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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福建地貌人文

“八山一水一分田”是对福建省地
形地貌的形象描述，意味着在福建省的
陆地面积中，大约80%是山地，10%是水
域，剩余的10%是耕地，隔台湾海峡与
台湾相望。福建位于我国东南沿海，历
史上曾有郑和七下西洋的典故，泉州市
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目睹了中
国国际贸易的蓬勃发展。福建也是闽南
文化、客家文化、妈祖文化、朱熹文化、
革命文化等多种地域文化的发源地。

技术新、理念新、风格新，作为拍摄
对象的山川或者城市，《航拍中国》用
50分钟的故事，利用摄像机涉及到风
景、习俗、人文，在福建的主题里，利用
新技术为我们打开新的视野为我们传
播正能量，并且将福建的美丽播撒到人
们心灵深处。

《航拍中国》追求的是极致的美，纪
录片擅长的是画面捕捉与人文故事追
逐主题，用故事剧情牢牢占据我们的视
野，不仅为我们传达了讲述者的心灵力
量，还能与我们有情感上的交流。福建
篇通过镜头的拉升与情绪的铺垫，将福
建能够拥有长久活力的原因展现在我
们的眼前。

和四川篇相比较，福建保持着对外
开放的旺盛活力，四川深处内陆腹地，拥
有丰富多样的地理风貌，又有少数民族
聚居地，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山地森林
和沿海外贸上的碰撞，四川追求现代化，
纪录片更详尽的介绍四川地理上独特的
风景，比如高原、九寨沟、岷江和都江堰，
而福建则因为保存了大量古村落更加侧
重于讲解他的人文历史，习俗文化。

武夷山位于江西与福建西北部两省
交界处，“二曲亭亭玉女峰，插花临水为
谁容。”朱熹曾顺着武夷山的九曲溪逆流
而上，写下《九曲棹歌》，他听到舟子渔夫
所唱的歌曲，写下这首名篇，将九曲溪的
美名传播到海内外，人们从此对武夷山
多了一份魂牵梦萦。在构图上，摄像机的
主要目的就是突出主体，画面简洁，尽可
能避免出现不相关的因素，飞机在旋转
过程中侧重于表现武夷山的美，人美、水
美、玉女峰的美，可以看到整体画面构成
很干净，从桐木关断裂带V形的峡谷精确
到人们的生产生活，武夷山发展的过程
中离不开人与自然的相互探索，这里既
是鸟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也
是正山小种的起源地。

在航空摄像机的镜头下，下梅村每
日的生产生活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看
到人们在古色古香的小镇里晾晒茶叶，
然后通过当溪水路运往内地。

《航拍中国》整体的色调偏暗，跟随配
音的对白走进人们的生活，随着动人的语
调听老师讲述一个个小镇的故事。漳州市
南靖县塔下村的客家土楼，人们在里面洗
头漱口，打闹游戏，为了真实地表现人们
的生产生活，我们跟随着人们的脚步在他
们背后、头顶将客家土楼的内景航行视野
展现在眼前，福建篇大部分的视角都在上
空，我们看到他们祭祖游龙的节日风俗，
他们在镜头下欢歌起舞，汇聚一堂，我们
跟着镜头分享他们的喜悦。

为了追寻画面的质感，在拍摄风景
和节日时，需要配合天空的心情，拍摄霞
浦滩涂时，太阳从云层的缝隙投下阳光，
将一副美轮美奂的画卷展现在镜头下，
给我们看到了霞浦最美的自然风光。

航空摄像机打破了以往2D的摄像
角度，它将风景民俗用更加灵活的视角
把画面传达出来，在福建篇，除了福建
的历史名人，还结合了现代重大发展工
程，从武夷山到沿海部分地区，我们也
把目光从古镇投向了现代城市。在拍摄

的过程中，飞行器往往做水平距离或垂
直距离，在碎片化的素材里，配上解说
让我们对本地的地貌有个基本的了解，
我们随着镜头的转播看到福建的中心，
福州。

航拍纪录片往往蕴含人文之思，福
州，这里走出了许多对中国历史起到重
大作用的人物：虎门销烟的林则徐、洋
务运动中的沈葆桢、开启近代启蒙思想
的严复、辛亥革命中的林觉民、新文化
运动中的冰心。镜头对准了这些福建历
史上的官宦名流，在他的讲述下，我们
可以看到福建拥有一种开拓创新的拼
劲，人们不会对古板腐朽的陈词滥调共
情，只有对命运顽强拼搏，才符合福建
人的性格。

在福建篇，讲述者提出了一个发人
深省的问题，泉州曾是世界上最开放的
城市，然而1492年，哥伦布首航美洲，
而明朝就在洪武年间实行了海禁。回到
改革开放，1979年7月15日，中央正式
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
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迈开了改革
开放的历史性脚步，对外开放成为中国
的一项基本国策。

