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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派  纪录片:站在人类学的高度喊一声川江号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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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几年, 渝派  纪录片在纪录片界异军突起,成为后起之秀,成为一种耐人寻味的

文化现象。而 渝派  纪录片人之所以敢举旗称派,正是因为 渝派  纪录片已具备自己独特的

创作风格和精神气质,其部分作品还在人类学视野中绽放奇葩, 具有一定的影视人类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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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派  纪录片, 在内涵上讲是根植于重庆地

区的人文、自然环境, 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并致力于

逐渐形成流派特征的纪录片作品。从外延上讲, 指

的是以 渝派 纪录片人为创作主体创作编导的一
系列作品。不同于纪录片中的 京派 、海派  , 渝

派 纪录片的概念是由其创作主体自己提出的,流派

的核心是她的精神气质,
[ 1]
正因为 渝派  纪录片有

着自己独特的风格,所以 渝派 纪录片的创作主体
才勇于抛出自己的流派概念,举起 渝派 的大旗,在

纪录片界奋勇直前。

什么是 渝派  纪录片的创作风格? 渝派  纪
录片创作主体的领军人、著名纪录片编导雷卫喜欢

用黄桷树来形容: 它关注个体的个性化生存, 关

注当下美学中看来几乎已经缺失的血性和悲壮, 展

现人性中的强韧和大无畏的勇气。 [ 2]
而此种风

格,从 渝派  纪录片的题材上看, 有一种独特的生

活捕捉,注重选择为生存而生活的个体作为作品的

创作客体。 渝派 纪录片关注人, 但关注的不是

高高在上的人, 而是在生存线上沉浮、为了生存而

挣扎生活着的普普通通的人。比如 !细细的小
雨 ∀,关注的是一个为了上学每天赤脚走 50多里山

路的女孩; !陈小梅进城 ∀讲述的是弃婴陈小梅的

成长故事; !一个藏家的选择 ∀记录了一个六口之
家的藏民为了一个孩子上高中而日夜操劳的生活;

!进城 ∀关注的是农民工李珍惊三次进城务工又三
次返乡的人生历程。 渝派  纪录片往往通过对小

人物命运的关注,捕捉到人物独特的性格和思想,客

观、细腻地记录原始的生活状态,给人最大的感觉就

是真实、质朴、悲壮、顽强, 在内容和意义上, 透露出

渝派 重山重水之间的一种独特的人文内涵。
本世纪美国最有影响的两位女人类学家之一

的露丝 #本尼迪克特认为: 谁也不会以一种质朴

原始的眼光来看世界。他看世界时, 总会受到特定

的习俗、风俗和思想方式的剪裁编排。 [ 3]
纪录片的

本质在于真实的记录, 纪录片, 纪录影片, 一种排

除虚构的影片。它具有一种吸引人的、有说服力的

主题或观点,但它是从现实生活汲取素材, 并用剪

辑和音响来增进作品的感染力 。[ 4]
那么,纪录片在

记录现实生活的时候,不同的人文、地理环境下的创

作主体创作作品时的方式和理念以及在作品中体现

出的精神气质、人文关怀是完全不同的。

渝派  纪录片的创作主体以 重庆广播电视

集团 (总台 )电视纪录片部  的编导队伍为核心。
重庆直辖后,以区县纪录片人为主的创作队伍, 在

创作人员和作品数量上提供了梯队保证。 渝派  

纪录片的创作者是一支 生于斯  或 长于斯  的队
伍,深受重庆地域文化的滋养熏陶。而重申 渝

派  纪录片在选材、内容方面立足挖掘本土人文、
地理资源, 紧扣时代特征。比如重庆是 山城  , 山

是一个重要的符号, 所以在 渝派  纪录片的画面
中经常看到连绵不断的山峰以及具有重庆特色的

梯形  街道,其代表作品!深山望远∀,讲述一段鲜
为人知的旷世真情。刘国江和比他大十岁的寡妇

徐朝清为了躲避世俗的流言,守护自己的爱情, 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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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山中,并创下刘国江为徐朝清开辟 爱情天梯  
的传奇。重庆有 巴渝文化  , 这是个具有鲜明地
域特色的神秘文化, 渝派  纪录片的亮剑之作就
注重此文化的挖掘展现。 !远祖之谜 ∀讲述的是从

