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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问题自古以来困扰着人类发

展，摆脱贫困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问

题。改革开放40年来，人类减贫这项刻

不容缓的全球计划在中国取得了斐然成

就。7亿人脱离绝对贫困的状态，占全

球减贫人口 70%以上，被称为“中国奇

迹”。在这项举世瞩目的成绩背后，是全

国各地凝心聚力，深入推进扶贫开发工

作所终结出的、多种多样的、值得全世界

广泛学习的扶贫模式与扶贫经验。近年

来，许多优秀纪录片作品将导演讲述于

纪实阐述相结合，从不同领域的实际经

验出发，全面记录和多维度推广了中国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脱贫致富方

面取得的巨大成就。

一、导演讲述：

宽广文化视野下的文明复兴

优秀的纪录片导演可以引导社会

关注贫困地区和扶贫工作，在全面完成

脱贫攻坚、宣传党的理论基本路线和方

针政策，积极构建社会主义伦理价值观

等方面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在资

本运作模式与市场化进程让诸多电影

趋于以商品化时，纪录片导演必须坚持

初心、坚持正确认识导向，从切身感受

出发引领观众进入、深入脱贫故事，通

过细致入微的笔触与包含深情的描写

对生活在祖国大地上的各种人物进行

多维度的书写，以聚焦社会现实、蕴含

社会文化的内容团结人民、鼓舞人民以

充分的热情投入到脱贫攻坚工程中。

《山里山外》、《落地生根》、《我的扶贫

年》等脱贫纪录片，不仅在影片层面上

以精良的制作与生动的叙事方式展现

真实扶贫案例；在导演的层面上，也以

宽广的文化视野、充满情感的讲述与充

分的正面导向映射出当下中国普通群

众脱贫致富的心路历程和吃苦耐劳的

精神品质，在观照中国的自然和人文时

体现出更深层次的文化视角。

例如，《山里山外》以贵州省黔东南

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镇镇民陈玉付与韦

大姐的脱贫经历为描写对象，讲述了两

人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脱贫致富的经

历。丹寨县是国家级贫困县，这里风景

优美，保留着很多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

存，但连绵不绝的大山阻隔了它与世界

的联系。在扶贫政策下，政府号召山民

搬出大山，去城镇就业。导演以朴实的

百姓视角来看待这一时代变迁，其讲述

以宽广的文化视野与深厚的情感见证了

当地人留守农民和外出务工者之间复杂

的精神遭遇：贫苦老人陈玉付走出大山

住进新住宅，蜡染传承人韦大姐到旅游

文化小镇上实现就业脱贫，非物质文化

遗产造纸工艺的传承人潘玉华在旅游小

镇上开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店。导

演将叙事视点集中在这三人身上，影片

的讲述从贵州小城丹镇开始，最终却能

让观众见证一场宏大的民族文明复兴。

二、纪实阐述：

深入基层现场中的在场经验

“在场”即显现的存在或存在意义

的显现，“在场性”经常意味着和形而上

学有关的、面向事物本身对本质主义的

追求。纪录片的根本生命力在于真实

的在场，摄影机镜头只有“到大街上

去”，深入基层群众与现场，才能获取扶

贫脱贫工作的一手素材，深刻展现贫困

地区深厚的现实积淀，反映贫困地区的

风土人情，以及实际经济状况在扶贫前

后的变化。纪录片创作的在场经验有

两种含义：编导作为扶贫工作现时现场

的一部分参与到扶贫记录片的创作中，

或作为扶贫工作的外来者将脱贫攻坚

作为主要表现对象，支撑起纪录电影的

社会叙述空间。《落地生根》、《山里山

