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 4 月 20 日，在金昌“火星 1

号”基地等多个地点取景拍摄的科普教

育影片《火星使命》，在中国科学技术馆

开展首映。历时 3 年多，这部科普教育

影片终于出现在大众视野中。

2020 年 8 月 20 日，科普教育影片

《火星使命》在金昌市启动开机仪式。

该 片 的 筹 备 组 根 据 影 片 剧 本 内 容 需

要，先后在金昌市“火星 1 号基地”及

市内多个地点进行了前期勘景踩点，

最终选定金昌“火星 1 号基地”、金昌

大剧院、金昌市龙门学校等 10 多处地

点作为拍摄取景地。

对于为什么选择在金昌拍摄，影

片制片人柴俪杰说：“我们了解到，在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指导下，

‘火星 1 号基地’以‘绿航星际’为蓝本

进行建设，是我国重要的太空航天主

题科普、研学基地，也是目前国内唯一

一个还原真实航天生存场景的火星基

地。这里能满足我们的拍摄需要，既

可以还原真实火星场景，又能真实模

拟航天员训练生存。”

“金昌地处河西走廊东段，祁连山

北麓，阿拉善台地南缘，为古丝绸之路

必经之地，也是‘一带一路’重要节点

城 市。”中 国 科 学 技 术 馆 副 馆 长 苏 青

说，“把金昌作为《火星使命》的重要拍

摄地，不仅是历史的机缘巧合，也给创

作以火星为题材的科普影视作品带来

了无限的遐想。”

2020 年 8 月 20 日至 30 日，《火星

使命》剧组顺利完成了在金昌的拍摄

任务。

《火星使命》的拍摄、制作还得到

了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等单位的

大力支持，由航天员教员仝飞舟出演

女主角，退役航天员潘占春出演“‘火

星使命’3 人 545 天受控生态生保系统

集成试验”总指令长。

为确保该片的科学性、艺术性和

趣 味 性 ，影 片 还 邀 请 欧 阳 自 远 、魏 奉

思、翟明国等多位院士、专家作为科学

顾问，并对剧本进行了 50 多稿的调整

和修改。青年导演松太加也坚持求真

务实的创作理念，积极克服困难，从剧

本的打磨到实景的再现，每一步都力

争准确与完善。

□ 焦旭玉

科普电影《火星使命》诞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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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民族器乐剧《玄奘西行》开创了

