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娶

h面临着债务的困扰，想过一种佛家和尚的生

■活。他是京剧表演艺术家裘盛戎的嫡孙，是

乏被赋予使命的人生，还是无所顾忌走出去?她

一位妻子和母亲，能否在家庭生活之外找到自己

三术空间?这3位复杂、欢乐又有个性的舞蹈艺

莨的上山与下山，人世与出世的抉择，折射出当

j国的意义。

——中国纪录长片提案((双下山》

我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发现年仅8岁的妹妹

匕极其繁重，重复着我过去的被别人称为“国产

r”的生活。妹妹到底开心吗?到底什么才是幸

三活?什么样的教育才是我们需要的教育?这个

c的公共教育系统带给我们这一代人的是什么?

垦用这部纪录片来推动教育的改革，为下一代构

!美好的未来。

——韩国纪录长片提案《我亲爱的天才》

除此之外，还有从全球征集的106份纪录片提

p挑选出的18份提案，有展现世界上仅存的6

文／本刊记者李晗

《双下山》提案现场

条原生态河流的，有展现中国数千个家庭移居澳大

利亚的，有一个个行走万里找到平行于生活当下的

另一个世界的⋯⋯

纪录片，这个培育人类心灵的影视类型，多年

来一直饱受“不赚钱”困局的煎熬，这个局该怎么

破?2016年10月底，首届“新鲜提案·东山真实

影像提案大会”在国内首个纪录片小镇——苏州市

东山镇举办，国内外纪录片人士齐聚一堂，一同探

讨了纪录片发展的方向。

产业化是前提

提案大会顾问、木子合成影视公司艺术总监李

成才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 “纪录片需

要两条腿走路。”首先，从政府层面来说，必须要

扶持纪录片，这是责任；另外，纪录片也必须走向

市场，走向规模化和产业化。无论是当年拍摄《货

币》、《20年·20人》，还是((大国崛起》、《创

新之路》等纪录片，李成才始终沿着自己的思路去

关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国的文明成果所在。“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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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发，带着中国的疑问，在世界寻找答案。”

在这整个过程中，李成才所在的团队基本上都是产

业化来进行运作。

提案大会总策划、新纪实(北京)传媒投资有

限公司商务总监肖龙向记者表示，产业化不是商业

化， “关键不在于赚钱和赔钱，而在于纪录片的专

业分工和合作。”在产业运行层面，集约是路径，

产业内生层面，制度是关键，产业布局层面，多元

是趋势。

纪录片产业化从各方面对纪录片人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当今观众在资讯获得、受教育层次、所从

事的专业复杂性上，均需要纪录片创作者在选题策

划、跨界视野、叙事技巧、理论高度、知识性和影

像呈现上有所建树。纪录片的类型化趋势，就是专

业化的体现。比如李成才的创作，主要聚焦于知识

类纪录片领域。从操作角度看，国内急需专业的制

片人，他们需要兼具艺术素养、财务知识、法律知识、

项目管理能力和宣传推广经验。

“纪实+”的尝试

“根据中国目前的现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国内纪录片会朝着两个极端发展，即高品质和碎片

