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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年国产纪录电影崛起的思考
葛文治

摘　 要： 近年的国产纪录电影出现了较为强势的表现， 尤其从 ２０１７ 年开始， 国产纪录电影不断创造

刷新票房纪录的成绩， 多部作品引发了口碑普遍叫好的社会效应， 还出现了一些具有影响力的现象级电影

作品， 这些都预示着国产纪录电影的崛起。 文章以 ２０１７ 年上映的纪录电影为主要研究对象， 通过现象分

析、 数据统计和文本解读等研究方法， 以环境、 市场、 创作等原因作为主要研究内容， 指出观众多元化的

审美需求、 纪录片发展中的整体环境、 中国电影市场化的发展趋势， 构成了国产纪录电影崛起的环境原

因。 再加上得力的营销策略和合理的档期安排这些市场因素， 从外部层面有力推动了国产纪录电影的发

展。 着力于以上主要原因的研究， 将在一定程度上扩大纪录电影研究的视域， 促进国产纪录电影的创新与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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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纪录电影的崛起， 从市场与口碑这两个维度考察是必不可少的。 从市场层面分析， ２０１７ 年，
纪录电影的年度票房接近 ３ 亿元。 尽管所占比重不大， 但这个成绩创造了纪录电影年度票房的新纪录。
在这些 ２０１７ 年上映的纪录电影中， 除了 《地球， 神奇的一天》 是英国、 中国合拍， 主要出品方是英国

ＢＢＣ 地球影业， 其他几部作品均是由中国的纪录片创作者创作， 并且均由中国公司出品， 这些作品才

是严格意义上的 “国产纪录电影”。 国产纪录电影的票房数据显示： 《二十二》 １ ７ 亿元， 《重返·狼

群》 ３２９８ ７ 万元， 《我的诗篇》 ３１６ ８ 万元， 《一路逆风》 这部纪录歌手邓紫棋成长的传记性电影， 取

得了 ３２７ ６ 万元的票房。 纪录歌手王力宏演唱会纪实的 《火力全开》 取得了 ２４０ １ 万元的票房。 《摇摇

晃晃的人间》 １１６ ６ 万元，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底上映、 ２０１７ 年仍然在点映的 《生门》 有 １５４ ２ 万元。 其中，
《摇摇晃晃的人间》 和 《生门》 大多在 “点映” 渠道营销， 据 “大象点映” 的数据统计，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这两部作品的点映场次都超过了 ５００ 场， 实际票房收入比目前院线票房统计要高。 ２０１８ 年上映

的 《厉害了， 我的国》， 以主旋律纪录电影的主题， 以更强的政治元素， 更大的宣传力度， 在市场层面

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其主要以团体包场的营销方式， 票房一路走高， 仅在上映的 ３ 月份， 就取得了突破

４ 亿元的成绩。
从口碑方面分析， 近年上映的纪录电影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有极高的口碑评价。 《二十二》 成为了

名副其实的 “现象级电影”， 据统计， 《二十二》 在上映前后的一周时间内， 相关微博微信热门话题量

达到 ３６ ６ 万条， 转发评论数达到 ５ ２ 亿， 电影评分网站都给予了超过 ９ 分的好评。 中央电视台 《新闻

直播间》 《新闻调查》 等栏目也给予了多方面的报道和关注， 让 《二十二》 成为了社会舆论的焦点话

题之一。 其他的纪录电影也引发了口碑的发酵， 豆瓣评分基本都在 ８ 分以上。
市场与口碑的兴起让国产纪录电影的 “热度” 在近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也让相对沉寂的纪

录电影市场异军突起， 成为商业电影占主导的电影行业中不可忽视的兴起力量。 分析国产纪录电影的

崛起， 能够为国产纪录电影的创作和发展寻求一定的规律性， 更重要的是为今后国产纪录电影的创造

与发展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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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国产纪录电影崛起原因分析

（一） 环境原因

１． 多元化的审美需求

随着人民群众生活的多元化， 对影视艺术的欣赏也产生了相应多元化的需求。 在电影领域， 剧情片

占据了主导市场， 然而， 从电影艺术诞生之初， 电影的类型、 形态就呈现多元化的发展。 因此， 以

“真实” 为主要审美特征、 以 “纪实主义” 为主要创作手段的纪录片在满足观众多元化的审美需求方面

不可或缺。 尤其是在当下的中国电影市场， 占票房主导地位的是以满足世俗化情趣为主的类型电影，
类型电影模式化的叙事所带来的副作用就是受众的审美疲劳。 在现实主义电影作品创作相对匮乏的今

