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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纪录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张
九龄的 《望月怀远》 在纪录片 《两岸
家书》 每集开篇得以具象化呈现：封
封家书徜徉于浩渺天地间，CG 动画
中，笔力千钧的文字从承载浓浓乡愁
的台湾海峡跃出水面，最终汇集成片
名四个大字——两岸家书。背后的一
轮圆月，寄寓着对远方亲人、友人的
思念之情，成为连接两岸人民情感的
重要意象。

近日，由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哔
哩哔哩、中国外文局解读中国工作室、
福建教育出版社联合出品，福建省广播
影视集团卫视中心与台湾视纳华仁
（CNEX） 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联合
摄制的6集人文纪录片《两岸家书》在
海峡卫视、东南卫视、哔哩哔哩热播，
获得广泛反响，不少网友留言表示，大
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不禁让人
泪湿眼角。《两岸家书》中祈盼祖国统
一的主题之重不言而喻，而该片却通过
个体、微观记忆的表述，举重若轻地实
现了宏大主题的落地，对于强化两岸同
胞自觉的文化认同、情感认同等具有重
要意义，对于同类题材创作具有很好的
示范价值。

史海钩沉 情感鲜明

钱穆曾在《师友杂忆》中提出这样
一个问题：在整理国故与发掘文物外，

“产生”这些史料的“具体方面”和围
绕它们的“实际人生”又在哪里？其
实，“具体方面”和“实际人生”中很
大一部分依赖于情感表达，是“产生”
和看到这些材料的所思所想与所感所
悟。《两岸家书》为冰冷的历史赋予了
情感的温度，这也是《两岸家书》最为
鲜明的底色。

合两岸之力，主创团队辗转北京、
福建、台湾、香港、山东、湖北等多
地，抢救性地寻访与家书相关的多方人
员。探访中国闽台缘博物馆、中国人民
大学家书博物馆、福建省档案馆、福建
省连横文化研究院、台湾沈春池文教基
金会、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等机构，
从1.2万余封两岸家书中选取了20个感
人案例、近50封家书。

与既往重历史证据、考古研究的宏
观正史讲述方式不同，大的风云际会在

《两岸家书》中自觉隐退为个人命运转
折的时代背景。该片以个人经历串联起
看似不相干的社会时局，展现了历史的
多元面向。观众可以清晰感受到，个体
命运随时代变化而上下浮沉，好似海上
浮萍，又如迎风飞蓬，而两岸人民的悲
欢离合也由时代所造就。

《两岸家书》 中呈现了书信、地
契、分家文书、族谱、舆图、典籍、
资料影像等至少 24 种历史资料。其
中，绝大部分历史资料与“具体方
面”“实际人生”关联甚为紧密：观众
既可以通过一封封书信走入谢亚和与
林秀春、王德耀与刘谷香、桑顺良与
肖娟娟等人或遗憾或圆满的爱情故
事，也可以从张士箱留给儿子们的分
家文书、连横写给儿子连震东的书信
中感受到血脉相连的浓浓亲情……为
了让情感表达更加准确、动人，书信
的同期配音也会考虑不同语境下语调
的细微变化，从而让躲在字面背后的
写信人的心理状态也被一并展陈。

史料之外，专家解读也融入了他
们对人物的情感窥探与思考。比如在
第二集 《迢遥漫漫回家路》 中，台湾
作家杨渡在谈到连横与 《台湾通史》
时，并非正面切入、直接评价其书其
人，而是对连横的授课情景进行动情
描述：“连横从家坐人力车出发，人力
车夫知道他要去讲《台湾通史》，坚持
不收钱。连横用典雅的闽南语演讲，
连人力车夫都会进来听。”这些“具体
方面”与“实际人生”的表述，拉近
了观众与历史的距离。

