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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纪录片导演高松了解到这样一
个故事，在加拿大多伦多，每年都有一个特别
的聚会：一到10月的第二个周六，一群加拿
大人会相约到当地的一家中餐馆，一起吃中
国菜，唱中国童谣，分享他们的中国故事。令
人惊讶的是，聚会延续了近80年从未中断，
如今与会者最大年纪超过90岁。究竟是什
么样的原因，让这些耄耋老人将这聚会当成
一项隆重的仪式，跨越历史的长河坚守至
今？为什么大洋彼岸遥远的中国，成为他们
终生割舍不去的乡愁？这些疑问成为高松创
作纪录片《故乡几万里》的动机。

历时10年，四集历史人文纪录片《故乡
几万里》在CCTV-9和四川卫视同步播出。
该片从1892年西医入川开始，以一群外国
友人先后在四川成都工作与生活、中外民间
友好交往的岁月故事缓缓展开——在中国
持续从事医学和教育工作长达60多年的启
尔德家族，“中国牙科医学之父”的林则，设
计建造华西协合大学的“苏木匠”苏继贤，

“成都加拿大学校”黄思礼校长，参与中国革
命活动的文幼章、云从龙⋯⋯有的在中国走
过了百年人生，有的将生命永远留在了这
里。在这场东西方文明双向奔赴过程中，他
们带来了西方医学和现代教育，同时也被这
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深深吸引，产生了真挚
的感情。

高松说，多年的创作经历，他自己得出
了这样的认知和理解：一是纪录片需要有文
献价值，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一部能被时
间留下来的纪录片很难再被重拍复制；二是
纪录片不仅仅要有人物和事件的记录，也需
要有能被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普遍理解并
感动的故事。10年来，高松团队多次往返
大洋两岸，查阅了数百万字的文字史料，在
美国、加拿大收集了大量有关影像，不少之
前从未公映的精彩画面纷纷入镜。

《故乡几万里》的图片中保留着温情的
历史余温，照片中是天真憨直的三峡船夫、善
良慈爱的关大娘、勤奋刻苦的黄天启、华西协
合大学中国学生足以穿越时间屏障的目光和
神情，这是用友善的目光敏锐捕捉住当时中
国社会的“现代表情”，图像不仅将我们带入
历史的时空，从图像的内容、拍摄者的视角也
可以真切感知外国人看待同时代中国的眼
光，体悟文明交往背后的情感态度。

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主任张同道
认为，文化品质和精神深度决定了历史人文
纪录片的艺术高度。《故乡几万里》中，宏大
的时代背景下讲述的是命运起伏的人生故
事，守望的是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每年多
伦多的老友聚会上，四川儿歌是他们珍藏的
童年记忆和中国情怀的快乐表达。中国诗
词、绘画、大熊猫、川菜，甚至是一捧中国泥
土，都是他们心中的乡愁——中国已经成为
他们心里的故乡，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
的生动体现。

纪录片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
为不同文明交流对话搭建桥梁。北京师范
大学纪录片中心主任、纪录片导演张同道
观察认为，近年来，中国纪录片在创作观念
上不断更新，题材类型日趋丰富，美学风格
多种多样，中外合作模式也日益多元，取得
了多方面成果。

第一，提升叙事能力，展示大美中国。
张同道说，从国际传播效果来讲，自然纪录
片更易跨越语言与文化的藩篱，传播范围
更广。比如以《蓝色星球》《冰冻星球》等为
代表的英国自然纪录片和以《迁徙的鸟》

《帝企鹅日记》等为代表的法国纪录电影曾
创造多项收视纪录。“中国纪录片人不懈努
力、精耕细作，也创作出一系列令国际同行
瞩目的自然主题纪录片佳作，向世界讲述
了大熊猫、金丝猴、东北虎、雪豹、藏羚羊等
珍稀动物的故事，更体现构建人与自然生
命共同体的价值理念。”

张同道以《国家公园：野生动物王国》
举例，这部纪录片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
区播出，在叙事方式、美学呈现与技术品质
上达到了国际优秀水准，堪称当代中国自
然纪录片代表性杰作之一。美国影评人约
翰·爱德华·贝当古在观看后感慨道：“中国
为提高环境质量、保护生物多样性付出了
巨大努力。”张同道表示，这正是自然纪录
片的价值所在——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环
境，人类应携手应对挑战，积极分享经验，
让环保深入人心。

