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艺苑在线
名家观点

2025年6月10日 星期二8 文艺评论审签：王峻岭 李慧萍 编辑：张文静 美编：辛杰

长纪录片要坚持“不短视”
●熊学艺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习
惯于在碎片化的时间里快速浏览视频内
容。据统计，短视频应用人均单日使用时
长达 156 分钟，居所有互联网应用首位。
面对短视频应用崛起，以纪录片为代表的
长视频内容如何找到既坚守自我又适应市
场的破局之路，成为值得探讨的课题。

短视频应用的崛起对纪录片行业形成
全方位的冲击，在用户习惯层面，短视频应
用的快节奏、强刺激特性与高频更新机制，
配合算法推荐系统，正在重塑用户的注意
力分配模式。这种内容消费方式培养了用
户对即时满足的依赖，导致长纪录片的主
要载体、即传统长视频平台的流量持续被
稀释。在内容生态方面，短视频应用的碎
片化特征与算法推荐机制共同强化了信息
茧房效应，使得需要沉浸式观看的长纪录
片面临受众流失的困境。而短视频创作者
对文旅、美食等纪录片经典题材的轻量化
模 仿 ，进 一 步 分 流 了 长 纪 录 片 的 观 众 群
体。在商业变现维度，短视频平台凭借更
高的用户黏性和转化效率吸引了大量广告
投放，挤压了长纪录片的广告收入空间。
与短视频的变现模式形成对比，长纪录片
的用户付费意愿有些疲软，使其面临更大
的盈利压力。

面对这一系列挑战，纪录片行业正在
积极探索长短融合的创新路径，但部分片
方在把握内容品质与传播效率的关系时出
现 失 衡 问 题 。 具 体 而 言 ，有 两 种 表 现 形
式。一种是“物理性拆解”，即简单将长片

“短剪”，把纪录片内容拆解为适合短视频
传播的片段。这种机械化的剪辑往往难以
完整呈现纪录片的叙事深度，导致原本严
谨的逻辑链条割裂、关键背景信息缺失，深
刻的社会观察沦为浮光掠影的视觉奇观，
容易消解纪录片特有的沉浸式体验，使观
众对议题的理解流于表面。另一种是“化
学性改造”，即为迎合碎片化传播方式而

“长话短说”，过度简化主题、强化娱乐元
素。这虽提升了传播度，却可能削弱长纪
录片应有的文化内涵和专业品质。此类作
品往往将复杂的现实议题简化为非黑即白
的二元叙事，用戏剧性冲突取代理性思考，
以感官刺激置换深度探讨。当纪录片的纪
实精神让位于流量逻辑，当严谨的调查研
究被快餐式的结论所替代，作品的社会价
值和思想深度就打了折扣。更值得警惕的
是，这种创作方式可能培养出观众对严肃
内容的“审美惰性”，使公众丧失对复杂社
会议题的耐心和理解能力，导致纪录片“启
迪大众、记录时代”的社会功能被边缘化。

“短视化”的转型不仅难以赢得短视频
的主场优势，反而可能丧失长纪录片的核
心竞争力。其实，即使在短视频应用流行
的时代，观众对优质长纪录片内容的需求
始终存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展研究中
心 发 布 的《中 国 短 视 频 发 展 研 究 报 告
（2024）》显示：从 2018 年 12 月至 2023 年 12
月，短视频用户规模从 6.48 亿增长至 10.53
亿，直至 2024 年上半年，用户规模首次出
现回落，较 2023 年 12 月减少了 300 万。短

视频用户规模的增长放缓预示着内容消费
市场的转向——当信息过载成为常态，受
众 渴 望 更 有 深 度 、更 具 思 想 性 的 内 容 体
验。长纪录片有三个不可替代性：一是沉
浸式叙事带来的思想深度不可替代；二是
系统化呈现的认知价值不可替代；三是纪
实美学承载的文化厚度不可替代。这些特
质恰恰是应对信息碎片化的密码。与其在
短视频的浪潮中随波逐流，不如坚守长纪
录片的独特价值，在“快”与“慢”的辩证中
找到新的发展路径。