打捞“瞬间” 凝固永恒

《两岸家书》中，几乎每集都有两
三个主创团队精心打磨的“瞬间”。这
些“瞬间”不仅为观众提供了记忆锚
点，更为宏大历史填补了血肉与肌理，
使之变得更加饱满，从而和每一个观看
场域的“我”有关。比如在第四集《隔海
相望且相惜》中，一路溃退的国民党军队
为补充兵力在福建东山岛抓壮丁，外公
谢亚和离开东山岛时将一块银元丢到岸
上，外婆林秀春始终把这枚银元藏在身
上，日子再难再苦也没舍得花，当银元不
慎被孩子抓起丢入湖中时，林秀春舍命
冬日跳入冰冷的湖水中寻找银元。再如
在第六集《情深义重是为家》中，往返两
岸36年、自费背200多位台湾老兵骨灰
回家的高秉涵，13 岁被迫离开大陆，临
行前母亲给了他一个石榴，当他在车上
低头咬石榴时，再转头已不见母亲的身
影，他用力将石榴摔碎，从此一生再也不
吃石榴……一块银元、一个石榴，像这样
的细节在全片中还有许多，这些在大的
历史发展进程中被忽视的私域书写，正
成为不同时代情感记忆的鲜明注脚，而
在这些“瞬间”中却又凝固着不容置喙的
关于人性与情感的永恒。

这些“瞬间”是历史中不为人知的
隐秘角落，创作者的钩沉、发掘、凝
视、书写也在某种意义上发挥着抢救历
史的功效。比如一块银元的故事就是那
个特殊年代，东山无数家庭命运的缩
影。《两岸家书》拍摄期间，整个东山
岛亲历过抓丁浩劫的“活寡妇”尚有3
位在世，到今年5月《两岸家书》制作

完成准备上线时，最后一位“活寡妇”
林沈美菊老人也离开了人世。

视听结合 唤醒乡愁

与广域性的历史瞬间常被文字、影
像等记录所不同，这些私域性的历史瞬
间大多只能依靠口述而获得。但是如果
按照常规的口述史表现方式，以一问一
答的正反打镜头来呈现这些瞬间，必然
会消解其感染力。《两岸家书》在呈现
这些瞬间时，大量使用了当下年轻人喜
闻乐见的动画表现方式。这些动画突破
性地强调了色块而非线条，这在某种程
度上弱化了对人物和场景轮廓的勾勒，
进一步增加了大的色彩与写意方面的情
感比重。这种方式也暗合着该片进行历
史研究时情感转向的整体思路，进一步
激发了观众的共情共鸣。

在听觉记忆方面，该片使用了《怀
念祖先》《思想起》《原乡人》《雨夜
花》《月圆花好》《外婆的澎湖湾》《康
定情歌》《家Ⅱ》等不同时期的代表性
音乐。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歌词中所对
应的时代背景与叙事进程桴鼓相应，再
次调动起民众的集体记忆。例如 1984
年罗大佑在《家Ⅱ》中唱出了老兵们压
抑已久的心情，他如是唱道：“给我个
温暖的真相和一个燃烧的爱情，让我这
漂泊的心灵有个找到了家的心情。”此
外，台湾演员张晨光在该片中贡献了他
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次纪录片旁白配音，
其磁性略带沙哑的音色富有感染力。片
中闽南语、山东话等方言的使用，也成
为弹幕上网友竞相热议的对象，唤醒着
更多人沉淀在记忆中的难忘乡愁。

《两岸家书》不仅让尘封的故事可
视、可听，还实现了思念的可感。在上海
举办的纪录片《两岸家书》衍生艺术展
上，有超过 2000 名观众到场“拆信、读
信、看信、写信”，观看与纪录片相关的珍
贵资料与展品，阅读片中部分的家书文
字，收听与家书相关的声音内容，完成了
独属于自己的家书体验。这种线下可感
的体验方式，也为进一步完善纪录片产
业链条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效路径。

