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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文学肩负着“文以载
道”之重任。纪录片作为生动的文化载体，同样
具备“载道”功能。自2020年起，广西广播电
视台国际频道持续加强与东盟国家主流电视媒体
的合作，双方合拍多部社会人文、自然生态类纪
录片。通过这一方式，直观且深入地呈现中国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的社
会风貌、文化特色以及经贸成果，促进东盟国家
民众对中国发展理念、价值观念的理解，减少文
化隔阂与误解，增进彼此认同。

思想传播更进一步

近年来，广西台国际频道围绕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策划并
实施了多个中外合拍纪录片项目。例如，为宣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与老挝、柬埔
寨、泰国国家电视台合拍《家在青山绿水间——
更好的日子》；为纪念“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倡议10周年，与印尼国家电视台合拍《海
上丝路—天涯比邻》等。这些中外合拍纪录片，
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展示了中国在相关理念指
引下的实践成果与外方的积极评价。

中外合拍纪录片的跨国播出，有效拓展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渠
道。广西台国际频道的合拍纪录片就多选择在具
有重大政治意义和社会关注度高的时间节点播
出，如 《南溪河畔Ⅱ》《喜结莲荔》《永恒的朋
友》《志同道合》分别于中越建交75周年、中马
建交50周年、中柬建交65周年、中老建交60周
年建交纪念日期间在当地国家电视台播出。这样
不仅能将中方的思想理念恰逢其时地传播出去，
而且更易引发周边国家媒体的关注与转载，形成
辐射效应，传播效果更好、效率更高。

通过合拍纪录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中的诸多重要理念得以生动呈现。以
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例，《一湾一世界》

《光阴的故事——切水不断》 等多部合拍纪录
片，通过展示中国与东盟国家在贸易、环保、
文化交流等广泛领域的合作实例，深入阐述中
国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行动及其
深远意义。

尊重文化差异特性

对文化交流而言，合拍纪录片本身就是一个
中外沟通互鉴的过程。东盟国家媒体可以借鉴
中国主流电视媒体的发展经验，中国媒体人也
能吸收融合东盟国家独特的文化特色和创作风
格，双方制作团队可以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共同进步。

拍摄内容方面，尽管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文化
上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仍存在诸多差异。例如，
某些文化符号和价值观在不同国家的解读可能存
在偏差，影响了影片思想内容传播的准确性和有
效性。为应对这种文化差异，在纪录片合拍过程
中，双方应加强前期沟通与调研。制作团队需深
入了解合拍对象国的文化背景、社会习俗和受众
需求，确保选题和内容能够引起共鸣。同时，在
表达方式上要注重通俗易懂、生动形象，避免过
于晦涩或具有强烈本土色彩的表述。此外，还可
邀请当地专家和民众参与纪录片的创作，从不同
视角提出建议，增强影片的文化适应性。

传播平台方面，新媒体时代的传播方式日益
多元化，如何进一步拓展传播渠道，提高纪录片
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也是需要面对的问题。传统
电视媒体的传播范围和时效性存在一定局限，难
以满足年轻一代和移动互联网用户的需求。这就
需要制作团队利用社交媒体、视频分享网站等新
媒体平台，发布纪录片的精彩片段、幕后花絮等
内容，吸引更多受众关注。同时，结合短视频、
直播等新媒体形式，创新传播方式，提高互动
性。此外，还可与国际知名媒体机构和平台合
作，扩大纪录片的国际传播范围。

拓展后续项目空间

未来，广西台国际频道与东盟国家的合拍纪
录片合作有着广阔的拓展空间。一方面，在题材
挖掘上，可进一步聚焦民生细微之处，讲述普通
人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奋斗故事与生活变迁。比
如，拍摄中国与东盟国家民间手工艺人的传承与
创新，展现文化传承背后的坚守与发展，传递中
国文化中对传统技艺的珍视以及创新发展的理
念。另一方面，强化青少年群体的针对性传播。
制作适合青少年观看的相关内容，融入趣味性元
素，通过动画、情景短剧等形式，深入浅出地介
绍中国的历史文化、科技成就以及发展理念。这
有助于在年轻一代心中播下友好交流的种子，为
未来的长期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

在中外合拍纪录片的过程中，建立长效评估
机制至关重要。通过收集观众反馈、分析传播数
据等方式，精准评估每部纪录片在思想传播、文
化交流等方面的实际效果。依据评估结果，优化
后续项目的策划与制作，不断提升合拍纪录片的
质量与影响力。

