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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刻画得淋漓尽致。

四、虚实结合，展现音画魅力
丰富的多媒体手段，让文艺形态融入主题

报告会成为可能。虚实相生，是一切艺术共同

的理论观点。以实生虚，因虚补实，实和虚相

生互化，相辅相成，可以使报告会的表现力得

到进一步提升。

比如，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温州市

主题教育巡回报告会上，当山福镇专职消防队

队长孙海滨讲述为救人而在山洪中牺牲的战友

周锦勇的事迹时，我们提取了一段周锦勇生前

录制的歌声片段，通过周锦勇影像和原声的重

现，实现了消防队员们和周锦勇在报告会现场

隔着时空合唱一曲《我是消防兵》的桥段。

在这里，周锦勇的演唱是“虚拟”的，但

与战友们“真实”的声音呼应、融合，仿佛英

雄依然在，兄弟不曾分离，展现了穿越时空的

曲折回旋美、情景交融的意境美，以及虚中藏

实的真情流露，令现场众多观众潸然泪下。

经过精心策划和执行团队的共同努力，从

2019—2021 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温州

市主题教育巡回报告会等 3 台电视报告会均在

社会各界引发了较大反响。浙江日报以 《温州

用正能量引领大流量》 为题在头版报道了“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温州市主题教育巡回报告

会。浙江省广电局专门撰写《传递信心决心 汇

聚奋进力量——温州市广播电视台“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融媒体系列报道评析》 分别上报国

家广电总局和浙江省委宣传部。《初心力量——

温州市“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全媒体

新闻宣传活动》 获得浙江新闻奖重大主题策划

创新奖一等奖。时任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

书记陈伟俊专门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温

州市主题教育巡回报告会作出批示：“用‘身边

人’，讲述发生在温州的故事，由此演绎温州人

精神，激励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形式新、内容真、传导性强、影响

力大。”此外，“我担当 我奉献 我实践”温州

市抗疫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永远跟党走”温

州市党史学习教育主题巡回报告会线上线下收

看观众也均达数百万人次。

真实是报告会最动人的力量，用最生动的

方式展现真实，是所有传播者的共同追求。要

想提高报告会的影响力、吸引力，提升传播效

果，还需要我们随着时代、形势的变化而与时

俱进，对报告会的内容、形式、电视艺术表现

手段等进行不断探索。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广

大人民群众的需要，才能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

的需要。

（作者单位：温州市广播电视台）

第六届 （2021 年度） 浙江省纪录片丹桂奖

评选工作，日前在杭州顺利结束。浙江广电集

团、各地市广电台 （集团）、相关高校和影视制

作公司共推荐报送参评纪录片作品62件 （其中

11 部作品因未及时备案或片子时长不足等原

因，没有列入评选）。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

则，经过复评、定评和向社会公示，最终评出

优秀微纪录片 5 件，优秀短纪录片 6 件，优秀

长纪录片 6 件，优秀系列纪录片 5 件；最佳短

纪录片 1 件，最佳长纪录片 1 件，最佳系列片 2

件，最佳导演 1 件，最佳撰稿 1 件，最佳摄像 1

件；最佳微纪录片空缺。这批获奖的纪录片内

容涉猎广泛，创作手法多样，制作精良。

一、选题内容广泛，立足现实

（一）反映地域文化

丽水市广播电视台拍摄的短片 《鹰缘 30

年》 是用动物视角“鹰爸鹰妈共同哺育小猫头

鹰”“老屋一家悉心照顾猫头鹰一家”的人类视

第六届浙江省纪录片丹桂奖评选综述第六届浙江省纪录片丹桂奖评选综述
张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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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两条主线叙述的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影响、

相互渗透、共生共融的关系，是人类与动物和

谐互动所产生的美妙景象和感人事迹。台州市

广播电视台的长纪录片 《迷路的大鱼》 讲述了

救助12头迷路的瓜头鲸的故事，展现了人类与

自然作为命运共同体一同奋斗的回归故事。宁

波广播电视集团的系列纪录片 《三江汇处是吾

乡》 是对宁波这座城市历史的一次完整回顾，

是对宁波人精神、文脉的一次溯源的视觉之旅。

华数探索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的系列片 《四时城

纪—廿四节气 杭州》立足杭州视角，塑造专属

杭州的节气生活剪影，传达杭州的本土文化符

号，打造具有杭州特色的二十四节气“影像日

历”。绍兴市新闻传媒中心的长纪录片 《“船”

