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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但是，还有书籍》让我们看到一

群人，在默默守护文学，抵抗着时代的浮躁，
在浩瀚的书海里，杀出一条血路，争得一片

土地；那么从《我在故宫修文物》到《人生一
串》再到即将上线的《我们的国家公园》《小

小少年》等，“用年轻的语言讲好中国故事”
的 B站近年来在爱奇艺、腾讯视频和优酷的

夹击下，同样杀出了一条血路，逐渐成为爆

款纪录片聚集地。

网感，未必是迎合
作为一部网生纪录片，《但是，还有书

籍》令人倍感欣喜和振奋的是纪录片的后续

效应———片中提到的一些冷门书籍，被青年
观众放入了购物车。在纪录片第一集上线的

第三天，作家袁哲生的小说集《寂寞的游戏》
在出版社官方淘宝店卖出 700多册，临时紧

急加印 8000册；同样一度断货的还有中华

书局的《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在纪录片更
新期间，这部作品售出千余册。

与网红主播、偶像明星动辄千万级的带
货能力相比，图书千册的销量并不惊人，但让

冷门纯文学以及历史书籍在热衷发弹幕的年
轻一代中走红，足以证明纪录片的文化穿透

潜能。在业内人士看来，《但是，还有书籍》是继
《我在故宫修文物》后，又一部用
青年审美打开市场局面的纪录

片佳作，其背后传递出一个市场信号：所

谓青年观众好评多多的“网感”，绝

不是指低姿态的迎合，而是基于文

化深度与情感温度的创新表达。

文化，也可以年轻
其实，这远不是纪录片在 B站

这个青少年云集的平台上的第一次

突围。自从和旗帜传媒联合出品了
爆款纪录片《人生一串》后，B 站便

着重在新媒体纪录片领域发力，并
逐渐成为国内最大的纪录片出品方

之一。截至目前，B站纪录片用户突
破 6500万，年轻化的纪录片受众正

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长。

缘何？因为 B站的纪录片不仅
有一颗文艺的初心，更有生活的烟

火气，它们讲述熟悉的生活日常，又
轻盈地解剖其间的人情和文化。让我

们翻翻 B站 2020年纪录片排播表，
《小小少年》将跟踪拍摄“痴迷”于自

然、科技、艺术、运动等不同领域的天
赋异禀的孩子，记录他们与众不同的

成长故事，当一个孩子痴迷于一件
事，会爆发出怎样的想象力和创造

力？什么是大学的味道？是平时挑三
拣四，一个月不吃又会想念的食堂

味儿；是懒洋洋窝在宿舍，搭配综
艺节目的外卖午餐，是住校时的百

般嫌弃，离开之后又无比怀念的黑暗料理，
《大学美食图鉴》相信会写满美食与青春的

故事；看过那么多外国自然风光类纪录片，
我们自己的呢？《我们的国家公园》一网打尽

丰富而瑰丽的地貌、珍稀神奇的精灵、多样

化的动植物资源、激动人心的生命历程⋯⋯
日常题材、人文视角、形式新颖，B站经过几

年摸索，对于用年轻化的表达方式讲好中国
故事，越发娴熟。 首席记者 孙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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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过去的世界读书日，