在这种思路指导下，长纪录片面对短
视频应用带来的冲击，需从三个维度进行
创新突破。第一个维度是技术赋能，推动
纪录片从“文化记录者”向“体验建构者”转
型。如《何以中国》运用三维建模等数字技
术，将静态的文物转化为动态的历史场景，
使观众“穿越”到古代文明现场。还有《飞
来峰》《马王堆·岁月不朽》等，这些作品通
过“文化+科技”的深度融合，创造从视觉
真实到心理真实的沉浸式体验，这正是长
纪录片区别于短视频的核心竞争力。第二
个维度是情感连接，从“内容呈现者”转型
为“情感连接者”。这一转变的关键在于将
文化价值与情感共鸣有机结合，使纪录片
的深度特质转化为持久影响力。以《不破
不立——〈哪吒之魔童闹海〉幕后纪录片》
为例，该片通过导演访谈、制作花絮等真实
记录，展现动画制作的匠人精神，触发观众
对“坚持与突破”的集体情感共鸣。这种情
感连接不仅提升了作品的传播力，更实现
了从流量到文化影响力的价值转化。第三
个维度是商业模式，从单一版权营收向“IP
生态化运营”转型。优质纪录片可通过多
轮版权分销实现长尾效应。如《舌尖上的
中国》系列不仅在国内各大平台轮播，更通
过国际发行进入海外市场，使内容价值得
到最大化释放。场景营销也为纪录片开辟
了新变现路径。《澳门双行线》与文旅产业
深度结合，通过 12 个主题、24 条线路的精
心设计，串联起澳门的山海风光、渔村风
情、葡韵文化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独特
元素，让观众近距离地感受这座城市的魅
力。这种“内容+体验”的模式，让纪录片
从屏幕走向现实生活场景。还有一些纪录
片直接和品牌合作，构建跨媒介的商业生
态。比如，与某牛奶品牌合作打造的《牛奶
是部文明史》、与酱油品牌共创的《酱油是
什么》等纪录片从更为宏观的视角出发透
视品牌背后深层的文化内核，以真实生动
的影像叙事增强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同感。
这种立体化运营模式，使纪录片的商业价
值得到增长。

当霸道总裁的工业糖精、穿越重生的
叙事狂欢、职场逆袭的多巴胺刺激在短视
频平台掀起流量风暴时，长纪录片凭借厚
重与品质赢得了观众尤其是年轻人的拥
趸。诚然，长纪录片仍需随着时代的变化
与发展不断调整姿态，但只要坚持“不短
视”，终将在流量泡沫中淬炼出永恒的文
化价值。

（据《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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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翻开色·哈斯巴根摄影作
品集《生命的呼唤》，心中感慨万
千。这是一个摄影人的发现与倾
诉，是一个摄影人生态意识的萌发
与觉醒。

色·哈斯巴根，是阿拉善摄影艺
术的先行者，多年潜心摄影艺术研
究，醉心摄影艺术实践，全心积累
摄影艺术理论提升与实践飞跃，他
的摄影作品享誉国内外，硕果累
累，更是阿拉善一张张鲜亮的艺术
名片，把阿拉善从遥远的天边推介
到世界各地，让阿拉善的名字插上
飞翔的翅膀，为阿拉善经济社会和
文化旅游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色·哈斯巴根，出生于 1959年，
从小对家乡一草一木的热爱深深
植根于内心，当年一幕幕丰饶的故
园风情和风光，让他痴迷，骄傲。
不知何时，家乡的一切都在变，风
沙天气越来越多，草原植被日渐稀
疏，令他十分担忧，决心以一种什
么形式，把这种情况告诉给大家，
引起社会重视。

