《国家宝

藏》《经典咏流传》，抑或是东方卫视
的《诗书中华》《喝彩中华》……都在
展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
“五千年来，我们的文化从未断

流。前人留下了太多的宝贝，我们一

直在做的，就是把这些宝贝一一擦
亮。”田梅（中央电视台!经典咏流

传"总导演）说，“文化要传承，首先
要让年轻人了解文化、热爱文化。我
们找到了两把钥匙———时代性、时
尚性。时代性是选择的诗词与当下
中国社会的关照性紧密联系。时尚
性是让古典诗词插上音乐的翅膀，
用流行元素让我们的青年人更喜欢
它。”譬如，京剧演员王佩瑜和洛天
依演唱《但愿人长久》，节目就试图
做到诗、歌、人三者的统一。
在地方卫视，譬如上海的东方

卫视，也在加紧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的步伐，推进综艺娱乐节目整体转
型，连续推出《诗书中华》《喝彩中
华》《唱响中华》三档原创传统文化
节目，形成了“中华”系列的文化节
目品牌。北京卫视也推出了《传承中
国》，明星体验京剧的节目。

这些展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
综艺节目，可以飞得更高更远，让世
界感受到，中国正在用曾经的盛世
文化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

彰显媒体担当之力
中国的自信首先在于大国的担

当。媒体的自信也在敢于担当，这是
中国文化自信的具体体现。自信不
是回避问题，而是正视困难。贫困是
一个绕不开的全球性的问题，解决
贫困，媒体人责无旁贷。
去年，东方卫视推出了一档《我

们在行动》———中国首档精准扶贫
公益纪实节目。在这个节目里观众
可以看到新时代中国农村的面貌，
也可以看到中国贫困人群的生活状
态，更能看到中国人齐心协力克服
困难，寻找出路的努力和实践。
节目让明星和企业家组成帮助

农团，在产品订货会，不仅为农产品
的销售站台吆喝，也会在产品设计、
生产组织、营销推广方面给予农民
更多的帮助。李逸（东方卫视中心党
委书记）说，“参与节目的 !"位明
星，还有企业公益大使，这些人全部
零片酬。此外，这档节目不是作秀，
是真扶贫，扶真贫，帮困对象是日均
收入不超过 #元的贫困人口。”
更可喜的是，这样的节目不仅

赢得了口碑，更赢得了收视。节目在
东方卫视晚间黄金时段播出了 $%

期，其中有 $&期收视率稳居同时段
省市卫视排名第一，节目口碑豆瓣
评分达到 '(!分，微博话题阅读量
超过 #个亿。
小成本、正能量、大情怀的电视

公益模式，践行媒体责任为己任，这
何止是一股清流，简直就是暖流。

本报记者 吴翔

中国原创综艺要彰显大国风采
满怀憧憬展现自信

! ! ! !几年前# 面对荧幕上火爆的

综艺节目#中国的电视人就已经开

始冷静思考#不能仅仅依靠购买国

外成熟的模式带来收视率的繁荣#

中国需要更多原创的综艺节目$

这些年来# 中国的电视人沉

下心来#从内容到模式上#寻觅中

国文化的宝藏# 开拓一条中国节

目制作的道路$其实#中国文化源

远流长#遍地是宝$ !中国诗词大

会"!诗书中华" 让国人领略到了

中国文字的精妙% 当 !经典咏流

传"!喝彩中华"!传承中国" 的锣

鼓点响起# 年轻人看到了中国的

戏曲文化如此雅致&&

此外在模式上#!中国好歌

曲" 这样鼓励中国原创音乐人才

的节目模式#已经反向输出#被英

国购买引进$ !我们在行动"的公

益模式则向世界展示了我们泱泱

大国的情怀#既好看又关怀$这些

创意#千金难买$其实如今英雄辈

出的中国电视人才又何尝不是中

国文化的宝藏呢'