天， 观众更加渴望在电影中实现 “求真求美” 的银幕想象。 如纪录电影 《二十二》， 关注了受日本侵华

战争伤害的幸存 “慰安妇” 的生存现状， 把个人境遇与国家记忆有机联系在一起， 唤起民众对苦难意

识的体验和对抗战历史的关注， 无论是题材选择还是表现形式都带有强烈的真实性， 给大众审美提供

了更多的可能性。 如以纪录演艺明星为题材的 《一路逆风》 和 《火力全开》， 以纪实的手段展现了演艺

明星的成长历程和真实境遇， 超越了电视 “真人秀” 所表现的内容， 满足了部分 “粉丝” 的 “追星”
想象， 也为这两部作品创造出独特的市场空间。 因此， 纪录电影作为一种独特的电影类型， 在满足观

众多元化的审美需求方面，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２ 发展中的整体环境

中国纪录电影的最初形态是以 “新闻纪录片” 的形式构建起大众审美的。 直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电视的普及， 电视纪录片的出现与流行， 让 “纪录片” 的观念被广大受众所接受。 根植于 “专题片”
的纪录片观念和认知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中国受众对纪录片的理解。 在电视荧屏上， 纪录片始终拥有

着属于自己的阵地。 随着中国影视对外交流的机会增多， 越来越多的海外纪录片被引入到中国观众的

视野， 培养了喜爱纪录片的受众群体。 尤其是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 （ＣＣＴＶ９） 的开

播， 让纪录片在中国电视领域的传播达到了新的高度， 也更进一步营造了纪录片生产与消费的整体环

境。 近年来在电视荧屏走红的 《大国崛起》 《故宫》 《舌尖上的中国》 等电视纪录片， 让中国观众感受

到了纪录片的审美魅力。 而近年层出不穷的 “真人秀” 类型的电视栏目， 更让观众对 “真实” 的影像

有了深刻的认知。 这样的整体环境， 为纪录电影的崛起孕育了良性发展的空间。 近两年， 纪录电影也

有着不俗的表现， 据 《２０１５ 年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 说明： “２０１５ 年共有 ３８ 部纪录电影获得生产

许可证， 产量较 ２０１３ 年翻番； １５ 部纪录电影进院线； ３ 部纪录电影———— 《旋风九日》 《喜马拉雅天

梯》 和 《我的诗篇》 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旋风九日》 和 《喜马拉雅天梯》 的票房双双突破千万元，
分别收获 １７００ 万和 １１５０ 万票房， 虽无盈利， 却为纪录电影试水院线市场作出了积极探索， 为行业积累

了宝贵的营销经验。” ［１］据 《２０１６ 年中国纪录片产业发展透视》 统计： “２０１６ 年获得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电影局过审的纪录电影共有 ３２ 部， 进入院线放映的中外纪录片有 ６ 部。 纪录电影全年总票房为

２ ０５ 亿元， 其中真人秀纪实电影 １ 部， 票房总计 １ ２５ 亿元， 纯纪录电影票房总计 ８０３２ 万元。” ［２］经过几

年的积淀， 纪录电影不再受制于 “新闻纪录片” 和 “人物传记片” 的模式， 而是以更加多元的形态，
构建起了纪录电影有效传播的生态环境， 为 ２０１７ 年国产纪录电影的崛起， 提供了环境因素。

３ 市场化的发展趋势

２０１６ 年底， 中国内地银幕总数超过四万块， 超越了美国， 成为了世界第一， 而且在 ２０１７ 年还保持

了每天新增近 ３０ 块的高速发展。 影院的扩张和银幕的增长整体带动的是票房的增长。 从实际的票房统

计看， 纪录电影的票房收入呈逐年增长的趋势， 从 “百万元级” 到 “千万元级” 再到像 《二十二》 这

样 “亿元级” 的作品， 可以看到纪录电影在发展的环境中， 在满足多元需求的背景下， 具有广阔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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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发展趋势。 从 ２０１７ 年国产纪录电影的整体来看， 多数作品在注重创作品质的同时， 也注重营销宣传