承》 历时 4 年，全景式地展现了绍兴古木船文

化保护现状，通过记录绍兴市古木船制作的技

艺和传承人的故事，生动刻画了水乡人对于古

木船遗存文化的深情坚守与自信担当。温州市

广播电视台的短纪录片 《在此做场—新编瓯剧

<张协状元>出台始末》 全方面展示了戏剧人创

编“中国第一南戏”的过程，对南戏文化的挖

掘与探讨过程也展示了温州传统的地域文化特

色。以上这些纪录片既有宏观视野、文化战略

的全景描述，又有微观表达、个体成长的记录。

（二）把握时代动向

纪录片肩负着记录时代变革、社会变迁的

历史使命。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浙江电视台钱江都市频道的长纪录片 《三

五支队》 讲述这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

浙东游击纵队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

的故事，是对浙江革命精神、中国共产党人精

神的传递。绍兴广电影视投资有限公司的短纪

录片《核桃树之恋》是主人公“舍小家为大家”

的爱国情怀。嘉兴市广播电视台的长纪录片

《以身许国—褚辅成》 在 2021 年辛亥革命爆发

100 周年之际拍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褚辅成。

余杭区融媒体中心的微纪录片 《追光者》 讲述

的是国家盲人门球女队的年轻姑娘们用拼搏的

体育精神迎接一个个人生挑战，展现生命的青

春精彩。2020 年是我国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

年，2021 年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路上，浙江电视

台科教影视频道拍摄的微纪录片 《彝族娃娃出

山记》，记录了全国深度贫困地区大凉山群山深

处一所小学 6 年来扶贫一线教育面貌发生的翻

天覆地的变化，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深度

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高度重视，传递了扶贫先

扶志的理念。浙江电视台钱江都市频道的微纪

录片 《武侠书记的田园梦》 讲述了一个爱好武

术的村支书如何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功夫之道

在安吉县鲁家村实现“乡村振兴”“共同富裕”

的故事。浙江云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长纪录

片《一枝一叶总关情》记录了安吉黄社村20多

名共产党员 4 年来心系西部贫困地区，用“一

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帮扶西部贫困山区群众

种植白茶脱贫致富的生动故事。以上这些纪录

片关注生活细节，有着强烈的时代意识，展现

了中国人民的力量和迎接美好未来的信心。

（三）体现人文关怀

普通人的生活冷暖体现社会温情和时代责

任感。杭州电视台综合频道的微纪录片《牵挂》

拍摄了乡村教师方平尔退休后创建并守护“儿

童之家”，30 多年一直关爱留守儿童的感人故

事。镇海区广播电视台的 《相遇恰好》 是宁波

同济中学教师的王君杰到贵州省普安县东城中

学支教的故事，是东部2000多名教师援黔的生

动缩影。丽水市广播电视台的《沈姐共享厨房》

记录了让外地就医患者及家属能吃上一口“家

里味道”的爱心厨房，从自家柴火房到共享厨

房开出第二家的风雨变迁历程，志愿者沈姐发

起的公益善举“帮助一群人，温暖一座城”的

正能量故事也吸引了更多人加入到爱心厨房的

公益项目中。台州市广播电视台的微纪录片

《寻根记》跟踪拍摄了台湾女孩刘乐妍回台州温

岭老家寻根的故事，生动鲜活地展现台湾青年

认同两岸一家亲，认同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的真情实感。宁波思华年影视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的 《秘色之城》 讲述了在中国海上陶

瓷之路“秘色瓷都”慈溪的美国青年陶艺家茉

莉寻找中国皇室御用秘色瓷的故事。义务市融

媒体中心的短纪录片 《新丝路上的一家人》 关

注当代中欧新丝绸之路上的一个中外家庭的故

事。浙江海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系列纪录片

《最后一班地铁 2021》 是聚焦都市人生活的新

纪实，在最后一班地铁上随机采访夜归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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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人家寻常与温度。以上这些纪录片关注个体