经历挫折后，我们看到生活越来越
需要变革，创新、改革、修正都是拉动生
活品质的必要需求，我们不会忘记曾经
为了国家的进步一步步将封建思想解
放出来的历史。

二、《航拍中国》之福建篇的美学

在《航拍中国》的纪录片里，往往航
行的视野随着地理地貌的特点进行介
绍，比如四川盆地，西边是雄伟的山脉
和高原，中部和东部就是深陷的盆地平
原，而介绍就从北向南，顺着险峻的山
脉梳理下来。福建位于沿海，北面背靠
武夷山向沿海经济区靠拢，于是航行的
足迹就包围了整个省份的边缘，由武夷
山到客家寨再到霍童古镇再到湄洲岛、
福州和鼓浪屿。

将景点串通，完成全新的作品，我
们可以从《航拍中国》的美出发，看导演
是如何为我们讲故事、创造美的。

有研究者认为，远距离俯瞰让一切
事物都变得渺小，让一切运动变得缓
慢。近年来，航拍已经能够在空中自由
模拟鸟类的姿态拍摄地面。我们从福建
地理的拍摄过程可以看出来，美就是空
间存在的意义。人文地理纪录片已经让
一个地区的标志成为人们了解世界以
及产生情感共鸣的媒介。

在航拍镜头下对于导演来说最需
要的是主题，围绕主体进行衔接，让故
事透过镜头呈现在观众眼前。为了一次
次将画面呈现到美轮美奂的程度，导演
需要创作点睛之笔，给与画面层次。图
像中的元素吸引观看者的不同角度，福
建篇里面的各种独特建筑物，比如罗星
塔、老子像、郑成功像，将人文的深思用
航拍的视角传播到记忆深处。人们遇到
这些象征着海运精神的建筑时，想到的
是历史，是未来。

对于福建人来讲，妈祖文化在他们
的习俗信仰里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妈
祖文化既在当代拥有尊重女性、创新改
革、不畏俗流的积极意义，还有对本地
人、反抗、宽容、归乡、坚持的特殊情怀。
从福建地理出发，朱熹、陈淳、妈祖、陈
嘉庚的故事，让人们关注到福建悠久的
人文品质，他们的做法不仅仅影响了福
建的思想精神还传播到国际上，让人们
深深地反思遇到的困难和决定。

民风民俗养育地域文化，虽然《航
拍中国》讲述的是中国地理，但是真正
贯穿其中的是我们的精神信仰。我们去
看他们的生产生活，不仅仅体现在缓慢
自然、节日喜庆，还有人们对于生活的
准确定位，不服输、不懈气、不气馁。现

实才是人们在镜头下更加显著的美。
美国的道格拉斯·凯尔曾说过“如

果镜头不是电影中指示意义的最小元
素单位，那么至少也应该是电影环节中
最小的元素单位。”

麦克·卢汉说过“这里说的镜头是指
基础的镜头：又称为电影镜头或电影画
面，是影片结构的基本组成单位，指摄影
机从开机到关机不间断拍摄的一个片
段，是电影造型语言的基本视觉元素。”

纪录片的影像叙事就是以镜头为
基础的时空叙事，镜头所呈现的画面传
达了讲述者的灵魂质量，我们不仅看到
画面里的山川名流，还有画面外人生的
思索，我们的纪录片将故事缓缓讲来，
给我们的生命创造出点睛之笔，每一次
对未知的迷惑都在纪录片里面找到持
之以恒的信念。完整的故事就在我们的
生命里路过，将生活进行到底。

《史记》中“自然地理环境就是地域
审美意识形成的基础，体现出自然环境
与人文环境的关系。将文化与地域紧密
地联系在一起，来记述政治、经济、审美
意识及其艺术上的差异。”

福建由于地理上和台湾海峡隔海
相望，同时通向外贸经济，在历史上就
拥有独一无二的交流环境，不仅仅在古
代就与外国相互往来，而且其文化氛围
也影响到了东南亚和相邻的台湾。开
放、包容、奋进这些都是福建的特色，面
向国际、面向世界，人们都为了更好的
明天顽强拼搏。

三、福建篇的线性时间叙事

法国著名电影理论家马尔丹曾在
其著作《电影语言》中说道，“电影首先
是一种时间上的艺术……只有延续时
间才能具有美学价值。”

不同于四川篇的叙事时间是根据
地理位置讲述当地风貌，福建篇的叙事
时间是通过节日来表现人们的特点和
性格。在福建篇里，解说到客家寨过年
时游大龙，祭祀先祖，霍童线狮、妈祖祭
祀这些充满人情的祭祖仪式。