（作者单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
展研究中心）

《两岸家书》：举重若轻诉悲欢
□赵捷

由全国妇联宣传部指导，湖南卫
视、芒果TV共同打造的2024中国乡村
女性励志竞技综艺《花儿绽放》正在热
播。作为一档视角独特的全新综艺，节
目汇聚了来自全国各个村落不同地域、
民族、职业的乡村女性，通过展示她们
的智慧、技能和风采，让人们看到女性
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更
见微知著地拼接起精妙、多元、完整的
中国故事，展现中国乡村美丽景象。

“两去三真”
松弛感独一份儿

《花儿绽放》 总编剧刘樱在接受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时透
露，节目策划之初，虽然认为这一选
题切入了一条“蓝海”赛道，但同时
也意识到，这会是一档“三无”节
目：无成熟模式或前作可以参考、无
同一维度的技能可供比拼、无“网
红”选手可以引流。

“对于现在的乡村和乡村女性，我
们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打开方式？”刘樱
想到了一本书——《乡土中国》，“这本
书中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词，就是‘土
气’。中国农耕文化历史悠久，我们的
一切都来源于土地，‘土气’其实是存
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但不知道从何时
起，‘土’变成了一个贬义词。我们这
次就想让大家知道，现在的乡村是很

‘潮’的，它不仅仅是时尚的潮，还是
人潮回归的潮，是未来大家都希望去发
展的地方。”

就这样，顺着“从城市到乡村”的
思路，节目组进一步从衣、食、住、行
各个维度细分，再结合当前年轻人喜欢
的热点，从可传播、可复制的角度出
发，确定了五大“村潮企划”——“滋
味之美·村飨”“潮流之美·村秀”“活力
之美·村赛”“创意之美·村集”“多彩之
美·村晚”，从农能、技能和才能三个维
度设置能力进阶考核。通过不淘汰、进
阶式的流动性对抗，不仅让节目可观性
很高，也可以让“花儿”找到自己的价
值，释放自己的潜能。

具体到操作上，节目确定了“两去

三真”的方针：“两去”，首先是“去舞
台化”，节目选择在真实的生活场景
而非录影棚中进行拍摄；其次是

“去选秀化”，颜值不是选择
“花儿”的标准。“三真”分
别是真实的人物、真实的乡
村、真实的感情。

“两去三真”的优势十
分明显，充分展示了人物
的AB两面：“花儿”们在
竞技中“战斗值”拉满，
不断突破自己的舒适圈；
在日常生活中，“花儿”们
又是可爱和松弛的。“我们
都不是六边形战士，‘花儿’
们也一样。面对五大企划的竞
技项目，没有任何人是全能的。
也正因如此，节目重在展示她们参
与的过程，让观众看到她们突破自我的
尝试。”刘樱表示。

千姿百态
每个人都“闪闪发光”

身为编剧，刘樱要做的就是成为衔
接选手和节目之间的桥梁，根据选手和
嘉宾各自的特色，把他们放到节目的目
标和框架中，最大程度地展现大家的特
色和风采。“编剧，除了要善于写故
事，还要善于读故事。”刘樱表示，“我
们36位乃至更多‘花儿’，每个人都像
一本书。作为编剧，要读懂‘这本
书’，对她的教育背景、成长土壤、思
想状态、目标诉求，都要深入了解。由
此才能因势利导，在整体节目架构中给
她们安排最适合的表现机会，呈现出她
们最好的一面。”

比如，节目中有一位“超级 i 人”
朱美琦，她是一位特别喜欢做面食的

“花儿”。由于过去的一些经历，导致
她在社交这一块心理壁垒特别强。而
在“村飨”家乡菜比拼中，朱美琦为
了介绍自己做的山西美食“莜面栲栳
栳”，说出了自己有史以来最长的介绍
词，勇敢地展示了自己和家乡美食。
在后面的“村赛”上，她更是上演了
人生“高光时刻”，展示了极强的运动