谁都知道# 探索一条属于自

己的路#其实并不容易$ 好在五

千年的文明#给了中国电视人十

足的底气%大国的情怀#让中国

电视人步伐稳健#走得更远$中国

的综艺节目# 能让世界看到大国

的风范( 吴翔

遍地是宝

! ! ! !随着《我在故宫修文物》《本草
中华》等一批备受青年受众追捧的
“爆款”出现，我国纪录片受众，正从
传统的“高收入、高年龄”群体拓展
到青年人。昨天上午，上海电视节举
行了白玉兰论坛“走近年轻人、记录
新时代”。与会的国内外纪录片专家
对于让更多年轻人走进纪录片、爱
上纪录片这个话题，各抒己见。

好看 才会多看
从选题角度看，专家们认为纪

录片的选题应该更关怀一些，尤其
是对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几年前，
《我在故宫修文物》一夜之间走红，
年轻人开始关注“工匠精神”。总导
演徐欢却对《修文物》一片能在年轻
人中风靡有了不同的解读，“现在大
家都是 )&后、'&后，他们往往同时
做三四件工作，奔波、忙碌，这部片

子正好适应了当代年轻人渴望的一
种生命状态———在一个封闭空间
里，择一事忠一生。”
纪录片《我们的青春》制片人马

志丹在论坛上也认为，记录青春是
一桩可以延续的工程。她说自己目
前正在拍摄的对象是汶川大地震后
受重伤的一个女孩，当时 )岁，拍了
她十年，今年她高考，尽管女孩喜欢
画漫画，但为了报答大地震期间的
医护人员，坚持要学医，但是分数有
差距，刚刚结束高考后，她决定为了
医学院再复读一年。青春的话题蔓
延在每个角度，记录青春，就是记录
这个时代的进程。
互联网时代，年轻人更多地是

通过手机来看纪录片。朱乐贤（腾讯
视频运营平台部纪录片中心总监）之
前在央视工作，进入到新媒体领域工
作之后，“第一个对我触动比较大就
是，移动端看纪录片的观众接近 )&*

了。”另一面，纪录片也越来越向大银
幕发展，“屏幕更大或者更小，对我们

纪录片的画质、声音的表现提出了新
的挑战。”马志丹认为纪录片发展到
今天，它的手法不一定是过去的，面
貌应该是新颖的，“尤其拍摄年轻人
的题材，表现上应该是这样的流向。”

会评 也要多拍
互联网的即时互动性，对于提

高纪录片的品质也很有帮助。比如，
《本草中华》和《被点亮星球》两部纪
录片有了优酷的加盟，让它带有网
络的基因，弹幕可以给节目组新鲜
的反馈，也方便他们在未来的创作
上做调整。韩芸（纪录片!本草中华"

总制片人）说，“《本草中华》之前在网
上播出时，观众弹幕提出不少中肯的
意见，配音不太好，哪一段音乐不太
好，或者这个 +,-,太大了……让
我们了解观众的兴趣点在哪里，我们
下一次播出中就会去调整。”

通过弹幕、评论，不难看出，年
轻的观众对于纪录片有自己的诉
求。论坛上，纪录片专家除了鼓励年

轻人多看纪录片之外，也希望在技
术门槛越来越低的今天，更多的年
轻人能用自己的视角记录时代。著
名的纪录片导演彭辉说，“我们缺乏
年轻一代的纪录片导演。”很多年轻
人会担心自己纪录片的拍摄能力，
在他看来，一名矿工可以拍跟矿有
关的选题，画家可以拍跟美术界有
关的，年轻人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里，
一定能拍出好的作品。
“我作为制片人，最头疼的是参

与者男生太少，女生太多。”韩芸说，
她希望更多的年轻人一起携手去记

录时代，体验人生。她说上次去西藏
拍藏民寻找虫草的画面，摄像机
!&&米开外，一头巨大的棕熊出现，
大家只能在当地向导的指示下，赶
紧趴下，一动不动，装做完全没有气
息，静静等待棕熊远离，“这样的故
事在我们拍摄过程中非常多。”从事
纪录片工作，需要年轻人的勇气。

记录当下是为了改变未来，彭
辉说，“纪录片最大的功能是留给后
人看，一百年以后，一定会有人透过
今天年轻人镜头，看到我们的青春，
镜头里的中国。”本报记者 吴翔

纪录片不仅要多看更要多拍

走近年轻人 记录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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