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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火做饭，只用提前准备好的食物度日，用这种对自己的

克制，表达对草原的尊重。他们会善待曾经帮助过人们的

骏马，禁止猎杀母鹿和小鹿。鄂温克人将果树看成上天赐

予他们的珍贵礼物，不取尽用竭，不肆意损坏，在采摘时不

损坏枝条。千百年来的游牧生活，让这里的人们积累了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丰富经验，人们对自然的索取和回馈始

终保持着平衡，与万物相生，都有着自己的法则。千百年来的

生活经验告诉他们，草原非常脆弱，一旦被破坏，恢复起来十

分困难。他们认为，大自然是人类的母亲，要像爱自己的生命

一样去爱护大自然。他们把草原、山林视若珍宝，更用传唱歌

谣的方式教育后人热爱身边生机勃勃的植物和动物，遵循

“只取所需”的法则，对自然始终怀着感恩的情怀，因此才在

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守护了这片富饶美丽的家园。
纪录片《记住乡愁》用镜头记录传统文化，将村落文化、

村落历史与村民生活相辅相成地展现出来，使受众从多方位

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介绍传统文化的同时，向受众传递

了“忠孝勤俭廉，仁义礼智信”的中华传统美德，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观众看完《记住乡愁》后，可能不能立刻通晓仁义礼智

信，但是哪怕只是记住其中一个小小的故事，也能如孔融让

梨般受益终身。这其实恰恰提升了我们文化的传播效率。观

众在感悟中自我审视，端正自己的价值观，提高文化认同。

三、结语

相较于城市的现代化面貌，乡村更多地保留了古老传统

的文化原貌。在这部纪录片中，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

多元化，更让许多被世人淡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重新进入人

们的视野，激发起世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增强民族

的文化认同，使得逐渐流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重新得以保

护，避免越来越多的稀有文化被掩埋在历史的长河中。
此外，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的巨大变革离不开我

国自身的历史根基和文化底蕴。我国是一个文化大国，随着

现代化科技的兴起，我们更应该守护好属于中国古老且最宝

贵的本土文化。现如今是全民信息时代，消息的传播速度已

是分秒之间，我们更应该利用媒体形态的多元化、先进化，让

更多的受众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做到真正的文化共享。与

《记住乡愁》这部纪录片相类似的节目并不多见，影响力和传

播覆盖率还是杯水车薪，更多的媒体人应投身到传承和发扬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事业中去，努力将新时代的新元素与传

统文化相结合，与时俱进地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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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老艺术与现代传媒的完美结合

素有“百戏之母”美誉的昆曲，唱腔优美，程式规范，集

文学、戏剧、表演、音乐、舞蹈、美术于一体，融合了歌、舞、
介、白各种表演手段，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载歌载舞的