阿拉善之于色·哈斯巴根来
说，是他成长的田园、是他精神的
原乡、是他艺术的天空；色·哈斯巴
根之于阿拉善来说，是田园的赤
子、是原乡的行者、是天空的歌者；
阿拉善风光之于色·哈斯巴根来
说，是他美学的审度、是他审美的
发现、是他精彩绝伦的艺术呈现；
色·哈斯巴根之于阿拉善风光来
说，是审度的先觉者、是发现的表
达者、是呈现的践行者。

色·哈斯巴根深入到阿拉善 27
万平方公里的纵深，用双脚丈量大
地、山川、戈壁、沙漠……他深邃的

目光掠过阿拉善无限风光，用镜头留下阿拉善秀美的风光和风情，
记录生产、生活的变迁，记录草原退化，生态脆弱，沙化日益严重的
现实和现象。他的摄影作品一直是推介和宣传阿拉善的重要资
料。《生命的召唤》一书里的影像资料，引起有识之士的关注，被政
府部门列为关于生态决策的重要参考文件。

他从当年的徒步、骑骆驼到如今的驾车，经历了我国交通工具
和公路发展的变化；他从胶片摄影、自己冲洗到现在数字化和无人
机航拍，见证了摄影设备的每一次升级换代，说他是摄影博物馆，
足够名副其实。当年有他为企业家全程向导，才有了“月亮湖”这
张阿拉善最为鲜亮的风光名片的落地生成；当年，他给“企业家论
坛”已故刘晓光先生做向导考察阿拉善，刘晓光先生在他的摄影作
品里了解到阿拉善的生态情况，倡议组建阿拉善 SEE生态协会。

2004 年，时任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总监在发言中说：“今天我
们阿拉善 SEE生态协会的成立，不要忘记一个人，他就是阿拉善本
土摄影家色·哈斯巴根，我们是通过他和他的摄影作品，才了解到
阿拉善生态环境的恶化情况……”

色·哈斯巴根，外出拍摄半个月 20天或一个多月都是常事，由
于通信条件所限，家里和单位都不知道他的去向，方便的时候发一
封电报，报个平安。在创作途中迷路、挨饿、遇险、病倒等各种困难
危险都经历过。

他的作品不仅作为政府重要的宣传资料，还是外界了解阿拉
善的重要窗口。当年色·哈斯巴根作为“中澳技术合作内蒙古阿拉
善环境整治与管理项目”本地专家，为项目组提供了大量的影像资
料帮助，《生命的呼唤》的出版自然得到项目组的大力支持，该项目
澳方组组长诺尔·豪格说：对于《生命的呼唤》这部摄影集的出版，
我们感到由衷的荣幸和自豪，相信摄影集不仅仅是一部艺术作品，
也会在不久的将来，对中国乃至国际环境保护产生深远的影响。

可贵的是，出版《生命的呼唤》这部摄影集时，色·哈斯巴根完全
可以选取商业性运作的影像资料，但他并没有，而是选择了反映阿
拉善生态脆弱和荒漠化现实的片子，纂辑成册，这里的生态意义和
生态意识，最为难能可贵。色·哈斯巴根的家园意识和责任意识在
这部影集中得以诠释和彰显，也得到社会方方面面的认可和赞誉。

色·哈斯巴根的大义之举，是无价的赤子情怀。他深情地说：
“我的摄影镜头不能不对准那些呐喊着的生命，不能不为渐渐逝去

的家园而呼唤。在这片土地生长的我，有责任和义务让更多的人
们了解西部生态，让更多有识之士关注和支援阿拉善生态环境的
建设，让中国西部沙尘暴的发源地——阿拉善重新点燃绿色的希
望，这将是我不懈的追求和最大的心愿！”

时任国家环境保护局局长解振华在寄语写道：……《生命的呼
唤》再一次敲响了生态环境的警钟，人们不应当再向大自然过度的
索取，依法保护环境，重建山川秀美，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
的未来，让生命永存，是我们每一位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公民义
不容辞的使命。希望通过这本摄影作品集能够唤起更多的人爱护
自然、保护环境。