和市场流通。 《二十二》 为了在大屏幕上映， 前后筹备了两年， 甚至采用 “众筹” 的方式来募集上院线

的基本投资。 《摇摇晃晃的人间》 在发行策略中注重参与了多项海外的电影节、 电影展， 在海外获得了

好口碑之后再谋划在国内市场走向大屏幕。 《重返·狼群》 更是在上映前就调动了营销手段， 同名的纪

实文学作品占据图书市场营销榜前列。 片方还邀请了诸多热衷动物保护的明星为影片造势。 几部作品

都强调和充实纪录电影的市场因素， 在顺应现实潮流的趋势中逐步探索国产纪录电影的市场轨迹， 在

逐步创造票房纪录的同时也为后续的纪录电影开拓出更为广阔的市场前景。
（二） 市场原因

１ 高热度的话题

纵观近年的几部国产纪录电影， 题材呈现多样化倾向。 引发的话题也成为社会热议的焦点， 因此带

动市场走高。 《摇摇晃晃的人间》 以 “脑瘫女诗人” 余秀华作为表现对象， 她的诗作与她的故事都具有

一定的话题性。 纪录电影用更加写实的手法来关照人物命运的坎坷和创作的艰辛， 使得主人公的话题

性得到了放大。 纪录电影完成之后， 在一些具有影响力的海内外电影节亮相， 引发了更多的关注。 主

人公独特的生命意识和情感表达在相对世俗的受众评价中引起了争议， 这些话题也推动影片在市场上

的表现。 这部纪录电影虽然在院线市场中并不起眼， 但从 ２０１６ 年底到 ２０１７ 年底， 一直都有点映放映。
有相同经历的还有 《生门》， 这部反映中国人生育问题的纪录电影， 把摄影机对准了医院的产科病房，
不但展现了四个家庭诞下新生命的过程， 还揭示了四个家庭在不同生活困境中面对生死的抉择。 影片

于 ２０１６ 年底上院线， 由于题材和档期原因， 票房并不理想， 在点映市场却一直有不俗的表现， 尤其是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榆林产妇跳楼事件” 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这部 《生门》 之前所记录的类似话题引

起了更多的关注， 在点映市场上再度引发了对这部作品的追捧。 创造了国产纪录电影票房纪录的 《二

十二》， 更是在上映前后就成为了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话题， 其持续不断的热度也为票房持续走高推波

助澜。 纪实类型的作品所具有的关注当下、 抒写现实的特征， 使得纪录电影具有更高的话题关注度，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市场的表现力。

２ 口碑化的营销

在 ２０１７ 年的国产纪录电影中， 独特的题材， 扎实的创作， 热议的话题， 为这些作品提供了具良好

口碑的营销环境， 在市场营销中有更多的收获。 如纪录电影 《二十二》， 从上映前两天起， 在网络上的

热度呈爆发式增长。 据统计， 《二十二》 的大多数热度源自移动端， 从新闻媒体、 微博、 微信、 网站、
论坛等互联网平台采集的信息反馈， 微博的信息声量尤其高。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３ 日， 冯小刚发送了推荐

《二十二》 的微博， 掀起了互联网营销的热浪。 随后， 明星、 媒体、 营销号的转发助力， 引爆了舆论，
《人民日报》 “新浪电影” 等也在恰当时候发声， 在新媒体的营销平台引发了空前的热度。 纪录电影

《二十二》 关注的人群、 表现的题材、 诚挚的态度在影片上映之后， 受到了更多的口碑赞赏。 连之前火

爆异常的 《战狼 ２》 的导演吴京， 都在宣传 《战狼 ２》 的同时呼吁观众走进影院去观看 《二十二》。 中

央电视台的 《新闻直播间》 《新闻调查》 等栏目， 也对 《二十二》 给予了肯定， 代表了主流媒体对这

部作品的认同。 因此， 在多方助力下， 这部前期排片比例并不是很高的纪录电影观影通道更加顺畅，
排片比例逐渐增高， 观众的好评与热议更加推动了票房的走高， 直至创造了国产纪录电影票房破亿元

的纪录。
３ 合理的档期

２０１７ 年国产纪录电影取得的市场成绩， 离不开档期的安排。 合理的档期促使纪录电影在竞争激烈

的商业电影市场中抢占了有利地位。 《二十二》 安排在 ８ 月 １４ 日上映， ８ 月 １４ 日是 “国际慰安妇纪念

日”， ８ 月 １５ 日是 “日本二战战败日”， 选择在这个时间段上映关于日本侵华战争题材的作品， 更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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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引发大家对影片的关注。 《二十二》 的上映处于所谓的 “暑期档”， 有 ２０１７ 年创造了国产电影票房纪