结合民族器乐叙事、使用戏剧形态呈现、

利用演奏者表演的新舞台艺术样式，也

由此开启一种新的民乐演绎形态。作曲

家出身的姜莹身兼数职，以作曲、编剧、

总导演的统一视角，以及新颖的审美眼

光和艺术观念，“书写”了这部作品。因

此，使用何种方式对人物进行还原和表

达，便成为纪录片《民乐西行》创作中的

关键问题。

主题叙事作为基本结构

一部优秀的人物纪录片必然关注对

于人物的真实性呈现。但真实性的强调

并不意味着叙事的弱化。纪录片仍然需

要一个好故事，由此，才能具有视觉意义

上的吸引力和传播维度上的亲和力。《民

乐西行》并没有选择宏大的叙事结构和

复杂的叙事逻辑，而是以《玄奘西行》这

部民族器乐剧在甘肃的复排演出作为叙

事主题，按照时间顺序展开故事。整部

纪录片中，除了对主人公姜莹的采访，其

余的镜头几乎全部围绕彩排和正式演出

这一核心主题进行。这就使得该片虽然

在形式上是一部人物纪录片，但大量的

幕后纪实才是构建整个纪录片的基本叙

事框架。人物的表达也是在《玄奘西行》

这部大型民族器乐剧演出过程的基础上

来完成的。通过对“演出准备”这一主题

的多方面展示，来反映被记录者的多个

角度，让观众对这部纪录片的拍摄对象

产生了更为有效的认知。

纪录片的开篇便是紧张而忙碌的彩

排现场，收尾于演出的结束段落。在最

后的场景中，姜莹与所有演职人员一起

谢幕，气氛热烈，掌声不断。按照时间的

先后顺序，人物纪录附着于主题演出的

准备进程之中，并以此来完成人物细节

的清晰表达。

主题性叙事框架，同样离不开戏剧

性的情节设计。虽然纪录片的关键是真

实性的表达，但其同样需要关注戏剧性

来吸引观众的注意。只有通过故事化的

叙述方式，将被记录者的成长、情感和转

折等进行呈现，才能让观众身临其境地

感受到人物。因此，在这部纪录片中，第

一场戏就是问题的出现。姜莹在第一场

带妆彩排结束后，意识到演奏已然存在

的问题，即使夜色已深，但她还是迫不及

待地找到主演们进行节奏的调整。甚至

在最后的彩排中，姜莹仍然对演出细节

进行调整和完善。这些在纪录片中表现

出来的丰富细节，既让影片有了可看性，

也让叙事结构进一步丰富。

自述话语串联叙述主线

在这部纪录片中并没有传统人物

纪录片中的解说词或旁白，而是采用了

无解说的创作手法，通过影像本身实现

对于人物情感和关键事件的传达。由

于没有解说词的引导和干扰，影像本身

可以更加自由地表达导演的意图和情

感。同时，这种处理方式还可以在强调

影 像 自 主 性 的 同 时 ，调 动 观 众 的 参 与

性，让观看者的注意力更专注于影像本

身，更加主动地参与影片的内容理解之

中，从而更为深入地感受拍摄对象和其

所呈现的内容。

但缺失了解说词的引导，单纯的画

面拼接也有可能让观众对故事的理解产

生困惑和障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

片将自述作为叙述的基本线索，通过自

我陈述式的访谈问答，观众可以跟随叙

事的流转，全面地了解事件的发展和人

物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民乐西行》

对被记录者的采访段落，并不是常见的

采访者和被采访者镜头互切的模式，而

是采访画面的单方面呈现，由此营造出

了一种自我叙述的视觉观感。在这些镜

头中，拍摄对象姜莹直面观众，讲述自己

的成长经历、创作过程及感受。

如在开场介绍的段落中，姜莹说：

“我是中国交响乐团驻团作曲家姜莹，

因为我自己是作曲，所以我看很多戏，

我很在意那个音乐，我觉得一开场那首

音乐，我就知道这个作曲家的风格，我

就知道这个戏好不好看了，因为我觉得

这个音乐是一部剧的灵魂。”通过这种

开场方式，我们可以想象，在镜头的另

一侧一定存在一个现场的采访者，他的

形象和他的声音都被隐藏了起来。这

就让这些采访段落看起来像一种自述

的形式。这些自述的段落将剧作彩排

和演出现场串联了起来。通过“自述段

落——剧场段落——自述段落”的叙事

安排，使得纪录片拥有了更为强烈的直

接性、真实性和情感性，也让影像得以

深入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并帮助观众