那时，色·哈斯巴根的摄影集已经多次在国内外发表或展出，
还频频在国际和国内摄影展和摄影赛中获奖。2000年被授予内蒙
古摄影“世纪之星”称号。当时，已发表和展出摄影作品 3000 多
幅。色·哈斯巴根当时的艺术身份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
艺术摄影学会会员”，1996年出任内蒙古摄影家协会副主席，2001
年被授予内蒙古摄影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内蒙古阿拉善盟群众艺
术馆副研究馆员。

时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于健在寄语中全面肯定色·哈斯
巴根摄影艺术的审美和美学价值，重点谈到色·哈斯巴根身上强烈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没有把摄影当成休闲的玩意，而是以强烈的
爱——爱家乡，来从事摄影工作的。这些作品，主题鲜明，情感质
朴浓烈，是作品的灵魂所在。

最为可贵的是，色·哈斯巴根一家兄弟几人都是阿拉善知名的
艺术家，而且都对生态有着深刻而清醒的认识和洞见。作曲家色·
恩克巴依尔和色·哈斯巴根兄弟二人，于 2002 年 11 月 7 日在北京
第四届亚洲艺术节上共同举办了《生命的呼唤》——环保主题个人
合唱作品音乐会暨个人摄影展览。

2005年 4月 22日世界地球日，在北京中华世纪坛，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举办色·哈斯巴根 100多幅阿拉善生态与文化多样性个人
摄影作品展，在全国保护生态环境突出贡献者表彰颁奖大会上，色·
哈斯巴根荣获《阿拉善生态与文化多样性个人摄影》生态“滋根奖”。

《生命的呼唤》这部摄影集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色·
哈斯巴根心中理想的家园。这里绿草如茵，湖水碧透，骆驼肥硕，
羊儿欢跳，与远方的沙漠，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第二部分是沙
尘暴和荒漠中的人的生存状态。1993年 5月 5日的沙尘暴，遮天蔽
日，滚动着碾向村庄和山野。在荒漠化土地上生存着的人们，充满
忧伤、凄凉与迷茫；第三部分是在党中央和社会各界大力支持下，
当地政府带领人民改造荒漠恢复绿色所取得的成绩，形成生态治
理与生态恶化的鲜明对比。

由于文章体量所限，还有好多未尽的故事，就用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记者克明的“眼睛”里面的句子结尾:

这双眼睛历经沧桑，却又童心四溢，这双眼睛锐利明亮，且又
拙朴纯真。这双眼睛的主人，就是色·哈斯巴根！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阿拉
善盟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使命感是创作最无法“外包”的
●王备

我 们 正 身 处 一 场 创 作 结 构 的 震 荡 之
中。在音乐领域，AI可以用一句提示生成旋
律、歌词、编曲，完成整套制作流程；它可以
模仿任意歌手的声音与风格，复刻审美而不
需理解意义；它还可以 24 小时不休地产出
作品，但这些作品却不需要署名，也无人对
其负责。

这场技术革命的影响并非“未来将来”，
而是此刻发生。AI 冲击的是创作领域的关
键结构。如流行音乐行业以工业化生产为
基础，曾依赖词曲工厂、编曲人、Demo 制作
者、歌词优化师，但这些岗位正被AI快速替
代。再比如传统音乐以手工与技艺为荣，如
今却要面对“听起来像”的仿制品充斥平台，
听众分不清，创作者无处申诉。更残酷的
是，AI 所带来的海量内容泛滥，让平台推荐
机制倾向于“频率高”“响应快”的生产方式，
反而让“用心做出的作品”被淹没。

我们还能守住什么？有 4 件事是 AI 无
法承担而人类必须继续坚持的。一是表达
意图的设定权，AI不会真正理解情绪、文化、
立场，它只是模仿和排列，人类必须仍然是
那个设定表达方向的人。二是版本选择的