中外合拍纪录片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传播方
式，在传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友好交流方面发挥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尽管在合作过程中面临诸多挑
战，但通过积极有效的应对策略，以及对未来合
作方向的深入探索与实践，合拍纪录片将继续成
为连接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文化桥梁，为构建更为
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贡献强大的文化力
量，让“影像”传递的“思想”跨越国界，深入
人心。

（作者系广西广播电视台国际频道副总监）

中外合拍纪录片：

用影像传递思想
□阳华

7 月11 日晚，检察题材剧 《以法
之名》收官。剧集首次系统聚焦检察
机关“刀刃向内”监督职能，将专业
司法议题转化为全民热议的社会谜
题，成功实现涉案剧创作的题材破冰。

在接受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记者采访时，该剧总制片人高金玺将
这段历时 3 年的创作历程称为一场

“硬仗”，这位曾以《风吹半夏》精准
复刻年代质感的制片人，此番转身投
入涉案题材的“深水区”，完成了一次
中国现实题材剧走向专业化的成功

“深潜”。

“专业小白”的三年淬炼

《以法之名》 首次揭开“检察侦
查”这一司法体系中鲜为人知的“隐
蔽战线”，拥有独一无二的题材红利。
剧情参考了近年发生的多起真实案
例，直击社会痛点。比如湖南省衡阳
市检察机关一网打尽 108 起民事案件
背后的黑恶势力和保护伞；湖北省人
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恩施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人民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州
长，州公安局原党委书记、局长田某
徇私枉法案；辽宁省本溪市检察机关
办理的陶某等人涉嫌严重刑事犯罪案
背后相关的职务犯罪案件。

“观众天然关注司法体系如何自我
纠错，渴望看到天网恢恢、正义伸
张。”高金玺分析说，“我们展现检察
官抽丝剥茧、‘刮骨疗毒’的过程，正
是要满足这种对公平正义的深切期
待。”谈到《以法之名》的创作过程，
高金玺坦言：“这是一部‘死磕’出来
的作品。”初始剧本以扫黑题材为主，
但因缺乏新意被否，重新梳理方向后
逐步确立“司法系统自我净化”的核
心主题，并耗时 3 年打磨作品。这 3
年，不仅打磨出一部精品剧，更重铸
了创作方法论，“下生活采风”成为团
队创作铁律。

“当 《以法之名》 这个项目确立
时，我们整个团队，包括傅东育导
演，对检察侦查工作的理解几乎是空
白的。”题材的独创性意味着陡峭的创
作难度，在最高检支持下，创作团队
开启了沉浸式采风：奔赴四省十几
城，从最高检到基层院，采访超百位

检察官，深度研读卷宗，高金玺坦言
“这个过程充满挑战”。

《以法之名》 的编剧署名有 7 人，
剧本创作堪称“浴火重生”，反复推翻
重写，“剧本写着写着就废了，不断有
新的编剧加入进来，写不下去就再去
生活！这就是一个不断建立认知、完
善认知的过程。”高金玺回忆说，随着
创作团队对检察职能认知边界的不断
拓宽，大家开始真正理解“法律监
督”“刀刃向内”的核心内涵，也开始
在原型检察官身上汲取信仰的力量，
才逐渐形成最终剧本。

把“人性纠结”写明白了

不同于传统涉案剧的脸谱化塑造，
《以法之名》以几乎“全员嫌疑人”的复
杂生态揭示了现实镜像。全剧铺设70
余个角色构成了庞大人脉网络，东平市
政法系统的盘根错节被具象化为“一家
子都是搞法律的”熟人社会。

“《以法之名》创作的核心就在
于把人写明白了，把人性纠结写明白
了。”高金玺认为，鲜明的人物性格、
复杂的人物关系、纠结的人物态度，
再加上简单的情节，是好剧本的标
准。“我们的编剧团队在确定作品主题
后，在创作上其实不太倾向于用情节
编织去推动故事前进，因为情节过于
复杂会导致对人物本身刻画的减少。”

具体到 《以法之名》 的剧情中，
观众可以看到张译饰演的主人公洪亮
兼具执法者的专业严谨与中年人的世

故，检察官对疑点人物的调查博弈中
掺杂着旧日同窗情谊，关键证人面临
着“说出真相即毁掉家庭”的两难。
在“简单情节+复杂人物”的叙事结
构下，剧集将主要篇幅用于展现人物
在法理人情间的摇摆，通过大量闪回
镜头外化人物内心冲突，大胆表现检
察官面临的真实困境，呈现出丰富的
人性纵深与戏剧张力。