化。”肖龙说，高品质是指内容精良，在手机上或

者网上无法体验到的精美作品，碎片化则是倾向于

互联网时代，人们利用碎片时间对视频的需求，包

括监视器中拍摄的真实影像、个人社交化的生活视

频等。本届提案大会请到了众多新媒体领域的决策

人参会，就是顺应了视频碎片化和社交化的潮流。

纪实类作品可以独立成体系，但要实现资金流

的循环却很难，这就需要有跨界思维。如果将视野

开放，纪录片有很多机会，肖龙称其为“纪实+”概念。

比如， “纪实+品牌”的纪录片《汽车百年》，其

是一部以汽车发展史为线索的汽车历史纪录片，涉

及奔驰、奥迪等品牌，以品牌赞助的方式获取收益

不失为一种方式， “纪实+新技术”，这体现在直

播领域， “纪实+产业”，将内容嵌入产业链的其

他环节产生效益，比如旅游类、美食类、健身类纪

实节目，“纪实+电子商务”等。

作为商务合作总监，肖龙向记者讲述了新纪实

(北京)传媒投资有限公司在“纪实+”方面的尝试。

第一，品牌支持类纪录片，纪实影像与高端品牌在

价值观层次上的高度吻合，比如和杜比实验室合作

的((声音的传奇》。第二，运用新技术的纪录片，

比如用4K技术拍的《最后的沙漠守望者》，以及

即将采用vR技术拍摄的世界遗产系列。第三，有

多角度开发价值的纪实类作品。比如，表现超级马

拉松的纪实真人秀《雅荻跑世界》，可以和旅游产业、

体育产业结合。

5 社会力量是根基卜L

说到底，一个产业或者一个领域的发展，资金

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肖龙表示，艺术作品的生产，其资金来源有三

个方面：政府、投资者、赞助人。其中政府资助的

资金，由于来自于纳税人，每一笔花费要对纳税人

负责。投资者有盈利需求，看重投入产出比，涉及

对投资项目的商业评估和风险回避。赞助人则是任

何对某一项目感兴趣的人群，更偏重于个人喜好和

社会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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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的纪录片业投入呈杠铃型——主要来

自政府和商业机构。实际上，社会化机构是国外纪

录片领域的中流砥柱，与政府、商业机构三者形成

一个稳定的三角型，互相补充，满足纪录片在艺术

创新、舆论引导、娱乐、守望社会、传承知识、增

进理解等多重属性，营造一个多元健康的生态环境。

肖龙在英国学习创意产业经营和在伦敦剧院协

会实习期间，对于英国的政府、商业和社会机构各

取所长，互相支持的体制深有感触。诞生在英国的

舞台剧《战马》，其原著来自英国儿童桂冠文学作

家迈克尔·莫波格的同名小说，以第一次世界大战

为背景，讲述了少年艾伯特寻找爱马“乔伊”的故

事，通过人与马之间真挚的情感，反思一战。作者

莫波格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一个经历过一战的英国老

兵，他曾向莫波格讲述了战争中他与马之间的故事。

据莫波格统计，整个一战，共有1000多万匹马死

于战场，这和死于战场的士兵人数相当。

该小说在上世纪80年代出版后，迅速成为畅

销书。英国国家剧院导演蒂姆·莫尔斯深深喜欢这

部作品，并想把它在舞台上表现出来。但苦于不知

道如何将战马搬上舞台。英国国家剧院有一个舞台

实验室，其使命是尽可能创造出最优秀的舞台作品。

他们请到了来自南非的一家木偶公司，双方进行了

十年的努力，终于通过演员手工操控木偶的方式，

加上默契配合，生动灵活地再现了战争场面和人物

情感。

2008年，舞台剧((战马》在英国国家剧院一经

演出，深受好评，重复上演60多场，仍一票难求。

由于英国国家剧院是社会化机构，不能让一部票房

好的演出长久占据自己的舞台。这时，商业演出商

接手，将《战马》引入伦敦西区进行常年驻场演出，

获得了惊人的票房和社会反响，连英国女王都观看

过。好莱坞导演斯皮尔伯格看完后，决定将其改编

为同名电影，并在2011年上映。

在((战马》这个案例中，首先是社会化机构进

行创作的孕育和实验，这既需要创作者的热爱，也

需要英国国家剧院的创作艺术精品的机构定位、专

家决策机制、国家税收减免制度等各方面的支持。

初现盈利端倪时，相应的商业机构介入，社会化机

L1

东山真实影像提案大会总策划、
新纪实(北京)传媒投资有限公司商务总监肖龙

构从操作层面退出，但仍可享受商业化的利润分成，

并将这些收入全部用于其他的艺术创新中。《战马》

商业演出的收入，占据了英国国家剧院全年收入的

三分之一，类似的案例还有英国国家剧院的((一仆

二主》、皇家莎士比亚剧院的音乐剧《悲惨世界》等。

然而这些商业成功并不妨碍这两个机构在艺术领域

的不懈探索。

表演艺术行业如此，作为影视和传媒行业的纪

录片亦是如此。目前中国的现状是，投资人看名气

和团队，大量资金聚集到那些有成就有知名度的人

和机构身上。这些机构并不缺资金和项目，但急缺

专业的操作团队。对一个刚出道的创作者和新项目，

如果拿不到政府的资金，又在市场上籍籍无名，这

个项目很可能会夭折，创作者也失去了成长的机会。

一个缺乏优秀人才和项目梯队培养的环境，就成了

无源之水。资金的进入将催生泡沫，对行业发展产

生负面作用。

纪录片是文化产品，具备社会公共属性。多

元化的机构设置，将满足纪录片的不同向度。倡

导社会机构的作用，是破解纪录片不赚钱困局的

一条思路。但无论如何，对行业的尊敬和热爱、

专业化的能力、分工协作的机制，是纪录片发展

的必要条件。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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