表演特色。作为“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昆曲，

其强大的生命力和鲜明的文化特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艺

术中的珍品。作为中国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昆曲的纪录片，

《昆曲六百年》运用现代传媒的表现手法，通过再现、动画

和空镜等先进数字化技术，将当代艺术理念、现代传媒手

段与传统的戏剧表演艺术完美地融为一体，将昆曲这一古

老而又流动的艺术演绎成为一个直观的、形象的有形载

体，让观众穿过六百年的宏阔时空，观看一幅真实的昆曲

长卷，拉近观众与中国昆曲艺术的历史距离，其生命、气息

和律动在镜头里逐一舒卷而去，又在光影变幻中款款而

来，取得了良好的视觉传播和文化普及效果。

二、《昆曲六百年》中的苏州因子

在这八集的纪录片中，有一个无法回避也非常重要的

拍摄地———苏州，了解昆曲六百年的发展历程，作为昆曲

发源地的苏州是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整部纪录片以苏州

作为主要拍摄场地，在历史与现实的时空转换下，在远近

镜头的闪回画面里，在蒙太奇式的场景交错中，苏州这座

有着 2500 多年历史的城市面貌便次第展现在观众面前，

她的每个窄巷、每条小河、每座石桥，无不刻着历史的沧

桑，凝结着沉甸甸的文化，给我们清晰地勾勒出一个具有

浓厚历史味道和隽永文化传统的江南城市形象。精致典雅

的昆曲为什么会产生在苏州？纪录片在梳理昆曲的前世今

生时试图还原这一艺术原生地的水土文化特征，挖掘根植

于内里的强大地域基因。
六百年前的昆曲能够在苏州这块土地上诞生并发展

壮大，是与当时苏州的经济发达分不开的。片中介绍苏州

在明中后期经济繁荣，交通发达，商旅往来频繁，成为中国

东南首屈一指的大都会，繁华程度超过了当时的两个都城

北京和南京，其每年向中央交纳的粮食和税银占到了全国

的 1/10，皇帝的吃穿用几乎都由苏州提供，给出了当时全

国最高的生活标准。如在第一集《前世今生》中，就有一段

专 论视听解读

昆曲与苏州的“前世今生”
———评文化纪录片《昆曲六百年》
□ 孙士现

摘要：大型文化纪录片《昆曲六百年》运用现代传媒的表现手法，将当代艺术理念、现代传媒手段与传统的戏剧表演

艺术完美地融为一体，再现了昆曲这一古老艺术的前世今生，让观众穿过六百年的宏阔时空领略昆曲的多彩风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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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表现了明朝中后期苏州的繁华景象，画中人物活动了

起来，或在菜市场讨价还价，或在戏园里听戏吃茶，或在江

河中泛舟游览，十分热闹。

三、苏州对昆曲艺术的文化助力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素有“天堂”美誉的苏州不仅自

然风光旖旎，更重要的是这里物产丰饶、经济富足，物质条

件的极大满足促进了人们对精神世界的不断追求，造就了

民间艺术和精英艺术的加速交流，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文化

自觉。正如朱栋霖所说：“由于江南文化的崛起、苏州杭州

地位的攀升，明清两代，苏州和苏州周围文人的文化和审

美趣味成为领导中国文化的潮流。”无论在书法、绘画、工
艺美术方面，还是在文学、戏曲、园林艺术方面，苏杭周围

文人的文化和审美趣味领袖中国艺坛风骚。昆曲诞生于苏

州不是历史的偶然，这块昆曲艺术原生地的地域文化、人
文气息对昆曲的发展传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苏州园林与昆曲的相生相长