高金玺不否认剧中闪回镜头不
少，也非常理解有观众第一遍看《以
法之名》 时为案件推进而心急的心
情。“但观众盯着事着急，原因在于人
好看。”他认为，刻画人物的笔墨必须
得加，“不把人物写到位，本质上戏就
失败了。”

前期采访中，创作团队发现检察官
在生活中同样面临房贷、婚恋、子女上
学、父母生病的问题，而所有的生活困
境就是别人围猎的短板。剧中“检察官
被围猎”的情节直接取材于现实，通过
艺术提纯保留了“温水煮青蛙”的腐蚀
过程以及“世俗困境与专业信仰的撕
扯”，剧情设计把人物逼到绝境，看他们
如何取舍。这种对人物、人物关系的复
杂化处理映射现实，让司法腐败议题具
有普适讨论空间，也体现了“以人物推
动剧情”的创作观。

剧中的检察官群像褪去职业神
话，呈现了执法者自我革命的人物弧
光。高金玺说，《以法之名》里浓浓的
都是人情，但人情之下永远有一条法
律的底线，剧集在人性维度的叙述中
让司法正义更具情感温度，同时也深

刻揭示了“执法者更应被约束”的现
代法治精神，凸显现实主义底色。

“三个相信”的底层逻辑

对于电视剧制作，高金玺主张
“水下冰山”式的创作，“如果将剧本
比作水上的冰山，你根本不知道水下
那部分有多深，观众最终看到的故
事，只是我们剧本工作的冰山一角。”
而水下的部分——剧本中未被直接呈
现的社会学研究、案件背景、人物前
史等“水下90%”的积累，才是故事
张力的根源。

天津二十四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实行创作以导演为核心和运营以制片
人为核心的双轨制，作为公司的两位

“核心”人物，高金玺和傅东育共同创
作了《理想照耀中国》《冰雨火》《风
吹半夏》《以法之名》等作品。合作7
年来，两人逐渐形成了项目创作上的

“共生体”，比如 《以法之名》 面对
“检察侦查”这一影视空白领域，傅东
育专注开掘作品人性深度，高金玺致
力打通系统支持，两人以不同路径共
同拓展行业认知边界，在剧集创作中
完成职业角色的互补。

高金玺告诉记者，傅东育提出的
“三个相信”——相信故事的力量、相
信人物的力量、相信自我表达的力
量，是其创作体系的核心哲学，也是

《以法之名》等作品成功的底层逻辑。
《以法之名》坚持“导演必须深度参与
剧本孵化”，傅东育带领团队耗时3年
整合 10 余起真实案件，确保剧中从

“万海案伪证链”到检察官生活困境，
所有情节都有现实依据，每一个人物
都有很强的逻辑线，这种“盘根错节
的真实”形成了作品的厚重感。

在《以法之名》开播当日，最高
检对外公布检察侦查厅正式挂牌成
立。“这不是巧合，而是我们的现实题
材作品已触及司法改革的前沿命题。”
在高金玺看来，《以法之名》以检察侦
查的“小切口”切入，用3 年时间完
成对司法系统的“深潜”，最终实现现
实题材的全民共振，这也揭示了爆款
作品的本质：当创作回归对人的凝
视、对社会的显微观察时，专业性与
大众性从不对立，而是彼此成就。

《以法之名》：深潜现实 创作破冰
□本报记者 杨雯

初夏时节，湖南卫视与芒果 TV
推出了又一文化节目力作——《少年
书院行》。节目中，一群心怀梦想的少
年学子和主持人郑方一一起化身“书
院寻访人”，在知名专家学者的陪同
下，踏入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
阳书院、应天书院等古老书院，旨在
通过一场场青春与传统的对话，搭建
一座连接历史与未来、传统与青春的
桥梁，开启一次跨越代际、贯通古今
的思想碰撞之旅。

节目一经推出就热度“出圈”，播
出 7 期斩获酷云省级卫视收视第一，
全网热搜 75 个，#少年书院行#全网
相关话题词话题量2.5亿+，多家主流
媒体及机构相继点赞节目，称“在AI
技术的加持下，《少年书院行》开启了
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探寻中华文脉
的精神密码”。

精神传承：
少年与历史双向奔赴

在《少年书院行》中，少年们不
再是文化传递的终点，而是与传统文
化传承紧密联结的纽带。在第一站岳
麓书院中，15岁的郭尔乐站在岳麓书
院讲堂，对着“道南正脉”匾额侃侃
而谈，这位自小浸润儒家经典的少
年，早已将“朱张会讲”的历史细节
融入血液。在白鹿洞书院朱子祠内，
13岁的谢昭雨橦如数家珍地剖析匾额
背后的历史密码，还给古人们带来了
现代的礼物，生动又鲜活。更令人动
容的是李美瑶，这位7 岁就在沈阳故
宫担任讲解员的“故事高手”，在嵩阳
书院的古柏下重现宋神宗被程颢讲学