一颗距今 204万年的人类牙齿化石开始, 演化出一

部纵横捭阖的人类进化史, 使得人类学家、考古学

家、历史学家纷纷重新审视这一区域; !巴人之谜 ∀
画面唯美,悬念跌宕, 叙事紧凑,给人以至高的艺术

享受。如果说纪录片只是追忆历史, 它的价值还没

有完全体现的话, 那么 渝派  纪录片通过紧跟时
代步伐来实现自己的价值。他们以 三峡工程  为
题材, 创作了 !淹没∀!江上风情∀!旅馆 ∀等优秀作
品,另外, 与央视合作的 !再说长江 ∀,广受好评; 数

年坚持不懈地打造 希望工程系列片  , 如 !三个月
亮 ∀!陈小梅进城 ∀!细细的小雨 ∀等一批代表作令
人叹服; 在农民工进城务工、农村城镇化进程的社

会发展浪潮中, !进城 ∀出炉,讲述武陵山脚下的一

位名叫李珍惊的普通农民对城镇化与众不同的理

解,在重庆 大城市、大农村  的格局下, 为 渝派  
纪录片提供了探索这一课题领域的广阔舞台。

∃性情而工, 情炙而贞 % , 是对重庆人气质与性情

的描述, 渝派纪录片则是这一描述的影像化实

演  。[ 5]
正是 渝派  纪录片人对巴山渝水的热爱以

及这片土地对 渝派  人的滋养, 才有了 渝派  纪
录片独特的人文情怀和对这方热土的纪录呈现。

法国艺术评论家丹纳曾指出: 任何艺术风格

流派的形成,都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

而民族性对艺术的影响尤为巨大。 [ 6]
而今, 电视

和电影已经成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主流传播媒

介,且在影视人类学中, 将影视作为一种记录文化

现象的工具的传统非常深厚。影视人类学在撰写

民族志的过程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随着影视人

类学的不断发展,影视在人类学中不仅仅具有 再

现现实  的功能, 还有 表现现实  、解释现实  的

功能, 纪录片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独立描述文化现

象,解释抽象的人类学观点。 渝派 纪录片从整
体来看, 作品中蕴涵了鲜明的地域特征、人文地理

风情, 其对巴渝文化客观、真实、纯朴的记录、传播

在人类学的层面上又有着巨大的价值意义。比如,

!进城 ∀作为一部典型的 渝派  纪录片的同时, 也

完美地转换为一部优秀的人类学片,将具象的影像

视听语言和抽象的人类学观点融为一体, 从片中

机趣的语言,丰富的民俗场景, 长大 5年的时间跨

度所呈现的变化中, 读解到很多有价值的人类学观

点  ; [ 7 ] !远祖之谜∀让人们直接思考的则是 我从

哪里来  、我是谁  等人类学最基础的问题。 渝

派  纪录片,特别是一些站在人类学高度来打造的

渝派  纪录片,不仅可以助推流派的形成,其本身

的创作、发行又将记录、保存、解释、传播、推介重庆

文化, 还有助于打造重庆地域文化发展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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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Newsreel of Chongqing Schoo:l Having a Shouting of Chuanjianghaozi by

Standing at the Height of Anthrop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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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 rs, the newsreel of Chongqing schoo l has unexpected appearance in newsree l field and becom es the

rising star and becom es an interesting cu ltura l phenomenon. Them ake rs o f the newsreel are ab le to ca ll Chongq ing Schoo l because

the new sree l o f Chongqing School has its un ique crea ting style and spir itua l temperam en t and because a part o f the ir wo rks has

terr ific appearance in anthropology field and has certa in anthropo logy sign ificance in the film and v ideo.

Keywords: new sree l o f Chongqing Schoo ;l crea ting sty le; anth ropo logy in film and v 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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