跟随解说的角度，我们一步步从山地
向外海投来眼光，从埭美的红砖古厝走到
福州的三坊七巷，我们看到古代与现代交
错，当三坊七巷出现了唱戏的优伶，我们
的眼光一下就被这个地方吸引了注意力，
福建有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泉
州簪花、软木画、厦门漆线雕技艺。

故事情节的节奏让不同场景画面
或镜头组接，在纪录片《航拍中国》制作
中利用空间想象创造故事情节，需要拍
摄的画面有明确的主体及叙事结构，利
用画面构图造型创造空间想象力，是福
建篇的独特美学。在客家寨我们可以看
到人们在土楼里洗头漱口，打闹嬉戏，
上学做饭。这时候引出一对堂联“一本
所生，亲疏无多，何须待分你我。共楼居
住，出入相见，最易注重人伦。”将剧情
引入主题，强调团结本分，和谐安宁，一
下就看出来客家人的友好和睦。

在稍纵即逝的画面里，我们追随故
事情节看人们的习俗习惯，将自己的感
情代入纪录片里，与画面里的人同喜同
乐，就能体会到人间烟火的氛围。追逐
画面，将画面统一起来，人们都说纪录
片是碎片化的时间，实则不然，纪录片
要像雕塑一样将整体刻画得栩栩如生，
让纪录片活过来就需要摄影师的巧手，
一种足以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才能带
给故事和题材创新。

讲故事不仅要从身边入手，还要从
逻辑上入手，相信海量的素材能带给人
们启发，在启蒙思想的过程中，纪录片
不仅仅带领我们将时间铺垫在脚下，更
让岁月有了更多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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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纹忠的《乌勒苏泊》是一部
充满说服力的报告文学作品。这
种说服力源于详实的数据，而详
实的数据则源于安纹忠持续多年
的跟踪调查——他的脚步到哪
里，记录与书写就延伸到哪里。

从烤钢炭到用电炉烤火，这
是人们取暖方式的变化；从当初
的土坯房到火砖房，再到漂亮的
教学楼，这是拖乌民族小学的校
舍变化；从当年的滥砍滥伐到如
今连一棵树都不敢碰，这是人们
生态观的变化；曾经没有钱供孩
子们读书，如今却先后走出1名
博士生、4名硕士生和25名本科
生。这是桃花寨的前世今生。
2016年10月，结盟新寨启动建
设；2017 年 11 月，36 户村民全
部搬进了新寨。“外观风貌以红、
黄、黑三种颜色为主色调，由云
朵、火焰等图案融合绘制而成，
集住宿、观光、休闲、文化科普教
育等功能为一体。”这是彝海镇
副镇长安金发的详细介绍。米谷
新村六组，来自马头乡的有126
户，来自窝堡乡的有12户，来自
青纳乡的有7户，来自森荣乡的
有20户，共计165户，800多人。
在这里，曾经“山高、坡陡、水急、
路难行”的困境已不复存在；在
这里，没有凶恶的野兽来搅扰或
袭击；在这里，年年有年猪可杀，
有的甚至一年杀两头；在这里，
房前屋后遍植蔬菜和经济林木。

一个个村、一处处寨，都是
乌勒苏泊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也是如今包括彝族在内的各族
百姓安居乐业之地。曾经的“行
路难、通信难、上学难、就业难”，
如今变成了“吃肉不愁、住房不
愁、读书不愁、治病不愁”，今昔
对比反映出的是乌勒苏泊的渐
变之路和发展之道。

作为一部文学作品，《乌勒苏
泊》自然有文学性的流淌。否则，
它就会沦为新闻报道，只讲究事
实，只在乎时效。如今的桃花寨是
什么模样呢？“过去的那片沼泽地
已经无影无踪，水泥平房和瓦房
鳞次栉比，沿着自北向南稍斜的
坡地建成，房前屋后都挂着金灿
灿的苞谷棒子串；坡上坡下，花椒
树一叶无挂，露着红黑相间的果
实；寨子西侧的山坡上，牛羊成群
——好一幅素描着彩的山寨冬韵
图。”锦屏山是什么样的呢？“锦屏
山四季变化，色彩斑斓，丰富多
彩，不变的是仰望蓝天的执着；雅
砻江四季变化，或浊浪滚滚，或碧
水悠绵，不变的是对大海的追
寻。”兰棚里的兰花是怎样的呢？

“夕阳从西墙的透明窗射进兰棚，
兰草的叶子细而长，一条条叶脉
清晰可见，它们千姿百态，婀娜多
姿。墨绿的叶子嫩得弱不禁风，有
的长叶中间套着加固环，看得出
主人的悉心呵护，但那一片片迎
风而长的叶子又显得多么倔强而
富有生命力。”这里的美，一直让
安纹忠念念不忘。