录的 《战狼 ２》。 《战狼 ２》 的热映点燃了电影观众发自内心的爱国情怀与民族自豪， 《二十二》 以纪实

而平和的审美方式紧跟这样的群体意识， 并且从个人境遇和民族苦难的叙述层面， 与 《战狼 ２》 的豪迈

激荡形成了民族情感与爱国情思的互动， 再加上 《战狼 ２》 的导演吴京也在此时呼吁观众去影院支持

《二十二》， 票房大盘的带动， 使得 《二十二》 在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中旬的排片中处于有利地位。 从实际排片

来看， 《二十二》 的排片场次一路走高， 排片区域也覆盖到了三四线城市， 让具有票房潜力的 “小镇青

年” 也有了在家门口就能看这部电影的机会。 与 《二十二》 在排片档期上取得类似成功的还有 《重返

·狼群》。 这部反映自然生态、 关爱野生动物的纪录电影于暑期档早期的 ６ 月 １６ 日上映， 在 《变形金

刚 ５》 《异性： 契约》 《新木乃伊》 等好莱坞商业大片的前后夹击下， 以独特的类型、 真挚的情感和良

好的口碑， 获得了票房一路走高的成绩， 最终也取得了 ３０００ 多万的票房成绩。
（三） 创作原因

１ 真实的力量

纪录片的审美特征之一就是： 真实。 在当下商业剧情片占主导的今天， 纪录片以其独特的审美魅

力， 始终拥有着自己不可替代的价值。 尤其是大众对于商业类型片模式创作出来的产品逐步产生审美

疲劳的今天， 拥有真实力量的纪录片就显得难能可贵。 在把握 “真实” 的审美特征下进行创作的纪录

作品， 受欢迎的程度非常高。 值得一提的现象是 ２０１７ 年暑期档上映的 《冈仁波齐》。 从类型标准来看，
《冈仁波齐》 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纪录电影， 是纪实手法创作的剧情片， 然而这部作品营造的 “真实”
打动了无数观众。 影片以几个来自于芒康地区的藏民， 衷心朝拜， 一路朝圣的故事为轨迹， 把信仰的

力量、 宗教的魅力、 人格的坚守、 自然的风光等有效串联在一起。 影片采用的是冷静旁观的视角， 以

真实的方式让观众感受这部作品的内在审美力量。 这部电影在 ２０１７ 年也取得了破亿元的票房成绩。 作

为更加纯粹的纪录电影， 《二十二》 在真人、 真事、 真情层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作品为了保持其真实的

状态， 避免了很多人物纪录片创作会采用的摆拍， 尽量还原人物真实的生存环境和精神状态， 让观众

近距离感受幸存 “慰安妇” 老者的苦难和伤痛以及他们的平和与淡然。 《生门》 用写实的镜头记录真实

的场景， 让医院妇产科病房内外的生活与情感不加过多修饰地呈现在大屏幕上， 非叙事性的生活故事

最大限度还原了生活真实的面貌， 给观众带来极其强烈的震撼。 真实的力量在纪录电影中得到彰显，
又在大屏幕的呈现中得到放大。

２ 诚恳的付出

纪录片的创作需要追求真实， 也要求创作者真挚而诚恳的创作态度和辛勤付出。 《二十二》 的导演

郭柯， 从 ２０１３ 年就接触到幸存 “慰安妇” 的题材。 他以真诚的态度面对这些曾经遭受无尽苦难的群

体， 正是以郭柯为首的主创团队， 拿出有道义、 有情义更有真心的创作态度， 才能逐步开启这些老年

人不堪回首的往事记忆和伤痛揭示。 创作经历了两三年， 从最初 《三十二》 短片的拍摄， 到她们由于

种种原因离世剩下 ２２ 人， 为此定名 《二十二》 的片名， 再到上映之初仅仅还有 ８ 位老人在世。 片尾部

分， 名字的黑框， 一是在纪念和哀悼逝者， 二是表达整个主创团队在态度上的真诚和对人物的尊重。
范俭创作 《摇摇晃晃的人间》 也历时两三年。 为了更好地记录命运多舛且个性独特的余秀华， 创