能力。
刘樱曾经参与过多档综艺节目，

但在她看来，《花儿绽放》同很多女性
题材节目都不一样。“‘花儿’们都来
自乡村，每个人的‘绝活’都不一
样。我们要很了解她们，认真地和她
们对话、沟通，才能够激活她们，最
大程度地发掘她们身上不同的闪光
点，并且通过电视化的语言表达出
来。”当很多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都市女
性的成功之道时，她希望更多的人能
够关注到《花儿绽放》，关注到这样一
群抱朴守真的乡村女性，了解她们在
乡村建设和振兴中的力量和贡献。

节目播出后，不少“花儿”在社
交平台收获了超高人气。比如四川甘
孜“格桑花儿”拥中卓玛，高原女性
的大气好客在她身上展现得淋漓尽
致；“00后”返乡创业姑娘吴昊，凭借
自己的商业头脑，盘活了家乡特产毛
尖；从国外留学归来的村支书程玉
姣，把前沿技术带回了农村；来自乌

克兰的外国媳妇玛利亚，嫁给山东大
汉后成为地地道道的农村媳妇，文化
交融在她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千村万落
见“风土”也见“人情”

除了展示千姿百态的“花儿”，节
目也展现了中国乡村的万千风貌，不
仅提升了乡村文化的知名度，也为乡
村带来了更多的关注和发展机遇。比
如“村集”来到山西刘家堡村，这个
历史悠久的地方曾是明代大学士王琼
的故里，如今正以非遗文化助力乡村
振兴。村里的非遗文化街，汇聚了 47
个非遗和手工艺项目，包括西华门舞
狮、王保旺红色书画、见初陶艺、梅
艺漆坊等。再如之前“村赛”的举办
地贵州榕江是“村BA”的诞生地，多
元的民族文化碰撞，使得民族运动的
形式异常丰富多彩。节目中，当地自
然美景与中华传统体育竞技巧妙融
合，踩锅、高脚马、吹枪、高杆抛绣
球等传统项目轮番上演。

“我们采用了一种带着大家去旅游
的视角，呈现中国乡村的不同特色和
风貌。”刘樱介绍，她希望节目播出
后，能够给各个乡村一些启发和参
考，进而孕育出一些文旅新样态。

为此，节目开设了“花儿绽放之
社长会客厅”“花儿绽放之花儿足迹”
等不同环节，“花儿”们与“三产融
合”、农房改造、艺术赋能等不同领域
的专家，以及当地村支书、养殖大
户、运营团队等深入交流，共同探讨
乡村发展背后的密码，碰撞出各种灵
感的火花。

不仅如此，各地村民也积极参与
到节目中，“人情”与“风土”共同构
成了当地的特色美景。比如，“村飨”
中，村民们也加入到宴席的准备中
来；“村秀”中，村民们也换上秀服走
上了T台。刘樱对此深有感触：“随着
基础设施建设和‘千万工程’的实
施，村民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
得到了极大提高，‘人’也成为当地的
一道风景。”

深入田间地头，“花儿绽放”别样红
□本报记者 杨雯

纪录片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集体相
册，是时代的影像志。党的二十大报告为建
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指明新方向、锚定新坐
标。其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实现
文明互鉴是纪录片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成都，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近年来，
成都市广播电视台坚持深耕地域特色人文题
材资源，依托精品纪录片这一重要抓手和载
体，积极创新并挖掘天府文化、巴蜀文化以
及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不断探索文化脉
络，致力于与世界进行深度对话，展现中华
文化的博大精深与独特魅力。

纪录片作为时代镜像的价值，不仅记录
历史，更启迪未来，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
梁。《蜀·风流人物》是成都市广播电视台推
出的历史名人文化系列纪录片。该系列纪录
片将天府文化置于中华文明与全球历史文化
的大背景下，深入挖掘文化名人、遗址遗
迹、历史事件等题材，展现成都在文化保护
传承方面的创新与实践。通过场景再现、探
源生活轨迹等方式，回望中华文明五千多年
的发展历程，展示先贤巨匠所代表的创造精
神和中国智慧，从而打造具有成都特色的现
象级文化 IP，向全球观众展示中华文化的
博大精深、巴蜀文化的独特神韵以及成都的
城市魅力。