外》、《中国扶贫在路上》等作品，都在创

作历程中不畏艰难、迈开双腿，亲临基

层现场，把社会实践当作最好的片场，

深入挖掘一手素材还 珍贵经验，以纪

录电影的角度来回溯其中国经济发展

中的乡村呈现，以直接、无遮蔽和敞开

的态度面向乡村生活本身进行写实记

录的影片既要着力摒弃固有成见，破除

固有印象的遮蔽，把贫困地区的基层干

部和群众作为最好的老师，对农村社会

现实进行了客观完整的叙述。

在触及到脱贫扶贫等与新时代紧密

相关的时代命题时，中国纪录片创作者

自觉深入基层现场，克服重重困难，在贫

困地区坚持长期拍摄取材，与当地人同

吃同住，了解实际进展与真实情况，去伪

存真、还原事实，既接地气、又聚人气，交

出了一份份令人满意的答卷：《落地生根》

中沙瓦村党总支书记杨丽华积极发动村

民通过种植多种作物脱贫，给他们做思

想工作，镜头拍下了她工作中认真执着

的表情；《山里山外》中的王干部主动帮助

苗寨的手艺人进行店面设计的沟通，并

坚持教排斥电子产品的手艺人使用电子

支付；《中国扶贫在路上》中哈萨克自治县

草原风光与勤劳勇敢的牧民组成一副和

谐的画卷……这些场景不仅真实客观地

呈现了广大贫困地区面临的实际情况，

还展现出人民群众在脱贫奋斗中的经验

和情感，既有深度，又有温度。

三、“导演讲述+纪实阐述”：

新型表达方式中的传播新样态

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拦路

虎”，贫困问题一直是中国记录媒体与

纪录片创作者们始终关注的问题之

一。纪录片作为一门传播效益良好、在

中国城乡广泛受到观众喜爱的综合性

艺术，在展现中国脱贫攻坚实效，传播

和总结脱贫实际经验等方面具有独特

优势。在政策扶持协力与技术赋能下，

中国纪录片呈现和传播脱贫攻坚的方

式越来越丰富。在内容呈现的方面，

《山里山外》、《落地生根》、《中国扶贫在

路上》等纪录片对贫困农村的独特景观

与人文风情进行了忠于物质本质的纪

实性再现，同时结合了创作者深厚的扶

贫情感和团结意识。

在媒介与传播方面，纪录片是对宣

传中国取得的瞩目减贫事迹、全世界分

享减贫经验、提升文化软实力与对外文

化形象的重要途径。在由央视及新闻

出版总署筹备拍摄的电视纪录片外，由

新媒体平台自制或参与合制的《初心》、

《出山记》、《窥山》等新媒体纪录片作品

也在持续发展中，它们正以日趋完善的

运作模式、品牌建设方式与 IP 运营策

略，参与到新的历史要求中。这些影片

借助流媒体短视频、网络直播、VR 新

闻等新媒体多种平台传播，对国民的思

想生活、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

式、心理状态、道德观念、审美趣味等各

个方面均有着相当大的价值影响。用

正确的价值观展现思想力量，用科学的

历史观反映社会本质、奏响时代主旋律

的新时代下，记录扶贫工作与社会文化

的纪录片还需切实保障乡村呈现与表

达的客观性与纪实性，突出扶贫工作的

讲述路径，在满足国家宣传需要、市场

经济繁荣及人民生活需求方面发挥巨

大作用与价值，以达到讲述中国故事及

传播中国经验的双重旨归。

（作者系平顶山职业技术学院正高

级讲师）

由美国著名导演罗伯·马歇尔于

2002年执导的《芝加哥》，是一部基于同

名音乐剧改编而成的电影。该片自上映

以来便获奖众多并赢得了观众的一致好

评。作为一部优秀的音乐剧电影，它不

仅延续保留了原版音乐剧精致的结构、

引人入胜的情节、深刻的寓意和幽默诙

谐的对白，还在原有歌舞片段的基础上

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编，力求对其艺术

表现力进行最大程度的挖掘和提升。由

于分别担任《芝加哥》音乐剧和电影创作

的两位导演——鲍勃·福斯和罗伯·马歇

尔都是极其优秀的舞蹈编导，所以片中

所呈现出的舞蹈片段令人印象深刻。电

影《芝加哥》的舞蹈审美特征主要可体现

为时空的多元化、象征手法的运用以及

丰富的舞蹈语汇等。

一、时空的多元化

本片中舞蹈呈现的时空可以分为