作团队采用的是 “沉浸式” 的创作方式， 甚至和主人公一同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 从外在到内心逐步

走进人物深层的内在世界， 才能够把握作为诗人的余秀华所拥有的内心构筑的艺术创作世界。 余秀华

本人是被范俭的真诚态度所打动， 才能够把创作者当做知心朋友， 把自己的喜怒哀乐、 悲欢离合非常

真诚地展露在摄像机面前， 同样也展露在观众面前。 如果不是创作者真挚而诚恳的创作， 是无法到达

这样的艺术效果的。 《重返·狼群》 更是经过了 ７ 年的拍摄， 摄制团队跟随作者， 进入到实地， 大量的

跟拍和无数的等待， 才捕捉下野生动物灵动而鲜活的状态， 才记录下自然世界神奇而美丽的景观。 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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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团队所带有的对自然界的 “敬畏之心” 同样也是创作诚恳的表现。
从纪录电影的创作来看， 耗费 ２—３ 年， 甚至 ６—７ 年的时间， 不但是一个时间的长度， 是一个趋近

真实、 纪录真实的过程， 更是考验创作者耐心和态度的过程。 因此， 经过专心打磨的纪录电影往往带

有精工细作的气质， 与生产回报讲究 “短平快” 的商业剧情片相比， 有着独特的艺术品质和审美价值。
纪录电影在上院线走市场的道路上并非一帆风顺， 但是纪录作品真实的审美力量和创作者诚恳的创作

态度， 保证了作品的水平和品质， 用作品自身的价值保证了审美性和美誉度。 因此， 国产纪录电影崛

起在 ２０１７ 年， 作品自身的原因是最有说服力的。
３ 题材的创新

国产纪录电影取得成绩很大程度因于题材的新意。 《二十二》 是第一部反映幸存慰安妇的院线纪录

电影， 尽管这不是第一次用纪实的影像关注 “慰安妇” 这个群体， 但是关注幸存的 “慰安妇”， 而且是

作为一部上院线的纪录电影， 这是第一次。 “慰安妇” 作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日本军国主义造成极

大伤害的女性群体， 她们的苦难和伤痛是部分文艺作品表现的主题， 然而， 作为带有历史资料抢救性

质的 《二十二》， 把镜头对准了内地幸存的二三十位老人， 以个别老人和长期关爱她们的个体人员的口

述， 串联展示出老人们的生活现状。 这样的题材选择和切入视角是很有创新意识的。 这样的题材不仅

带有文艺创作的意义， 更加具有历史纪念的价值。 《重返·狼群》 则以画家野外收养小狼， 在狼成年之

后带着狼重返草原的故事作为纪实的题材。 尽管野生动物、 自然生态类型的题材是纪录电影的惯用题

材， 然而这部作品不只简单停留在自然生态保护的呼吁状态， 而是把人与动物彼此生活、 互为生存的

关系展示出来。 在题材的切入上也不避讳主观视角， 把主人公收养、 抚养小狼， 之后送回自然的过程

用了解说、 旁白等相对主观的表现手法， 甚至有些段落还带有主观的情绪。 这样的处理增加了作品的

代入感， 尤其是情感的代入， 让大家充分感受到作品的主旨。 《摇摇晃晃的人间》 作为典型的人物纪录

电影， 没有停留在以往人物纪录的外在表现和崇高叙事， 而是近距离甚至是细微化的来处理作为艺术

家的对象， 把 “脑瘫诗人” 余秀华的人物性格、 情感、 经历、 命运的多层面较为立体地展示出来， 尤

其是善于运用写意化的方式把诗人的诗作和她内心的景观外化出来， 使得这部作品超越了其他类似的

人物纪录电影， 达到了更深层次的审美效果。 《天梯： 蔡国强和他的艺术》， 用纪实的视角展现作为现

代艺术的创作者和艺术品。 这些纪录电影的题材， 都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不可否认的是， 题材的创新

与超前也引起了一定的争议， 如对于 《二十二》， 有人质疑这是对老人的 “二次伤害”。 《摇摇晃晃的

人间》， 过多暴露了主人公的隐私， 有人从所谓的道德立场去评价主人公的情感选择。 《重返·狼群》
也被人诟病主人公与小狼的情感过于假定等等。 从某种角度看， 题材或者题材处理存在争议， 也说明

了这些作品在题材上的创新性和超前性。
４ 影像的突破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电视进入大众视野之后， 中国观众对于 “纪录片” 的接受应该更多的来源于