中国悠久的历史与深厚的文化传统为
文明对话提供了核心资源，因此人文纪录
片在中国纪录片中具有传统优势，中外联
合拍摄制作等模式则为影片注入多维视
角，提升了作品的国际影响力。“比如中英
合拍的《伟大诗人杜甫》以国际视野解读杜

甫，并在当代中国寻找杜甫的精神遗迹；中
英合拍的《中国的宝藏》在博物馆中寻找中
国文化基因，通过 20 多件稀世珍宝呈现中
国文物的传奇故事；百集微纪录片《从长安
到罗马》采用双城记手法，邀请中意两国知
名专家，聚焦两座古城的历史文化与现代
生活，展现丝绸之路的过去与今天。”张同
道说，这些作品生动阐释中华文明符号的
深刻内涵，在国际文化坐标系中推动文明
交流与互鉴。

第二，深入挖掘故事，呈现当代风貌。
一批纪录片作品，生动记录贴合我国实情
的时代影像，积极探索国际传播创新路径，
在海外观众中引发广泛反响。比如中国和
新加坡合拍的《火车上的中国》，展现高铁
给神州大地带来的变化及其对世界的贡
献；中法合拍的《月背之上：太空变革的黎
明》，向国际社会呈现中国探月工程的故
事，讲述中国式现代化成就，展现奋进崛起
的大国形象。

一些纪录片聚焦当代中国人的饮食起
居与喜怒哀乐，普通人追梦圆梦、创造幸福
生活的故事也打动着异国他乡的观众。张
同道特别提到了《舌尖上的中国》爆红之
后，美食纪录片蔚然成风，姿态万千。“纪录
片《风味原产地》系列走进全球 190 多个国
家和地区；《丝路美食之探寻米踪》沿着大
米的踪迹寻访东南亚和中东；《水果传》远
赴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文莱等地；《奥利弗
游中国》借助瑞士主持人奥利弗的旅行足
迹，讲述中国发展的新鲜故事⋯⋯在当代
中国的土地上，有太多精彩的故事等待人
们去发掘、去捕捉、去讲述。”

第三，搭建友好桥梁，深化国际交流。
“近年来，中国纪录片国际传播的道路日
益宽阔，形成多层次、多角度、立体化的传

播态势。”张同道认为，一方面，中国纪录
片频频亮相国际舞台，积极参与文化交流
活动。比如 9 月初，2024 年中非合作论坛
峰会在北京举行之际，纪录片《万里为邻》
在 CCTV-4 播出，全景式呈现中非在科
技、经济及人文交流方面的合作成果，生
动记录中非互利共赢、民心相通、文明互
鉴 的 故 事 ，节 目 还 将 在 非 洲 多 国 播 出 。
2022 年北京冬奥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与荷兰洞察电视公司联合摄制了《飞越
冰雪线》，讲述中国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谷
爱凌、墨西哥花样滑冰运动员多诺万·卡
里略等 7 位运动员的故事，诠释凝聚四海
宾朋的奥运精神。还有见证一条铁路连接
起中国和老挝的《友谊之路》、见证中国北
部湾与柬埔寨、泰国和越南交流合作的

《一湾一世界》、见证中国和缅甸山水相
连、胞波情深的《新南方丝绸之路（中缅
篇）》等，共建“一带一路”征程上一个个动
人的故事娓娓道来，成为推动和平发展的

“影像大使”。
另一方面，中国纪录片孵化了具有中

国特色的国际品牌，《神奇的中国》《华彩中
国》《丝路时间》等通过固定栏目定期向海
外观众介绍中国的最新发展，内容涉及历
史文化、社会现实、自然地理、科学教育等
多个领域，传播平台覆盖电影、电视、短视
频等，建构立体多元的全媒体传播体系。

张同道相信，只要中国纪录片人脚踩
坚实的土地，真诚对话，匠心制作，用心用
情用力记录那些震撼我们、感动我们的故
事，必将呈现出更加真实、立体、全面的中
国形象。“那些浸润于中国故事里的情感与
思考，凝聚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
折射着共通的人性，也必将滋养更多不同
文化、不同地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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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乡愁在四川

今年5月，辽宁大连，美国
人类学家、文化学者、两次普利
策新闻奖获得者保罗·萨洛佩
科在中国长达两年多的徒步行
走迎来最后一程。自2021年9
月起，他与伙伴从西南到东北
徒步穿越中国，行程近6700公
里。他为什么要徒步中国？他
走进了中国哪些地方？在路
上，他收获几何？