从这个角度来看，《乌勒苏
泊》不失为一部引人入胜的散文

集。其文辞优美，并非刻意为之
的渲染，而是情感真挚表达后的
自然流露。因此，它的感染力是
显而易见的。这些蕴含着美的文
辞，升腾着抑制不住的诗意。这
是属于这片土地的诗意，让人更
有信心和责任感，投身其中，为
创造美好生活奉献自己。在美丽
画面的背后，氤氲着热腾腾的气
息，流动着炽热的情感。归根到
底，这是安纹忠对乌勒苏泊这片
土地深深的爱。

文图并茂，是此书的一大亮
点。雅西高速公路与国道 108
线，如长蛇般蜿蜒穿越崇山峻
岭，为桃花寨打开了一条通往山
外的通途；牧羊谷彝寨前的冶勒
湖，蓝得令人心疼、心喜，甚至有
奋不顾身投入其中的冲动；姑鲁
沟田园里，山峰的险峻与壮美、
梯田的绿油油与层层叠叠、民房
如珍珠般洒落，镜头里的一切，
何止是地灵人杰？彝海镇鲁坝新
村披着雪衣，在春风里孕育着新
的希望，积攒着新的能量，一排
排整齐的红色瓦房正诉说着走
过的发展之路。“星空花园”菜花
市中，菜花的黄、舞龙的红、山的
青、树的绿，在画面中各自缤纷，
令人陶醉其中并心生向往。

除却整体勾勒出乌勒苏泊当
下的模样，安纹忠更写出了为这片
土地谋划未来、注入活力与希望的
人。开“牧羊归”民宿的陈丽、种植
花椒林的沈月发、到马头乡虫园村
小教书的凌元香老师、在安宁湖畔
种橄榄的北大博士林书任、在房前
屋后遍植佛手柑、花魔芋、核桃的
李万彬、热情介绍高阳街道石长屯
社区农文旅田园项目的钱华平、选
定冕宁打造油橄榄基地的林春福
等人，皆在他的笔下留下了灿烂的
笑容、宽广的襟怀以及努力奋斗的
背影。让这些人物出场，不是带着
隔阂的表达，也不是只有侧面的勾
勒，而是让他们说话，有言语、有行
动、有表情、有心跳。

在与作者交流时，曾经摆渡
半生的李万彬欣喜地说：“这是
花魔芋，最大的有三十斤，这房
前屋后，旮旮旯旯都种上了东
西；这是佛手柑，种了好几十棵；
这是白芨，很好的药材，明年准
备多种些；那是柑橘，种了一大
片。沟那面还有花椒、芭蕉，山上
还有不少核桃树。所以，你们需
要什么、喜欢什么，就说一声，我
送给你们。”言语中，有充实的当
下，有美好的期盼，有爽快的分
享。这日子，过得滋润生香，是确
然的。是的，这里曾经山高路远，
曾经很是贫穷，曾经困境如山，
然而，这里也是一块风景美、底
蕴深、人们敢于拼搏的土地。

正如安纹忠在《序幕》中所
言：“天空的红在扩展，乌勒苏泊
的红在蔓延。四周的红枫树和不
知名的红叶树，枝枝叶叶，从暗
红到紫红到深红到大红到火红，
像熊熊燃烧的焰火，轰轰烈烈。”
这是关于乌勒苏泊风景的描绘，
从小到大、从少到多、从局部到
全部。与此同时，这又何尝不是
对美好生活的细细勾勒？勾勒出
的是当下，亦蕴含着对美好未来
的无比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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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作家赵剑云创作的儿童长篇小说《槐

米》近日由安徽少儿出版社出版发行。

作为一部讲述善意与成长的长篇小说，《槐

米》主要讲述了11岁的善良女孩槐米，虽然从

小遭遇不幸，但无论面对何种困境，她总能凭借

自己的刻苦勤奋积极应对；面对生活和未来，始

终用最大的善意对待世界，用心守护亲情和友

谊，最终赢得了老师和同学的关心和友谊，得到

了婶婶的尊重和爱。

赵剑云，甘肃秦安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甘肃省领军人才，三次入选甘肃儿童文学八骏。

曾获第四届《小说选刊》年度新人奖、冰心儿童

文学新作奖、敦煌文艺奖、黄河文学奖、甘肃省

优秀图书奖、第三届都市小说双年奖等。作品入

选“中国好书”月榜图书、中宣部“优秀青少年读

物出版工程”，“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项目，中宣部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出版

物，全国中小学图书馆（室）推荐书目等。主要作

品有《阳光飘香》《敦煌小画师》《米路的海》《不

会在意》等。

据新甘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