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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 72 小时》
不多拍不摆拍不乱剪

“壮阔七十年 光影
记忆”电影展映走进

中央戏剧学院

　　新华网北京 10 月 23 日电（苏姗）“壮阔七十
年 光影记忆”电影展映日前走进中央戏剧学院，学
院师生一同观看了爱国主义影片《建国大业》，回
望历史，不忘初心。
　　通过观影，同学们深刻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在走
向胜利的道路上历经磨难，革命先烈们不畏艰难险
阻，用鲜血换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不少同学表示，
作为生长在和平年代的新一代年轻人，要以最佳的
状态投入到学习和生活中，以昂扬的姿态和崭新的
精神面貌迎新时代的挑战。同时，大家认为用电影
这种喜闻乐见的方式回顾历史，在观看的同时接受
了党史国情教育，增强了青年学子的爱国热情，开
展这样的活动，特别是长时间的开展，非常有意义。

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总支常务副书记曲士飞

　　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总支常务副书记曲士
飞放映后表示：“借‘壮阔七十年 光影记忆’电影
展映走进中戏的契机，用电影的方式开展爱国主义
教育，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堂
课。”
　　如今，电影已经成为人们文化休闲生活不可缺
少的一部分，这种艺术形式与大众的生活贴近，易
于接受。“通过包括《建国大业》《古田军号》等
影片在内的电影观摩活动，我们戏剧学院的老师和
同学结合自己的专业进行观后讨论，把专业研讨、
作品观摩、主题教育结合在一起，三位一体，对加
强立德树人，落实‘三全育人’都起到明显的效果。”
曲士飞说。
　　“壮阔七十年 光影记忆”电影展映活动由新华
网、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影股份、华谊兄弟联合举
办，从 9 月 17 日持续至 11 月底，将在全国开展超
过 3000 场放映，走进学校、走进乡村、走进企业，
以电影为载体，重温红色记忆，弘扬民族精神。此前，
该展映活动已经进行了华谊兄弟党委专场、贵州黔
东南三穗县乡村专场、南京艺术学院专场、华谊兄
弟电影世界（苏州）专场、北京师范大学专场等多
场放映，还将于近期走进浙江大学、中国传媒大学
等高校进行展映。

　　日前，由陈晓卿监制、第二季中国版《纪实 72
小时》在腾讯视频播出，新京报独家专访制片人李洁。
李洁表示，《纪实 72 小时》是一个会越看越上瘾的
节目。“我们非常明白自己是在记录当时当刻，72
小时在这个地点的真实场景，那个时间里出现的人
物的内心，不管它是不是够所谓的特殊，也许十年
之后回头再看，你都会觉得很温暖，很真实，很特殊。”

　　日版节目组有三个要求

　　2018 年 6 月，稻来传媒与日本 NHK 首次合作
推出《纪实 72 小时》中国版第一季，在腾讯视频获
得 2.5 亿次播放。
　　日本 NHK《纪实 72 小时》创办于 2006 年，是
一个观察式的纪录片周播栏目，已连续十年被评为
NHK 观众满意度第一的纪录片。用陈晓卿的话说，
这部纪录片的制作模式“极大贴近生活本真状态，
同时又能透过这些表象传递出某种沉静的温暖。”
　　在进行中国版《纪实 72 小时》创作拍摄时，日
版节目组特意进行了模式解读，他们的要求是，可
以在中国进行创新，但是有三个必须要遵守的条件，
一是只能拍摄 72 个小时，不允许多拍；二是保证真
实，绝对不允许摆拍，三是不能打破原有的时间顺序，
三天遇到的人必须按照真实的时间顺序剪辑出现。
　　日版《纪实 72 小时》连续做了十二年，李洁说，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单看一集会觉得，这什么鬼？
好无聊什么的想法，但是看多了会对节目有一个整
体的认知，看了十几集甚至上百集之后，对日本的
社会，日本的民众，日本的性格气质有了一个统一
的了解，这个节目是一个越看越上瘾的节目。“所
以第二季的时候，我们相对更加冷静，也更平静。”