保罗的这段独特经历，以
系列纪录片的形式得到了记录
和传播。9月24日晚，由上海广
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与国家地
理共同打造的《永远的行走：与
中国相遇》第三季收官。在全
球数亿观众的目送中，保罗继
续走向他的下一个里程，中国
故事历历涌上心头。

总制片人朱晓茜分享制作
初衷：“一方面是人物的稀缺
性。保罗是一位具有全球声誉
的旅行作家、文化使者，此前已
在全球徒步8年，他来到中国
后，用脚步丈量中国，并一路与
中国百姓接触交流，通过历史、
文化、民俗、生态等‘发现中
国’，是非常好的国际传播载
体。另一方面，保罗的视角更
具客观性，通过他的徒步行走
和独特观察，可以向世界展现
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通过真实的故事和真挚的
情感，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
中国形象，也是中国外文局解
读中国工作室努力的方向。近
年来，工作室策划推出了一批
中外合拍纪录片作品，在海外
观众中引发广泛反响。今年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工作室负责人陈方表示，挖掘
能够代表中国变革和中国精神
的题材，拓展中国故事的全球
化表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
中国声音，是一项任重道远的
使命。

国庆期间，第二届“新时代·新影像”中
外联合创作计划（以下简称“创作计划”）陆
续推出首批优秀成果作品。该计划由中国
外文局、CCTV-9、Discovery 探索 频道等
主办，旨在聚合各方力量，共同讲好中国
故事。

中国外文局解读中国工作室负责人陈
方表示，多年从事国际传播实践，他发现，
越来越多外国朋友看到中国的巨大发展成
就，既感兴趣，又有些疑惑：“中国是如何在

‘一夜之间’变得繁荣强大的？”“理解了海
外观众的普遍心态，如何对外讲好中国故
事的答案也清楚了：既要把中国式现代化
的历史性成就讲清楚，也要把推动中国式
现代化取得成功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
因素讲明白，进而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启示
意义和可资借鉴之处分享给海外观众。
这，就是最好的中国故事，也是国际受众最
想了解的中国故事。”

去年底，首届创作计划的 5 部中外合
拍纪录片在 Discovery 探索频道播出，一个
个可感可知的个体故事，传递出饱含社会
关切和人文关怀的新时代中国形象。比
如纪录片《柴米油盐之上》，是工作室和两
届奥斯卡奖获得者、英国导演柯文思合作
拍摄，讲述了村支书、女卡车司机、杂技演
员等一个个普通中国人逐梦小康的故事。

“柯文思曾告诉我，西方民众更愿意感受和
自己一样的普通人的梦想和奋斗——这样
的‘小故事’拥有广泛的传播力：14 亿中国
人民有 14 亿个值得让世界听见、看见的精
彩故事。”

“敢用‘小切口’，是一种自信，善用‘小
切口’，是一种能力。”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
学院教授王晓晖表示，“把故事写小，并不
容易。大视野、大事业中有意义的‘小’，小
而深，小而实，才可以成为讲述中国国家故
事的入口。”王晓晖认为，这需要创作者不
断从高站位、长纵深去审视和观照，去发现
并锁定那个有意义的“小”；需要创作者不
断回到初心，找到那个闪着光的时代之刃，
穿越传播的隔阂。他用首届创作计划推出
的短视频《洋女婿阿布“吆不到台”》举例，
故事中的主人公、土耳其人布拉克，既是纪
实节目导演，也是土耳其“超级网红”，国内

外社交媒体粉丝超过 500 万。当他为了爱
情来到四川泸州乡村，感受到中国农民的
幸福生活后，深深爱上了这里。解读中国
工作室和布拉克合作拍摄的这个短视频
中，阿布身着泸州当地的花棉袄，赶大集、
干农活、迎收获，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
山”的诗意阐释一位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乡
村振兴，入脑入耳入心。