命运，人物真实自然，平淡中见真情，是与人

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有责任、有担当的纪

录片。

二、创新手法，讲好故事

第六届浙江省纪录片“丹桂奖”获奖作品，

除了具有突出的思想性、艺术性、故事性和观

赏性，在创作维度上还具有以下几个创新点。

（一） 创新交互语境，适配全媒体环境下的

创新传播

浙江卫视系列纪录片 《东向大海》 以“天

上宏观角度”的 《瞰潮》，“水中微观世界”的

《探海》，“地上中观视角”的《乘风》描绘了浙

江人民依海而生、向海而兴的壮丽图卷。作为

海洋题材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充分展示了东海

海洋经济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

指导下，从政府主导到民间自觉建设海洋强省

的决心和努力，奋力打造“重要窗口”的生动

实践，为中国海洋强国建设留下了重要影像和

好的时代作品。

（二） 创新传达纪录片内在精神文化的精神

画像

纪录片不仅要讲故事，还要传达内在文化

精神。“精神画像”是个体与共同体生存的力量

与姿态，是文化的精髓，是一个民族的行动根

源。浙江卫视系列纪录片 《红船领航》 以“红

船精神”为引领，采用“文献+纪实+政论”的

手法，生动反映了浙江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敢为人先、百折不饶、开拓进取、勇立

潮头的百年奋斗历程；形象展现了浙江的共产

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忠实践行“八八战

略”，努力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高质量

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决心和信念。

（三）创新历史与现实有机结合

浙江卫视短纪录片 《岁月》（5 集纪录片

《初心》分集） 作为对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

的献礼，更是对浙江省“守好红色根脉”的生

动实践。影片以老军人儿女们的视角切入，以

现实勾连历史的独特手法，让观众建立起连接

历史与现实的思维坐标。再现场景与史料巧妙

结合，人物讲述与情景再现无缝连接，将“时

空平行交错+人物自述经历+动人细节”的“口

述史”故事进行感人呈现。

（四）创新生命化情景再现

从自然生灵到文化生命的灵性再现，运用

三维动画、3D建模、无人机、水下摄影、延时

摄影等再现手，赋予情景再现新的生命力。杭

州电视台西湖明珠频道的长纪录片 《配水》 呈

现了一部鲜活的“千岛湖配水工程”影像书。

既有真实的事件，也有丰富的人物，真实呈现

了百年工程中浙江人利用科技改善自然、造福

于民的浙江经验。

（五）创新影像写意系统与诗化叙事风格

温州广电影视传播有限公司的系列片 《瓯

越之华》第一季30个人物是温州各大艺术门类

的顶尖人物代表，以唯美纪实的手法展现新时

代温州文艺家的新风貌。浙江卫视的系列片

《良渚文明》 通过纪实与写意相结合的叙事手

法，兼具文化科普与艺术美学的呈现，从“文

明之源”“文明之光”“文明之基”“文明之魂”

“文明之举”5 个方面，生动形象地展现良渚文

明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历史文化价值。

三、问题与不足

第六届浙江省纪录片丹桂奖获奖纪录片虽

然不断呈现出新的惊喜与创新，展现出浙产纪

录片独特的创作特点和美学规律，但仍有许多

不足需要改进，许多创作空间值得深耕细作。

尤其是那些“差一口气”的纪录片有以下三个

需要注意的侧重点及应对策略。

一是纪录片单纯地以理论论述，未免有

“宣教”之嫌，应关注老百姓的切身经历和生活

变化，以朴实的视角来感悟时代变化，应具有

思辨性和人文性相统一的美学特征。

二是注重纪录片的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

纪录片是社会的良心，最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的

公序良俗，应注意对未成年和弱势群体进行影

像保护。

三是原生态的纪录过程不等于原生态的纪

录故事，记录了过程不等于拍摄了故事。因此，

创作者在制作纪录片的时候要注重纪录片也是

要讲故事的。

（作者单位：浙江传媒学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