　　拍摄地点大小、多样性有讲究

　　2019 年，《纪实 72 小时》中国版节目组再次选
取了 13 个独具特色的场景，随机记录下出现的陌生
人及他们的故事。被抹布抹得光亮的四方桌和长条
凳，保留几十年前老重庆气息的茶馆，闹市中的付
费自习室、商场里的迷你 KTV、在硕大城市中往来
的夜班公交车……每个日常生活中的角落，都藏着
无数动人的故事。摄制组力图用一个又一个的 72 小
时，来展现当下中国人的故事和内心。
　　尽管保留了“72 小时纪实”的相同模式，但中
国和日本的国情、国民、历史等等因素都完全不一样，
中日两国对于选题地点的差异，也部分体现了两国
不同社会生活的景象。即使在类似的地点拍摄，呈
现出的样貌也并不相同。例如第二集《北京·碎片
时光里的迷你乐园》，是中国近一两年才出现的迷
你 KTV，这是日本没有的。但日本也有一集类似的
空间，日本的 KTV 中常设的单独小隔间。即使是同
样的迷你空间，但日本人和中国人独自唱歌的原因、
各自的状态是完全不同的，日本人的答案几乎都指
向“孤独经济”，而中国则更加五花八门。
　　此外，在剪辑上中日两版也有所区别，日版的
节奏比较慢。由于中国观众的观看习惯是不一样的，
如果节奏太慢，观众可能看一会儿就困了，所以中
国版的剪辑节奏比日版要快一些。中国版节目投放
的主要是互联网视频平台，观众群偏年轻化，所以
中国版设置了一些比较轻松有趣的场景。
　　72 小时的地点选择，节目团队会有几个考虑，

一是人流量适中，人流量太大会比较乱，比较嘈杂，
太小在规定的时间内可能没有足够的人，这是选取
场景的基础；二是人物的多样性，在这个地方来往
的人群类型不会太单一，因为太单一就不会好看；
三是空间是否有记录的意义。

　　哪种类型的人多不可控

　　在固定场所拍摄 72 小时，由此带来《纪实 72
小时》一大特点是，片子的主人公是流动的、变化
的。李洁表示，这种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会让人有点
恐惧，如果真没有人来会怎么样？但让李洁感到“很
不可思议”的是，每次拍摄都是在忐忑不安中度过，
但每次都会有非常好的拍摄对象愿意配合。
　　在连续拍摄 72 小时中会出现很多位主人公，有
时候采访近百人，但节目时长只有 25 分钟。但是拍
摄的三天是有规律的，第一天目的是向大家介绍这
个空间，这个空间长什么样？有什么特点？跟别的
地方有什么不同？人们为什么来这里？是一种拟人
的方法，在刚进入一个空间的时候，首先要去熟悉它，
比如要知道这个茶馆长什么样子，多少钱一杯茶，
有什么类型的茶，人们怎么下单，怎么喝茶，有什
么样的杯子。到了第二天第三天，采访会逐渐深入，
也是一个人在一个场所逐渐熟悉和深刻的过程，在
第一天了解了茶馆之后，第二天第三天摄制组再循
序渐进地倾听大家的故事，整个拍摄是以这个逻辑
在推进的。所以在选取人物故事的时候，摄制组也
会挑选能够符合这个规律的。第一天帮大家解答空
间的秘密，第二天第三天逐渐地把更加深入的故事
展现出来，这样的话就会比较有逻辑地理顺片子。
　　李洁说，在这三天哪些人比较多，是摄制组不
可控的，也许调研的时候学生多，结果拍摄的时候
中年人多，这些都说不定，所以在拍摄之前是不会
刻意避免群体化或者刻意追求群体化的，“节目的
模式决定了我们不会刻意追求或者破除某类人群的，
我们反而是追求人物的多样性，追求故事的多样性
的。”

　　新京报：拍摄《纪实 72 小时》和其他社会类纪
录片相比，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李洁：最大的困难是，由于模式给了我们创作
者一个很大的禁锢和限制，一你不能拍超过 72 小时
的素材，二不摆拍，一切都是最真实的状态，三你
人物出现的顺序不能更改。这样的话，假如你第一
天遇到一个特别特别难得的好故事，也只能把它放
弃，因为根据原版的模式，第一天我们还不能进入
到人物的内心去，第一天更多地还是进行空间还原，
如果第二天第三天你遇不到那么好的人物怎么办？
就算碰到了好人物，你采访不出来，人家不肯跟你
说，又怎么办？如果拍到一半发现人物很不好，那
就只能放弃，准备好重新开拍的时候从开始的时间
再往后算 72 个小时，所以真的是很难很难的节目，
它不会像其他社会类纪录片那样给你一段比较长的
时间去了解主人公，你只能在最短的时间，从相遇
到离开一共不超过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去跟他对话，
这是需要非常多的经验积累和采访技巧才能完成的。
也是我们从去年到今年第二季结束一直在努力提升
的部分。采写 / 新京报记者 刘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