一部 5 集纪录片《但是，还有

书籍》在首播 4个月后重又被刷屏。

它以极尽温柔的方式，将镜头聚焦

于编辑、译者、二手书店老板等隐身

于书背后的爱书人，用细腻的笔触

描述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百样图景；它

没有死气沉沉掉书袋，不时露出的清

新动态手工插画和胡歌充满磁性的

旁白，让人安静下来，获得力量和慰

藉；它去年底上线哔哩哔哩（以下简

称 B 站），B 站 目 前 总 播 放 量

652.9万次，豆瓣评分 9.2，颇
受年轻人喜爱。

    纪录片在中国，总体上日子不太好过。 此番年

轻人拍摄的纪录片在 B站上整体崛起， 是新时代

的一个喜人的现场。

在所有影视作品中，纪录片的拍摄难度是最高
的———有营养、有知识、有见地、有故事的真实纪

录，还必须捕捉到尽量真正发生的镜头。 在计划经

济时代， 举全国之力于 1953年 7月成立

的中央新闻电影纪录制片厂，成为上世纪
改革开放前国内观众在电影院正片前观

看的纪录片《祖国新貌》的出品方。

在艺术院校里， 不读到硕士程度，是
学不到纪录片拍摄技能的。 拍摄纪录片，

需要敏锐的新闻视角、 耐心的随时跟拍、

精妙的叙事能力、 高超的社交技巧等

等———而且，随时“在现场”的高强度精力
投入，因为，拍纪录片永远是“一遍过”，错

过就是错过———后期补不上了……

纪录片整体不如影视剧景气， 是可以
理解的常态。但是，B站上喷涌而出的年轻

人拍摄的以青年观众为目标群的纪录片，

以对生活的炙热之情，对知识的热切渴望，

形成了好比一个视频版的“知乎”———以真
实的生活画面展现的关于现实生活的问与

答。他们对生活提出设问句，然后以拍摄纪

录片的方式给出答案。

不止于 B站， 腾讯公益板块注重于

寻访全国各个非遗项目，并一一拍摄成纪
录片，保存了一大批即将消逝、扎根于大

地的生活方式。 爱奇艺、优酷等也致力于
纪录片的投资与拍摄， 激发了不少有情

怀、有理想的年轻人投身这一行业。

是新时代的机遇，让视频网站转而成

为上市公司。 因而，这些上市公司里的视
频网站， 具备了拍摄纪录片的最大优

势———钱袋充盈。 使得纪录片团队可以完全从创作、

制作角度出发， 没有后顾之忧地投身其间甚而可以
试错。胸怀大志与激情的青年纪录片从业者，遇到了

同样有情怀的同龄人掌控的上市公司， 加上对这份
土地的深深热爱，造就了当下视频网站纪录片的蓬勃

“起势”。

今后， 期待这些新媒体背景的纪录片能够在选

材、角度和观点上不仅仅限于生活，更能让全年龄观

众也深深着迷。

《风味人间》第二季昨上线

苦味的最后是甘甜
    “喜玛拉雅南麓，两百米的高空，

没有任何防护，以最原始的方式，置
身凶险之境，只为获取一种甜蜜食

材。”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由陈
晓卿团队出品的《风味人间》第二季

昨晚准时上线腾讯视频和浙江卫视，
一开篇就先声夺人。50分钟不知不觉

过去，这一季到底香不香？香。

美食更具象
如果说尼泊尔的“蜂蜜猎人”遵

循最原始的猎蜜手法，几乎毫无防护

地在陡峭的悬崖上与危险的蜜蜂搏
斗，以获取“崖蜜”这一珍贵食材置于

开篇，是顺从获取、加工、烹饪的讲述
逻辑，那么《风味人间》这一季的第一

集，选择的也正是带给人类美味初始

体验的———“甜”。不仅有蜂蜜的甜、蔗

糖的甜、食物原有的甜，还有由甜作用
出的复合味道。节目不仅表现了不同

地区对于“甜”的运用和程度把控，还展
现了苦与甜两种相反味道的关系：比

如扬州的翡翠烧麦，放盐提鲜以衬甜，
糖无从找寻，而甜无处不在；比如镜头

最后落在的那道苦瓜汤上，李立宏的

声音传来，“苦味的最后便是甘甜”。
节目制片人张平介绍说，在设计

这一季内容的时候，设想的是能产生
对比的有趣效果，所以每一集都划定

了一个相对具象的内容，比如：《甜蜜
缥缈录》、《螃蟹横行记》、《酱料四海

谈》、《杂碎逆袭史》、《颗粒苍穹传》、
《鸡肉风情说》，然后在同类食物中

“连连看、找不同”。

诚意看得见
从预告片中，我们就早早得知第

二季拍摄了超过 300种美食，寻遍全

球 25个国家和地区。但拍得到底好
不好，还等昨晚揭开锅盖。其实，观众

很熟悉的“甜”并不好拍，第一集放完
确实也没有什么食物一下子堵塞了

线上销售通道，但腾讯上短短两小时

超过 3000万次的点击数，足见团队
的诚意没有被辜负。

一方面，《风味人间》虽然目标为
“自然地理人文类”纪录片，但大量的

学术积累、细致的田野调查，以及更
深层次的人文思考都被隐于其后，主

创们努力将最好看、最有趣、最少说
教的东西呈现在前端。比如，翡翠烧

麦和千层油糕这两道扬州早茶名

点在片中总共出现了 4分钟多，

但你可能想象不到，这两道点心制作

拍摄了足足 4 天，每天拍十几个小
时。被拍摄的白案王猛说，等待邂逅

美食，花了很多时间。
另一方面，这又的确是一部扎扎

实实的“自然地理人文类“纪录片，一
个个生动的人间故事，裹藏在风味

的甜酸苦辣里。第一集里尤其令人

印象深刻的是那道苏州人最爱的桂
花糖水鸡头米，质地娇柔，吹弹可
破，镜头不仅完整呈现了鸡头米

的采摘和制作过程，更合着农

民收工的画面，配上了汪曾

祺的文字，“鸡头米老了，

夏天就过去了”，诗意

流淌，又丝毫不显

造作生硬。

首席记者

孙佳音

马上评

在片子里找答案
□ 朱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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