“硬控”的轶事，绘声绘色的讲述让千
年典故鲜活跳跃。

这些少年打破了传统文化节目中
“受教者”的刻板定位，当他们漫步在
书院的青石板路上，书院中的一草一
木、一砖一瓦仿佛都在向少年们诉说

着历史。当少年们开始以自己独特的
视角去感受、理解这些文化符号时，
传统文化就已经在他们心中悄然埋下
了萌芽的种子。他们用少年的敏锐感
知力，在历史遗存的缝隙中寻找文化
密码，古老的书院也仿佛被注入新鲜
血液——这不仅是青春与历史的相
遇，更是文化传承的基因重组。

知识互动：
文化传播的破冰之旅

为了让少年们更好地理解书院文
化，节目组精心设计了诸多互动环
节，为文化传承架设古今共鸣的桥
梁。当少年们体验书院生活，细读清
代的学规时，惊讶地发现，其中与现
代学生守则竟有着许多相似之处。这
种跨越时空的呼应，让他们直观感受
到了传统文化的延续性——原来古人
的智慧与教诲至今仍影响着我们的学
习与生活。这个过程中，少年们的思
维被激活，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也愈发
浓厚。

例如，在朱子祠的特别任务中，
少年们需要与朱熹自画像合影，并效
仿先贤自省精神创作当代“朋友圈文
案”。当“吾日三省吾身”的古训遇见

“九宫格配文”的现代表达，自省精神
在社交媒体的语境中获得新生：郭尔
乐写下“今日见朱子，方知慎独非独
处”；谢昭雨橦配文“千年对视，见贤
思齐焉”；李美瑶则感悟“格物致知，
当从手机屏幕移向天地万物”……这
些文案在网络上引发热议，网友感
叹：“古人自省有戒尺，今人自省有朋
友圈，形式虽变，精神永存。”

节目中的互动设计如同一把把精
巧的钥匙。在考亭书院的“典籍寻
宝”环节，少年们根据古籍线索寻找
隐藏在建筑中的文化密码；在石鼓书
院的“拓片体验”中，少年们亲手制
作书院碑刻拓本，将文化印记带回

家；应天书院的“飞花令”挑战，则
让古典诗词在少年们的唇齿间焕发新
生。这些设计消解了文化传播的距离
感，让网友直呼渴望“复刻这种家庭
研学”。

科技创新：
AI赋能照亮古老智慧

《少年书院行》 更借助 AI 之力，
让沉睡的文脉在数字光影中重新“开
口说话”。节目组深耕典籍，以高精度
AI 复原了“程门立雪”的赤诚、“白
鹿伴读”的孤诣、“深夜护匾”的壮
怀。尤为震撼的是对“朱张会讲”这
一南宋思想盛事的复原——AI不仅重
现了“座不能容，溢于户外”的现
场，更通过深度学习海量文献，生成
了契合朱、张二人思想与语言风格的
精彩对话，让观众得以亲聆那场“君
子和而不同”的千古交锋。这一刻，
厚重的历史终于得以轻盈起舞，科技
真正成为照亮古老智慧的一束强光。

更令人惊叹的是，AI还捕捉到文
献中记载的细节——朱熹激昂时手指

微颤，张栻沉思时轻抚书卷，连窗外
渐暗的天色都与史料记载的“连日论
道”完全吻合。当谢昭雨橦站在复原
场景前，将自己用AI生成的“朱张合
影”投射到历史现场时，时空的壁垒
在科技之力下轰然倒塌。这些技术创
新让网友感叹：“沉睡的文脉开口说
话，厚重的历史也轻盈起舞了。”

目前，节目已经探访了岳麓书
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三大书
院。当少年团中的郭尔乐在岳麓书院
讲堂背诵先贤语录，当谢昭雨橦用AI
连接古今哲人，当李美瑶的故事引得
游人驻足……对于如何坚守文化根
脉、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少年书院行》出了一份充
满希望的答卷——让少年成为传统文
化的传承者和创新者，以青春之力激
活古老文明，让千年文脉在新时代焕
发出勃勃生机。

未来，节目将继续挖掘更多文化
宝藏，引领更多年轻人在传统文化的
滋养中茁壮成长，让文化自信深深扎
根于每一个人的心中。

（作者单位：湖南卫视）

《少年书院行》中的追光与新生——

青春续文脉 开卷见神州
□罗懿

综艺速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