陈方还强调，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故事
的国际传播，作品中的“外方视角”不可或
缺。中外合拍在创作中取长补短、寻求共
识。比如纪录片《回到土地》讲述了广东
肇庆农民陈朴一家为解决过度使用化肥
问题进行的土地保护和变革之旅，让世界
看到中国人为之奋斗的生态农业实践。纪
录片中，中方导演喻峰希望讲述肇庆解决
当地土壤被农药污染的故事，外方导演、华
纳兄弟探索集团副总裁魏克然·钱纳建议
加入多国土壤污染现状，使节目内容与海
外受众产生紧密关联，向世界提供土壤污
染治理的中国方案。纪录片在 Discovery
播出后得到各国网友普遍点赞，成为“用
世界语态讲好中国故事”的成功实践。“中
外主创在平等、尊重与包容的心态下互
鉴、互动、互补，共同探索出以国际化表达
记录中国人、讲述中国事的好方法、新途
径。”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王晓
晖深有共鸣。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仍然是世界上建
立理解和信任最有效的工具，纪录片创作
者有责任巧妙地构建和展示这种交流。”正
如魏克然·钱纳所言，解读中国工作室国际
部制片人何茂鑫经常与来自不同国家、不
同文化背景的创作者互动，通过一个个项
目的磨砺，一次次与国内外同行的交流，他
深有感触地说，中国的故事蕴藏着深厚的
文化积淀，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沉淀其中，等
待着我们去发掘、去诠释。同时，中国的故
事又贴近百姓生活，就在普通老百姓的日
常点滴中，折射出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
展。“如何将这些深奥而又接地气的故事，
以纪录片的形式呈现给世界，让不同文化
背景的人们都能听到、听懂，是我一直在学
习和思考的问题，也更加坚定了我用纪录
片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信念。”

与中国“相遇”时，保罗已徒步
行走了 8 年。2013 年，他从非洲埃
塞俄比亚启程，计划用 10 余年时间
沿着人类祖先的迁徙路线穿越四大
洲，直至南美洲的火地岛。

2021 年 9 月，崇拜徐霞客的保
罗从云南腾冲起步，开始了穿越中
国之旅，《永远的行走：与中国相遇》
项目也随之启动。创作团队历时近
3年，共制作三季8集纪录片。

节目镜头中，保罗不仅深入了
解中国的风土人情和自然风貌，还
深入各地百姓生活，如高黎贡山生
物多样性、大理洱海环境保护、三星
堆传统文化、陕西剪纸民间艺术
⋯⋯9 月 10 日第三季首播，延续“准
确、真诚、平和”的语态，分为《四海
为家》《林海寻踪》《后会有期》三集
讲述。首集中，保罗迈入山西境内，
在山西大学考古学者王炜的带领
下，领略了中国古代建筑“第一瑰
宝”佛光寺；在第二集中，保罗徒步
到东北，跟随护林员进入东北虎豹
国家公园，在林海雪原之中寻找东
北虎的足迹；最后一集里，曾与他同
行的中国徒步伙伴从四面八方赶
来，为他在中国徒步的最后一程画
上圆满句点。

保罗珍视的这些兄弟姐妹中，
有来自四川雅安、年逾古稀的余成
章。2022 年，沿着茶马古道走来的
保罗，走进雅安的茶山，想了解茶农
的生活，两人意外相遇。余老伯每
日在山顶作诗、习武，过着闲云野鹤
般的生活。余成章郑重地搬出一摞
摞诗集，向保罗展示，挑出得意的一
本，在扉页上写下“赠保罗”。他还
换上练功服，向保罗施展拳法和剑
术。保罗饶有兴致地用手机拍下了
余老伯的武术展示，把他写进了自
己的散文。“他有自己的使命、愿景
和人生哲学。”两年多后回忆起这个
偶遇，保罗依然认为这是他最想分
享给全球读者的中国故事之一。第
三季结束时，保罗总结道：“中国是
21 世纪如此重要的一个国家，任何
有关当今世界生活的全球项目都不
能少了中国。我为走过中国深感荣
幸。”

保罗的徒步之旅打动了全球观
众。节目第一季、第二季已分别于
2022 年、2023 年在东方卫视和国家
地理频道播出，第三季也将通过国
家地理频道向全球 170 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数亿观众播出。保罗的 14
个海外社交媒体账号同步发布徒
步中国见闻，超 4000 条推文收获超
680 万互动和浏览量。观众跟随保
罗的视角，去体验中国的自然之
美、文化之深、人情之暖。有海外
用户留言称，“对于我们这些只看
到图片上那些中国大城市的人来
说，这样的中国太有趣了。”“这跟我
每天在新闻上看到的中国大不一
样，看到了一个令人惊叹的、不为人
知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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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在山西五台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