提到苏州不能不提园林，触摸昆曲更不能离开园林，

苏州园林在昆曲的发展历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整

部纪录片用了大量镜头去捕捉苏州园林的各种姿态，努力

呈现出苏州园林的古典美学，用动态的画面配以丝竹清

音。苏州园林里曲径回廊、亭台楼榭、假山奇石、小桥流水，

虽小巧精致但尺幅千里、风雅可人，纪录片有意将苏州园

林描绘成昆曲最初成长的摇篮，也是看到了苏州古典园林

与昆曲在精致细腻、淡雅写意上的相通，片中除昆曲影像

资料外一律将昆曲悠扬的唱腔和曼妙的舞姿置于古典园

林的九曲回廊之中，将二者的交融贯通、相生相长表现得

淋漓尽致。片中重要的两出戏都取景于苏州古典园林：《牡

丹亭》正是从女主人公杜丽娘游园开始的，“不到园林，怎

知春色如许，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长生

殿》的镜头在园林中慢慢展开，“春色撩人，爱花风如扇，柳

烟成阵”，“惟愿取，恩情美满，地久天长”，将唐明皇和杨贵

妃缠绵的爱情细腻地表现出来，在园林的春色掩映中弥漫

着两人的爱恨情愁。
园林中的春夏秋冬、风花雪月，一一化入曲中，片中和

着昆曲悠扬的旋律而缓缓舒展的苏州园林同样令人魂牵

梦萦，园林和昆曲一起构成了中国人几百年共同拥有的一

处精神家园。正如片中解说词所说的那样，几百年的时光

就这样凝固在园林的一砖一瓦上，几百年的时光就这样流

动在昆曲的一唱一和中，园林与昆曲的相宜共生正体现了

古人天人合一的传统哲思和美学追求。
（二）苏州文化古迹承载了昆曲的蓬勃发展

苏州作为一座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名胜古迹俯拾皆

是。《昆曲六百年》中撷取了几个与昆曲有关的文化古迹跌

宕开来，让人在细细品味中感受着源于历史的那份厚重。
当开篇第一集《前世今生》的镜头打开时，由远及近俯瞰苏

州，映入眼帘的是有着“吴中第一名胜”之称的虎丘山及虎

丘斜塔，其中有一处可供千余观众安坐、倾听名家演唱的

“千人石”，明清时代每年中秋前后在这里举办的唱曲大会

是当时的一大盛会，片中再现了当时的虎丘山曲会场景，

让人遥想当年唱昆曲的盛大狂热场面。虎丘千人石上的昆

曲迷，悠扬的笛声穿过花窗，翻过粉墙，在苏州的大街小巷

中回荡，在城市的喧闹中听到了一片宁静。《昆曲六百年》

中多次提到的另一处古迹就是苏州五亩园，即现在的桃花

坞大街，它是苏州昆剧传习所的旧址，也是现在苏州昆剧

院的所在地，是昆曲传承脉络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五亩园

原为著名设计师、苏州人贝聿铭叔父贝晋眉的家产，1921
年已是苏州昆曲曲家全才的贝晋眉与苏州道和曲社张紫

东、徐镜清等共同创办苏州昆剧传习所，招收贫家子弟报

名，他们在五亩园内练功拍曲，写字背词，最终成为昆曲传

之辈艺人，为昆曲的绵延发展接续了香火。
（三）苏州文人雅士的积极参与助推了昆曲不断前行

昆曲的发迹、发展是与苏州的文人雅士分不开的，正

是在苏州历代文人雅士的努力下，昆曲才一步步成长为

“百戏之祖”。昆曲发轫之地苏州昆山，开山鼻祖顾坚即世

居于此，他“精于南辞，善作古赋”，“善发南曲之奥，故国初

有昆山腔之称”。中年流寓苏州的曲圣魏良辅，有着较高的

文学词曲修养，不但嗓音优美，而且娴通音律，酷爱唱曲艺

术，长期苦心钻研流传于昆山一带的传统戏曲唱腔。他不

满足于南戏原有的声腔，联合苏州洞箫名手张梅谷、昆山

著名笛师谢林泉，对老昆（山）腔的传统戏曲唱法进行加工

整理，把南北曲融为一体，一改以往那种腔调平直又欠意

趣韵味的呆板唱腔，创造了一种格调新颖、委婉舒畅的崭

新唱腔。这种唱腔要求“启口轻圆、收音纯细”，讲究“转喉

押调”“字正腔圆”，唱出了“曲情理趣”，细腻得宛如苏州巧

匠用木贼草蘸水研磨红木家具一样，故时人称之为“水磨

腔”，又称“昆剧”“昆曲”。昆曲在文人雅士的家园中不断上

演，深得私家园林精致文化环境的熏陶，逐渐被文人士大

夫所关注。由于受中国诗歌艺术和传统戏剧的影响，彼时

很多文人雅士在听唱之余，会根据昆曲的各种曲调去写歌

填词，以更新演唱内容。因此，昆曲在当地流传的过程中，

一方面与园林结下不解之缘，同时又得到很多文人士大夫

的青睐，被日积月累地注入了更多的园林因素、文学情怀

和文人烙印，可以说文人的积极参与在昆曲雅致发展的道

路上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四、结语

“但是相思莫相负，牡丹亭上三生路。”六百年前，正是

苏州这片温婉的水土孕育了昆曲，它那种优雅的品格和它

原生地悠远而淳厚的文化氛围紧密相连。灯影桨声里，小

桥流水旁，黛瓦粉墙，吴侬软语，苏州这座传统与现代和谐

共存的城市以她独特的地域文化，滋养了昆曲艺术的英姿

勃发。六百年的宏阔长河里有着怎样丰富的文化信息与艺

术内涵？时至今日，仍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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