目前，《蜀·风流人物》第一季——“杜
甫”与“司马相如”两位历史人物的相关纪
录片已完成拍摄制作并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播出。其中，《蜀·风流人物——草堂杜甫》
荣获第 32 届中国电视金鹰奖 （电视纪录
片） 提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2024 年第一
季度优秀网络视听作品等5项殊荣；《蜀·风
流人物——司马相如》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开播首日便跻身全国热播电视纪录片融合传
播指数榜前五，播出当天全媒体触达超千万
人次。今年，成都市广播电视台还将继续策
划推出《蜀·风流人物》第二季，聚焦“薛
涛”与“杨升庵”两位历史人物，并计划在
2025 年推出第三季，讲述“陆游”与“诸
葛亮”的故事。

其实，成都市广播电视台一直有着纪录
片创作的优秀传统，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
先后推出 《忠贞》《冬天》《三节草》《空
山》《平衡》《婚事》等一批具有国际国内影
响力的优秀纪录片，涌现出梁碧波、彭辉等
纪录片领域的行业领军人才。

近年来，围绕“出精品、出人才、出效
益”的目标，成都市广播电视台在纪录片生
产传播体系建设上系统性发力，全面提高创
作生产力，全力拓展行业影响力、国际传播
力。近日，成都市广播电视台国际传播中心
制作的双语纪录片《穿越千年的对话——三
星堆—金沙文明对话玛雅文明》在墨西哥城
卡兰萨博物馆和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
举行了宣传推广活动。三星堆、金沙文明与
玛雅文明虽远隔千里，却同是人类创造力与
智慧的结晶。这场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是
两大古文明的碰撞与交流，也是全球不同文
化相互理解、尊重与合作的象征。

纪录片是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成
都市广播电视台从熊猫、美食、三星堆—金
沙遗址等成都文化符号出发，将千年古城深
厚的历史文化与现代化国际化的都市面貌结
合，以中国辉煌璀璨的文化为载体，策划制
作了《天府文化对话世界》《跟着诗歌去旅
行》《文明的回响：中华文明对话希腊文
明》《中法“漆”遇记》 等系列双语纪录
片，并有针对性地进行国别精准传播。通过
新加坡、曼谷、柏林、拉巴特等近20个中
国文化交流中心，向全球55个国家100多个
海外文化经贸交流机构、商协会发布，依托
国家驻外机构渠道助力，取得了良好的传播
效果，开拓了城市形象融合传播新路径。

纪录片是时代的见证者。成都市广播电
视台的纪录片创作在“纪录与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和“促进城市形象的塑造与传
播”上共同发力。2023年10月，在成都举
办2023 年世界科幻大会之际，成都市广播
电视台策划制作了大会官方纪录片《科幻之
都》，展示城市科幻与科技共生发展的现
状，以及成都市致力建设“中国科幻之都”
的生动实践。今年8月，成都市广播电视台
历时3年拍摄制作的成都大运会官方纪录片

《国家记忆：成都大运会》，在 CCTV-4 黄
金时段《国家记忆》栏目首播，从赛事侧和
城市侧，全景式呈现成都“以赛谋城”的大
运故事，向世界呈现中国开放之胸怀，展示
新时代中国风采。

纪录片是最好的交流方式。作为“国家
相册”，纪录片肩负着传承历史、传播文
化、记录现实、观照社会的职责使命。正因
如此，成都市广播电视台纪录片创作始终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用现实主
义态度进行多元化创作，从灿烂的文明和悠
久的文脉中汲取营养，古为今用，精心打磨
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
品，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中实现面向未来的创造。

（作者系成都市广播电视台党委委员、
副台长）

深耕特色人文题材——

成都纪录片
从天府走向世界
□李金亮

《两岸家书》衍生艺术展连通线
上线下。 资料图片

“村集”企划中，“花
儿”们进行木工创意赛。

湖南卫视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