建立与人物的情感联系。

剧场原声的情绪效果

音乐和音效是纪录片情绪表达的重

要工具，这些来自画面之外的声音不仅

可以在段落中营造出特定的情感氛围，

还能够增强观众的情感共鸣，并协助叙

事的完成。但《民乐西行》却使用了“无

音乐”的声音方案，除了现场的声音之

外，整部影片没有使用任何额外的音响

效果和音乐旋律。纪录片对于人物的表

现会显得更为真实，也能够让观众更为

专注地理解纪录对象和故事。

作为一部关于音乐人的纪录片，《民

乐西行》中音乐剧的现场声音正好构成

外在音乐缺失的情感补充。如在姜莹的

自述段落中，能够听到舞台彩排现场的

音乐声。从汉族传统乐器笛、箫、埙、筝、

鼓，到维吾尔族乐器艾捷克、萨塔尔、都

塔尔，哈萨克族乐器冬不拉、库布孜，塔

吉克族乐器鹰笛、莎什塔尔，还有敦煌复

原乐器箜篌、排箫、五弦琵琶等，这些在

剧作现场被使用的乐器和它们所呈现出

来的丰富声音让观众沉浸于纪录片所描

绘的场景中，并与姜莹的自我叙述形成

内容的叠加，使得观众能免于自述段落

的沉闷而更为深入地理解和感受纪录片

所要传达的内容。

作 为 一 部 主 题 性 的 人 物 纪 录 片 ，

《民乐西行》以一部器乐剧的彩排现场

为影像核心，通过对其后台呈现和创作

者的自述，向观众呈现了一位优秀音乐

人的工作态度和作为文化传播使者的

不懈追求。

——纪录片《民乐西行》创作透视

□ 赵 洋

影像记录民族音乐传承与创新

人物纪录片《民乐西行》主要讲述

了中国交响乐团驻团作曲家姜莹致力

于民族音乐探索与创新的故事。

2013 年 开 始 ，姜 莹 与 导 演 王 潮 歌

合 作 ，担 任 中 央 民 族 乐 团 推 出 的 两 部

大 型 民 族 乐 剧《印 象 国 乐》和《又 见 国

乐》的 作 曲 和 编 曲 ，两 台 剧 目 已 在 全

国 巡 演 上 百 场 之 多 。 2017 年 ，姜 莹 首

创 全 国 首 部 民 族 器 乐 剧《玄 奘 西 行》，

并担任作曲、编剧、总导演。

姜莹从小学琵琶，有一次父亲带她

到新华书店买了很多盒式的磁带，其中

有很多西方交响乐作品，这些浪漫的交

响 乐 作 品 对 当 时 的 姜 莹 触 动 非 常 大 。

后来姜莹将作曲作为第二专业，考入了

上海音乐学院。2013 年姜莹调到中央

民族乐团，在沟通中她提出能不能做一

部有创新形式的民乐。第一部跨界的

碰撞——《印象国乐》是姜莹和王潮歌

导演探索着创作出来的。

《玄奘西行》靠音乐的转换，把人物

内心通过音乐表达出来，将人物的心理

变化赋予戏剧张力。姜莹给甘肃省歌舞

剧院演出的《玄奘西行》专门配了一版交

响乐的伴奏，希望通过交响乐把底子铺

好，通过交响乐和民乐的融合达到气势

恢宏的效果。

姜莹认为，在民族器乐剧中，根据现

实情况，可以使用交响乐，可以使用西方

乐器去演奏，但表达的一定是中国人的

思想、中国人的情感。民乐需要发展、创

新，要真正使传统文化、传统音乐在创新

形式下让观众接受和喜欢。

链接——

作曲家姜莹与民乐西行

四月的北京，繁花似锦。一

场光影交织的盛会，为古都增添

了更多绚丽色彩。

近日，第十四届北京国际电

影节拉开帷幕。“天坛奖”评选、北

京展映、北京策划·主题论坛、北

京市场、电影嘉年华、大学生电影

节……百余场活动密集登场。

荟萃世界电影精品，搭建文

明互鉴桥梁。历经十四载光阴，

北影节已成长为推动全国文化中

心建设和电影强国建设的重要载

体，成为增进中外电影文化交流

互鉴的前沿窗口，是北京送给世

界的又一张亮丽“名片”。

厚植电影文化发展沃土

1905 年，电影《定军山》亮相

北京前门大观楼，千年古都与电

影结下不解之缘。

2011 年 ，北 影 节 诞 生 。 14

年来，北影节致力于汇聚世界电

影文化优秀成果，增进国际文化

交流合作，推动跨区域、跨文化电

影传播，为推动中国电影高质量

发展贡献了首都力量。

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有

着 丰 厚 的 影 视 资 源 和 产 业 发 展

基础。近年来，北京先后创作出

品《长津湖》《流浪地球 2》《第二

十条》等优秀电影作品，电影产

量位居全国前列。

推动国际影视交流合作