两类：一类是在实际舞台上进行的以表

演和娱乐为目的的现实舞蹈时空；另一

类是呈现在想象表演空间的以刻画人

物性格、描写人物关系、推进故事情节

和揭示心理状态为目的的虚拟舞蹈时

空。现实时空舞蹈片段包括了影片的

开场舞 All That Jazz（译为《美妙爵士》）

和大结局舞段，这两段都属于展示性的

娱乐舞蹈。《美妙爵士》的舞蹈表演场地

设定为一家夜总会的舞台上，薇尔玛在

杀死了自己的妹妹和丈夫后镇定自若

地登台，为台下观众带来了一段爵士歌

舞。舞蹈主要体现了歌词中奔放不羁、

狂热魅惑的情绪和人生态度。结局舞

段则发生在薇尔玛和洛克茜通过律师

比利巧舌如簧的辩护重获自由后，携手

站在芝加哥剧场的舞台上进行歌舞表

演并充分利用自己杀人入狱的经历和

名气在舞台聚光灯下继续博取观众的

关注与追捧的时刻。这段舞蹈的音乐

源自洛克茜之前的独唱歌曲 Nowadays

（译为《现如今》）与开场舞歌曲《美妙爵

士》，与开场舞相比，这段舞蹈更加欢快

激烈并带有一种肆无忌惮的感觉。

与在现实表演时空舞段不同的是，

在另一些舞段中表演的场景是虚拟的

或者只是存在于人物的想象里。如在

Cell Block Tango（译为《监狱探戈》）中，

洛克茜第一晚入狱躺在狭小的床上，面

前仿佛出现了一出由六位被指控犯有

杀人罪行的女囚带来的舞蹈表演。在

这想象的虚拟舞台上树有几扇象征牢

狱的铁门，女囚们依次走出牢房，通过

独白和歌曲并配合单、双、三及群舞的

舞蹈动作来展现自己的遭遇和杀人动

机，体现了自己被亲密之人伤害与背叛

后的愤怒与不甘。

二、象征手法的运用

在电影蒙太奇技术的支持下，《芝加

哥》的编导得以在同名音乐剧舞蹈的基

础上对其中的不少段落做了具有象征含

义的改编。如在《监狱探戈》一幕中，编

导就运用了红白两色的丝织品来暗喻人

物的清白与否。当表演者手中出现的是

红色丝巾就意味着其杀人罪行确凿，反

之亦然。同时这些丝织品也在舞蹈动作

的设计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舞者用它们

来套住受害者的脖子或者使其绊倒在

地，以此来比喻杀人罪行的产生。而在

We Both Reached For The Gun(译为《我

们是同时去夺枪的》)一段表演中，扮演

记者的演员们双手都系着红线。他们的

肢体动作和表情如同提线木偶一般顺从

且机械化，一举一动都受制于由律师比

利。同时坐在比利大腿上的洛克茜背后

也有一根木偶操作杆，她的动作不仅完

全由比利控制，甚至连说话的唇形都和

他一模一样。这段舞蹈通过这些道具和

动作的精心设计象征了在整个新闻发

布的过程中，律师是唯一的主导者与操

纵者，其他人都是他手中的傀儡。此外

为了体现比利如何通过自己的表演和

诡辩技巧将法庭上的庭审人员玩弄于

股掌之中的情形，编导不仅在《迷魂记》

一段中运用了一个类似杂耍表演的场

景来进行象征，还专门安排了一段比利

个人的踢踏舞段来隐喻他如何在唇枪

舌战中掌控局势并最终战胜对手的。

而在 All I Care About(译为《我所在乎

的》)的歌舞场景中，女囚们身着艳丽的

演出服用高低错落的舞姿组成了一辆

车，而律师比利就在车上不断用歌声表

白自己在乎的不是金钱而是爱，这也揭

示了他道貌岸然的外表与利欲熏心的

本性。诸如此类的象征手法在整部电

影的舞蹈创编中比比皆是，这不仅更加

符合电影的审美特点，也极大地提高了

舞蹈的观赏性与表意功能。

三、丰富的舞蹈语汇

纵观整个《芝加哥》电影的歌舞片

段，我们可以发现其舞蹈的创编语汇十

分多元化，从爵士舞到踢踏舞，从现代

舞到芭蕾舞，甚至是杂技的悬吊和柔术

动作都被编导不拘一格地运用在艺术

创作中。这种舞蹈语汇的多元化在影

片中体现为两种情形。首先，编导可以

为不同的歌舞片段选择适合的动作语

汇。比如当比利面对持有对洛克茜不

利证据的薇尔玛出庭作证时，他在虚拟

的舞台上独自表演了一段出色的踢踏

舞。当现实法庭中双方的唇枪舌战越

来越激烈时，踢踏舞的节奏也越来越密

集紧张，最终当比利通过各种似是而非

的推理暗示和道德绑架等手段引导人