判断力，在 10 个 AI 产出版本中，选择“哪一
个才代表我”，这一判断，是创作者的灵魂所
在。三是为表达署名并承担后果的责任感，
AI不会被批评、不会被质疑、不会被追责，而
人类创作者，应该也必须是那个站出来说

“我认同这个作品”的人。四是作为艺术家
的使命感与文化担当，真正的艺术创作，从
来不仅仅是“制造内容”，而是为这个时代留
下一种声音、一种姿态、一种立场。艺术家
不是内容搬运工，而是文化现场的见证人。
使命感是创作最无法“外包”的。

这就是人类创作的尊严边界。AI 成为
创作引擎后，创作者必须完成一次进化——
不再是单纯写作者，而是控制生成方向、选
择表达结构、承担文化责任的那个人。我们
不再比谁写得最全，而是比谁判断得更准、
表达得更真。

我们既不能无谓地恐慌，也不能乐观地
自负。AI 时代，真正能留下来的，是那些愿
意承担判断责任、敢于对表达“签名”的人，
是那些有情怀、有审美、有使命感同时又有
新技能的践行者。这将是未来创作的门槛。

（据《人民日报》）

细细品读了郑玉晶老师的诗集《在诗
的原野上行走》，被扑面而来的浓浓的生活
气息所感动。

首先，从一首首诗里感受到作者对
家乡、事业和亲朋的热爱，细腻的笔触抒
发着真挚的情感。如《乡情》中：家乡六
月的河水涨得满满的/涨满了每一个家
乡人的记忆；《相册》中写道：打开你赠我
的相册/一片枫叶在风中飘落/我踏着满
是月光的雪走进你的小屋/在篝火旁烤
熟思念和那首长长的无题诗；还有《深
秋 ，我 等 你 ……》中极具抒情韵味的句
子：一个雨濛濛的季节/你踏着泥泞的路
向我轻轻走来/挥挥手/洒几行羞涩的小
诗/叠印在我无字的日记。好的诗歌一定
会注重情感的表达，动笔之前先动情。郑
老师的诗歌特别注重这一点，不知不觉就
会引起读者的共鸣。

其次，郑玉晶善于从日常生活中捕捉
创作灵感。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能在他
的笔尖流淌诗意，《打谷场》《荞麦地》《一
碗米饭》《车过居庸关》这些标题就能看出
来。学写诗者，掌握诗歌写作的各种方法
和技巧是必不可少的。然而，要真正把诗
歌写好，仍需通过大量的阅读和在日常生
活中留意新鲜事物，不断积累经验，寻找灵

感，方能写出至情至美的诗歌来。正所谓
“功夫在诗外”。

当然，任何作者的创作都不可能达到
完美。在读诗的过程中，也发现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个别诗作语言有散文化
倾向。比如：一场霜冻过后，五角枫开始用
红征服人们的视野/一入枫林，那铺天盖地
的红/牢牢地牵住了游人的眼线。这样的
语言更适合散文。每一种体裁的作品，都
应有它独特的语言魅力。诗歌的语言，一
定要创设出一种情境，给读者留下些许思
考和回味。诗歌写作，既要掌握华丽的文
采，也要掌握朴素的文采。写得华丽并不
容易，写得朴素更是难上加难。用最朴素
的语言激起读者心中的层层涟漪，才是诗
歌的最高境界，这需要长期修炼。

第二个问题是有些诗句刻意分行。
如：《麦垛》一诗中的：“将第一次收获/装进
仓里”“游戏的鸟/逃离了麦地”，《给你》一
诗中“在开满野菊花的山岗/与你轻轻耳
语”等句子，这样分行会破坏句子的完整性
和诗歌的韵律美，完全可以两行合并成一
行。

瑕不掩瑜，诗路致远。愿这清新、朴
实、深情的诗句永远温暖岁月，滋润心灵。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真情来自生活
——读郑玉晶诗集《在诗的原野上行走》

●北琪

书文评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