“春天，来北京看全世界最好

的电影。”北影节期间，中外影人

齐聚一堂，以“各美其美”的自信

姿态展现不同国家的电影艺术。

作为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平

台，北影节自创办以来，在嘉宾规

格、参赛参展影片质量及国际影

响力等方面持续提升。主竞赛单

元“天坛奖”自设立以来，累计吸

引了来自 9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近万部影片报名参赛。

今年的北影节更加突出国际

性，“天坛奖”收到的报名长片中，

国外报名影片达到 1318 部，比例

超过 87％。

2024 年是中国与巴西建交

50 周年，本届北影节邀请巴西作

为主宾国，还首次增设外交官电

影季、“北影节国际会客厅”，以电

影为媒促进国际影视交流、推动

文化合作。

备 受 影 迷 期 待 的“ 北 京 展

映”共策划 16 个展映单元，精选

国 内 外 佳 作 240 余 部 ，“ 既 有 影

史 经 典 ，也 有 最 新 获 奖 作 品 。”

中 国 电 影 资 料 馆 节 目 策 划 沙 丹

多 年 参 与 北 影 节 展 映 单 元 的 策

展工作，在他看来，越来越多的

国 际 影 人 成 为 北 影 节 的“ 老 朋

友”。

探索电影产业未来图景

《重影时刻》《现世方舟》《万

物起源》《火箭升空》……北影节

期间，观众可以感受到“XR 北京

单元”带来的沉浸式体验。装置

空间、交互场域和全景幻影 3 个

板块，将分别以混合现实、虚拟现

实和 360 影院的形式展演 19 部

作品。

电影产业的快速发展，离不

开科技“赋能”。本届北影节，首

次设立的“光影未来”电影科技单

元将首发电影全产业链 AI 赋能

全流程全景展示；首届 AIGC（生

成式人工智能——编者注）单元

围绕 AIGC 技术及应用进行充分

探索，为创作者们提供广阔的展

示平台；首次打造电影跨界活动，

拓展“电影＋”“文化＋”“数字＋”

的新生态，助力文化产业与数字

经济融合发展。

今年，来自 18 个国家和地区

的 15 部影片脱颖而出，入围本届

“注目未来”单元，更多具有创新

精神与独特风格的青年影人在北

影节崭露头角。北影节评奖体系

中首次面向学生群体设立短片竞

赛和短片创投单元，进一步完善

影人培育、激励机制。此外，还会

举办第 31 届大学生电影节，为中

国电影发展汇聚青春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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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动 画 片《驼 骆 王 子 与

黑水姑娘》通过国家广播电视总

局国产电视动画片制作备案公

示。

《驼 骆 王 子 与 黑 水 姑 娘》全

片共 10 集，时长 110 分钟。该动

画片以与骆驼城、黑水国等相关

的民间传说为蓝本，创意改编了

骆驼国王子和黑水国公主弱水

的 剧 情 ，讲 述 了 他 们 与 妖 魔 斗

争，最终铲除妖魔，带领人民在

黑河之畔建起美丽家园的故事。

《驼 骆 王 子 与 黑 水 姑 娘》是

一部富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

素的创新作品。主人公弱水的

数字人形象，在首届“文旅中国

元 宇 宙 创 新 大 赛 ”中 荣 获 一 等

奖。在“一千零一夜”青年动画

导演助推计划比赛中，《驼骆王

子与黑水姑娘》的概念片获得了

“先声夺人奖”。

《驼 骆 王 子 与 黑 水 姑 娘》的

编 剧 为 甘 肃 作 家 、兰 州 大 学 教

授郭吉军。目前该动画片正在

加 紧 创 作 之 中 ，计 划 今 年 年 底

前完成全部制作。 （白爱华）

《驼骆王子与黑水姑娘》进入创作阶段

视 界

作曲家姜莹 郭一

《玄奘西行》剧照 郭一

演员们在金昌市“火星 1号基地”外景拍摄的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