“电视纪录片”。 从早年的 “大江大河” 题材的文艺专题式的纪录片， 如 《话说长江》 《话说运河》 再

到标志着中国电视纪实形态转型的 《望长城》， 再到新世纪逐渐打破了纪录与专题的创作观念局限， 把

更加丰富的手段运用于纪实创作的 《新丝绸之路》 《故宫》 《复活的军团》 等作品， 再到近几年， 带给

观众更丰富视听感知的 《舌尖上的中国》 《我在故宫修文物》 等等。 这些作品都是通过电视荧屏的传播

媒介， 把纪录片的影像传递给受众。 近几年， 纪录电影重新构建起大银幕上的纪实影像， 除了引进海

外的纪录电影给中国观众带来了全新的纪录电影的感受之外， 中国的纪录片创作者同样也在思考和探

索纪录电影的影像魅力。 如 ２０１６ 年上映的 《我在故宫修文物》 《舌尖上的新年》 等， 都是在有电视纪

录片成功的范例基础上， 进行了大银幕创作的探索。 尽管从本质上看， 影像创作的痕迹脱离不了电视

荧屏的局限， 但是也为后期的纪录电影创作提供了借鉴。 ２０１６ 年上映的 《我们诞生在中国》 以电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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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视觉形象， 构建起纪录电影的影像效果， 这部中外电影工作者合作的项目， 让纪录电影市场被真正

激活， 当年六千多万的院线票房， 也证明了其价值。 ２０１７ 年上映的作品中， 部分纪录电影的创作更多

的是从 “电影影像” 的质感出发。 《摇摇晃晃的人间》 在创作之初就有针对性的在画质上要求有大银幕

的质感。 影片拍摄了很多全景系列的画面， 特别营造出写意式的效果， 还拍摄了展现自然场景的远景

系列的画面， 用宏大背景下相对渺小的人物形象作为差异化的构图， 形成了人物与环境的对比， 也刻

画出人物独特的内心世界。 《重返·狼群》 的部分影像没有定位大银幕的高画质， 由于拍摄条件的限制

和纪实工作的需要， 有些拍摄小狼成长的画面只是一些日常性的点点滴滴， 有些镜头的画质并不是很

高， 有的甚至就是用手机、 家用摄像机拍摄的， 所以镜头质量不高， 但是作为纪录电影， 这样带有强

烈纪实性的画面所保留的纪实价值比人为设计的更有意义。 正是纪录电影在不断探索超越电视纪录片

影像层面的努力， 才使得纪录电影的影像更加符合电影银幕的审美效果。

二、 国产纪录电影崛起的思考

国产纪录电影的崛起， 并非说明国产纪录电影从此就会前途一片光明。 国产纪录电影的市场成绩

很大程度来源于 ２０１７ 年带有偶然性的外部原因。 从内在的创作原因来看， ２０１７ 年取得成功的作品大多

是前几年的创作， 并不能代表近年最流行最高超的创作技法。 国产纪录电影的发展， 还需要客观应对。
（一） 直面困难， 寻求出路

２０１７ 年国产纪录电影的票房创纪录， 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因为天时地利人和。 天时， 随着近几年中

国政治经济的崛起， 国家地位提高和大国形象树立， 国家意识和爱国情怀空前高涨， 带动了像 《二十

二》 这样的反映爱国精神和民族意识的纪录电影获得足够的关注。 地利， ２０１７ 年上映的纪录电影作品

的题材类型比较丰富， 尤其是涉及到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话题， 如 《生门》。 题材 “贴地气”， 能够引

起受众的心理共鸣。 人和， 如 《摇摇晃晃的人间》 《天梯： 蔡国强和他的艺术》， 刻画了人物深层次的

内心世界， 在关注独特个体的命运上， 能够引发观众的心理共鸣。 但是， 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一定程

度上是难以复制的。 我们需要冷静地看到， 票房的走高并非代表国产纪录电影发展的道路就是一片通

途， 国产纪录电影面临的困难依旧。 一是商业价值不高。 ２０１７ 年的中国电影年度票房成绩， 总票房取

得了 ５００ 多亿元， 然而纪录电影的票房占总票房的百分之一都不到， 比重数值偏低， 反映出纪录电影在

消费市场上的窘境。 从上映的数量上来说， 也少得可怜， 而且像 《二十二》 是完成了三四年的作品，
《摇摇晃晃的人间》 也是 ２０１５ 年就摄制完成的， 《重返·狼群》 更是历时 ７ 年摄制， 制作周期太长， 融