们将怀疑的目光移向控方律师时，踢踏

舞截然而止。此刻舞台上的比利完全

是一副完成精彩表演后的胜利姿态。

毫无疑问，踢踏舞对于节奏的独特运用

恰好能够烘托庭审的紧张氛围以及比利

辩护时浮夸、狡诈且咄咄逼人的态势。

其次，编导也很擅长将不同的舞蹈

语汇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而创编出个

性十足、别具一格的舞蹈。比如在《监狱

探戈》这段歌舞中，观众既能发现独属于

探戈的腿部画圈以及双人步伐与托举动

作，又能在感受到对现代舞双人技法的

运用；既可以看见充满爵士风格的膝盖

内拐和绕肩动作又可以欣赏到对开绷直

立要求极高的芭蕾控腿姿态。但值得注

意的是，编导在对不同风格的舞蹈语言

进行拣择组合时，并不是将它们像一个

个商品堆积起来进行打包，相反这些语

汇在其的创编下如乳融于水一样不分彼

此，只求最大程度地展现人物情感、关系

与心理状态，其艺术风格显得自然而独

特。由此可见，丰富的舞蹈语汇是影片

中舞蹈审美特征不可忽视的要素之一。

当然除了时空的多元化，象征手法

的运用以及不同舞种的融合外，《芝加

哥》中的舞蹈审美特点还有很多值得反

复研究、琢磨和学习的地方，比如颇具匠

心的服饰与灯光设计以及细节和整体的

交替审美视角等。这些特点如同闪闪发

光的宝石，将片中的舞段装饰得光彩照

人，也为本片的大获成功作出了不可磨

灭的贡献。

（作者系四川大学艺术学院讲师）

《鲁邦三世》是有日本动漫界“不

死鸟”之称的动漫作品，由漫画家加藤

一彦创作，1967 年开始连载，1971 年

TV 动画登陆荧屏，至今超过 40 年仍

在放送中。鲁邦三世的“侠盗”形象已

经深入人心，历年来，该经典IP（知识

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已经陆续被

改编成电视动画、网络电影剧、剧场

版 、OVA（原 创 光 盘 动 画 ，Original

Video Animation）、游戏等。《鲁邦三

世 The First》是首次以3D的形式制作

的电影版作品，由山崎贵导演，栗田贯

一、小林清志、广濑铃等配音。这一版

本的《鲁邦三世》，运用动漫人物的IP

化创新，表情更加细腻，动作也更为流

畅，带给了观众新时代、新技术下的

“新鲁邦”，与更加优化的视听体验。

一、人物形象的IP化改编与优化

鲁邦三世是一个冒险型的动漫

人物，他性格洒脱、自由，一身猴子拳

本领出色，他与次元大介、石川五右

卫门、峰不二子等一行人周游世界各

地，不时重操盗窃的老本行，但鲁邦

是一名盗亦有道的“侠盗”。所谓

“侠”，今学者解释为“是一种讲究意

气交合而扬威天下江湖，逞强一方乡

里的社会行为以及实施这些行为的

人”，而所谓“盗”，大体是指对于执法

机构权力的挑战者，和破坏一方治安

的团体与势力，而后者中不乏有忠义

之举，逐渐获得了正义之士的认可，从

而形成了“侠盗”这一形象。中国古代

有“一枝梅”，古欧洲有罗宾汉，这些侠

盗形象大多是劫富济贫的，并不为了

自己的金钱权力，做的是为平民百姓

谋求公平与利益的事。鲁邦便是这

样的侠盗形象。他是一个射击、变

装、飞刀的高手，智商超高，能够在任

何危险的境地中逃出。他总是能够

完美策划每一次的盗窃行动，拿到他

想要的宝物。但在传统的动漫作品

中，鲁邦有一个致命的死穴——喜欢

美色，火辣女郎不二子可以说是鲁邦

唯一的致命死穴。在这一版《鲁邦三

世 The First》对鲁邦和不二子的形象

与关系进行了适当的改编，弱化了二

人的感情线索，还新加入了蕾蒂西亚

这一女性角色。

影片的剧情围绕鲁邦一世唯一一

件失手的宝物《布列森日记》展开，传

说其中有掌控拥有巨大能量的新科技

“日蚀”的线索。影片的背景设定在第

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之时，纳粹残

党也在追查《布列森日记》，希望能够

通过拥有“日蚀”的力量复兴“第三帝

国”。整个叙事的架构是非常传统的：

企图通过获得强力武器统治世界的反

派，身世不明的“邦女郎”、身手非凡的