资上院线的门槛过高， 在 “短平快” 的投资领域不具备优势； 二是消费意识不够。 纪录电影的受众群

体一般是有着良好学习背景且有一定人文关怀的人， 这部分群体并非电影市场的主要消费群体， 走进

电影院观看电影的几率比较小； 三是传播平台的冲击。 电视媒体的发达注定了纪录作品更多的以电视

纪录片或者电视纪实栏目的形态在电视荧屏上传播。 加上近年来网络媒体的兴起， 尤其是视频网站的

扩张， 纪录电影作品也逐步在网络平台开辟传播渠道， 这些都挤压了纪录电影的传播空间； 四是海外

纪录电影的冲击。 从 《地球： 神奇的一天》 获得 ４０００ 多万的票房成绩来看， 相对产业化的海外纪录电

影制作， 对还停留在个体创作阶段的国产纪录电影有很大的冲击。
市场上的困难促使国产纪录电影在艺术肯定的领域寻求出路。 从各个国家的发展情况来看， 纪录

电影本身就不是商业电影占主导的电影市场的主流。 纪录电影更多的是以艺术电影的形态， 代表了创

作者的个人意识和艺术追求， 仅仅从票房指标来衡量纪录电影是不公平的。 从艺术标准来看， ２０１７ 年

的几部纪录电影在艺术电影的评奖领域褒奖多多， 如 《二十二》 获得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主竞赛纪录单

元评委会特别推荐， 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提名奖， 釜山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提名奖等。 《摇
摇晃晃的人间》 获得阿姆斯特丹纪录片节最佳评委会大奖、 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等。 《重返·

５２１



浙 江 传 媒 学 院 学 报 第 ２５ 卷

狼群》 获得广州国际纪录片节最佳新人纪录片奖等。 这些奖项的获取说明纪录电影的创作水准是有保

证的。 这些纪录电影在一系列国内外艺术电影的电影节、 影展上参赛， 获得一定口碑之后， 才谋求在

商业院线的发行， 这也是纪录电影在竞争激烈的电影市场谋生存发展的出路。
（二） 勇于创新， 前景光明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在文化生活领域， 矛盾问题显得更加突出：
随着人民群众生活的多元化， 对影视艺术的欣赏和消费也产生了相应多元化的需求。 纪录片、 纪录电

影因其特殊的审美需求， 能够满足特定人群的观影需要， 从长远来看， 应该具有良好发展。 从 ２０１７ 年

国产纪录电影崛起的成因分析， 可以给纪录片创作者提供借鉴的创新点是： 其一， 学会讲好中国故事。
根植于纪实主义原则的纪录片在反映现实题材的艺术形式上有着不可替代的类型优势， 纪录电影创作

者应该着眼于新时代的新故事， 把真正能够反映当下的中国故事体现在纪实作品的创作中； 其二， 善

于把握大众审美需求。 ２０１６ 年的纪录电影 《我们诞生在中国》 取得了 ６６００ 万元的票房成绩， 这样以自

然生态为题材、 以野生动物为主要表现对象、 以动情叙事为架构的纪录电影， 成为老少咸宜的作品。
受众面更广、 更能满足大众审美情趣的作品， 在市场上才会有更好的表现力； 其三， 注重对外传播的

能力。 随着国家对国际传播整体设计和规划能力的增强， 国产纪录电影在国际传播方面日益体现自身

的价值和势能。 在 “一带一路” 等国家战略的引导下， 纪录电影将在国际传播、 跨文化传播中扮演更

加重要和独特的角色。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 正式施行， 在促进电影产业健康繁荣发展、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规范电影市场秩序、 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 有了政策指导。
纪录电影也将在国家大力促进电影产业发展的整体局面下， 获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相信在不久的

将来， 以根植中国传统文化、 对外合作交流等题材的纪录电影将迎来更好的发展机遇。

参考文献：
［１］ 张同道． ２０１５ 年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 ［ Ｊ］  现代传播， ２０１６ （５） 

［２］ 何苏六， 韩飞  ２０１６ 年中国纪录片产业发展透视 ［ Ｊ］  电视研究， ２０１７ （３） 

［责任编辑： 华晓红］

６２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