“偷心大盗”鲁邦、关键时刻及时救场

的次元大介和石川五右卫门、总是追

在鲁邦身后的钱形幸一……影片拥有

了一切经典模式中的传统元素，对一

直以来追随鲁邦的粉丝来说是很友好

的。但是影片更为注重的是对新加入

的人物角色的塑造，以此来给这部电

影作品注入新的生命，也带来新的可

能。也正是因为此，影片弱化了对于

包括鲁邦在内的“侠盗团伙”的形象塑

造，特别是对于不二子这个被称为“动

画史上最迷人、性感、神秘的女人”的

角色的打造，颇有沦为工具人的倾向，

由此也引发了部分忠实粉丝的不满。

但这样的改编在动漫 IP 改编的趋势

下也是可以理解的。一个经典 IP 能

够持续获得市场的认证，是因为其在

发展过程中承载着用户成长式的情感

和价值认同。

二、技术革新下的经典场景再现

为了对蕾蒂西亚这条线索进行详

尽的叙述，影片对于次元大介、石川五

右卫门、峰不二子等原动漫中的经典

角色进行了弱化，但依然保留了他们

在《鲁邦三世》动漫版本中的经典镜

头，以3D化的形式展现出来，满足了

忠实粉丝们的“鲁邦情结”。整体剧情

偏向于“夺宝奇兵”式的大冒险，融合

了热血、搞笑、温情、推理等多种元

素。在对于3D造型的理解与制作上，

影片也表现出了经典与现代相融合的

审美，3D化后的人物形象更加真实可

感，鲁邦长着一张猴子脸，留有长鬓

角，经常穿着西服外套和高帮皮鞋。

在原作漫画中，鲁邦三世的经典造型

是一身红西服，而在1971年制作的第

一季动漫作品时，作画监督大冢康生

将鲁邦的造型改成了时下流行的绿色

西服。《鲁邦三世 The First》采用了最

经典的一般鲁邦的造型——猴子脸、

长鬓角、红西服、黄领带。从细节上来

说，人物的毛发更加浓密，甚至手上的

血管和绒毛都清晰可见，表情更佳丰

富、细腻。周围的环境也更加有让人

身临其境之感，茂盛的树叶与变化多

端的光影，和对物体丰富的材质的表

达，都让这部影片为《鲁邦三世》这个

IP带来了新的可能。

影片遵循着“开端、发展、高潮、结

局”的常规叙事节奏，对高潮片段的叙

事予以重点表现。影片的第一个高潮

发生在鲁邦一行人根据《布列松日记》

找到了“日蚀”的所在地后，展开了闯

关模式。鲁邦在最后一关中重现了非

凡的身手和空中落体的经典姿态。鲁

邦穿行激光阵后潇洒落地，戴上鲁邦

一世的礼帽，手拄拐杖，以“怪盗鲁邦”

的经典姿势定格。在这瞬间影片达到

了情感上饱和度的顶点，怀旧之感极

富情感冲击力，再现了日本动漫“不死

鸟”的信念感——传承与浪漫。同时，

在现实感与漫画感的平衡上，影片也

有出色的表现。“观众对角色的关注，

即观看欲望。是影像活动能持续进行

的动力。CG影像的变化在于这种关

心的减弱”。换言之，对于动画作品来

说，观众通常不会投射过多的自身情

感，对影片中角色的行动预期弱化，动

作冒险类影片的悬疑度也减弱了。这

是此类影片类型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鲁邦三世 The First》对漫画感与现实

感的平衡，在于它注重角色本身所传

递出的意向性和丰富性，人物形象并

不仅仅是由经验的组合所构成的，尽

管影片强调了“鲁邦戴帽拄拐”等经典

的物理造型，但鲁邦这个人物角色身

上所传递出的人性温度使其具有了真

实感，他知道蕾蒂西亚对于考古学梦

想的支持，悄悄地把她的论文发送给

了波士顿大学考古系，并耐心地为她

保留了入学邀请函。当一切事情结束

之后，蕾蒂西亚想要跟随鲁邦周游世

界，鲁邦却在这时将邀请函送给了她，

鼓励她去追求梦想。鲁邦的温暖在于

他为同伴细心周到的考虑，帮助对方

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短暂地参与了

彼此的一段人生之后，他们有了一个

“五年之约”，也带给了观众更多的期

待与感动。

（作者系湖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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