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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纪实和艺术交融的激情为体育精神“画像”

□ 王黎燕  尹冠琳

【摘  要】《体育的力量》是一部兼有纪实性和艺术性的人文纪录片。其纪实性主要体现在对主要人物的筛选

和塑造上，在选择人物时故事性和讲述价值成为核心的衡量条件，通过“纪实追踪”的手段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

内去发现细节、寻找变化、捕捉真实，其艺术性主要表现在对电影化叙事方式的借用，用隐喻、故事化叙事、注重

画面感和视听元素的艺术化综合运用等多种方式为纪实性增加艺术感染力。

【关键词】《体育的力量》；纪实性；人物选择；艺术性；电影化叙事

《体育的力量》是中央电视台体

育频道继体育纪录片三部曲（《我们

的奥林匹克》《中国冰雪记忆》《亚运

在中国》）之后推出的又一力作，从中

可以清晰地看出，这是一次创作者们在

创作理念上的大胆突破和对宏大题材驾

驭能力的快速提高。尽管总导演张朝夕

反复强调，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拉开帷

幕之际播出的《我们的奥林匹克》不是

一部有关中国与奥运关系的纪年史，于

2009年温哥华冬奥会召开前几个月播出

的《中国冰雪记忆》也不是为中国的冰

雪运动树碑立传，但在题材的选择上这

两部作品都是以史为线、叙事为主，人

物的选择和塑造都要以史为标、以事为

尺，并最终为之服务。总之，两部纪录

片都是人物围绕史、事，事件的意义超

出人物的意义。2010年于广州亚运会开

幕之前播出的《亚运在中国》依然延续

了这种创作理念。当以纪录片的形式为

中国的体育事业完成宏大的历史叙事

时，当中国已经开始由体育大国、金牌

大户向体育强国、和谐之国迈进时，这

些纪录片工作者毅然把目光和镜头转移

到了难以言说却又无处不在的“奥运精

神”和“体育精神”之上。由记录历史

和事件，到为精神“画像”，是题材选

择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但也面临着创作

理念上的挑战。创作者们选择了用激情

去融合严谨忠实的纪实手法和激动人心

的艺术表现，完成了中国人对奥运、对

运动、对人生、对梦想的精神层面的抒

写和刻画。

精神是抽象的，如何把这种存在用

视听语言塑造出来，不仅要可闻可见，

还要超脱感官之限，使之抽象灵动、打

动人心？这恐怕是创作者在塑造中国人

的体育精神时首先要考虑的难题。奥运

精神，实为人的精神在体育运动中的总

结升华，因此选择“有故事的人”成为

创作思路的切入点。《体育的力量》的

创作者同样延续了以往三部作品中采用

的“纪实追踪”手法，即利用时间的跨

度发现细节、寻找变化以营造现实生活

的真实感。①不同的是，这里的人物不

再是历史长河、宏大事件中的注脚和说

明，而成为真正的主角，他们鲜明而优

美地浮出历史地表，作为一个又一个鲜

活的个体，以各不相同的运动经历、奥

运故事，以及伴随其中的人生起伏、精

神追求和梦想之旅来汇集和诠释着中国

人的奥运精神和人生追求。

开篇之作《从北京到伦敦》首先就

在人物的选择和塑造上惊艳四座。单纯

从题目上看，似乎想要表达的是从北京

奥运会到伦敦奥运会这四年的时间里与

奥运会有直接关系的选题，但作品选择

的却是奥运精神在这样一个短暂的时间

尺度内对中国普通人产生的深刻而永恒

的影响力。首先是由曲丽（大连自由撰

稿人、都市白领）、林群（湖北江汉油

田家庭破碎、健康恶化的单身母亲）、

田玉桥（进京闯荡，曾在生存的边缘线

上挣扎和迷茫的下岗职工）三人组成的

民间马拉松爱好者群像，他们受到北京

奥运会的影响，开始用奔跑的姿态甩开

人生的阴郁，用奔跑改变自己、改变命

运，也激励和改变他人，在奔跑中感受

运动的力量和生命的灿烂。而另一个群

像则是在1999年起航的清华赛艇队，这

个曾经怀着美好梦想，希望能与北大赛

艇队“百年对抗”、发扬奥运精神的团

队，却在仅仅维持了十年就夭折的对抗

赛中彻底领悟到真正的奥运精神。中国

人曾经根深蒂固、功利性极强的成败观

无情腐蚀了中国两个最高学府之间美好

竞争的初衷。在彻骨的遗憾和反思中，

观众和清华赛艇队的队员们一起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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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精神的洗礼。

第二集《篮球之乡》在人物的选择

上继续打动甚至是震撼着观众。谈到篮

球，几乎所有中国人的脑子里第一个蹦

出来的就是姚明。但创作者却将观众的

视线意外引向了云南大姚县大山深处一

个名不见经传、却演绎着篮球传奇和运

动精神的小村子处立里。老村长去外面

开会，在偶然中发现了这种不分贫富、

可以凝聚人气的运动，于是之后的40年

时间里篮球改变了这个与世隔绝的小

山村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当王春元

成为村里第一个因篮球进入体校的孩子

时，根植于他内心的不仅仅是篮球梦，

而是运动精神带来的“非常简单”的人

生梦想：挣钱，回村子里修敬老院，为

了感谢那些让他接受了运动精神洗礼的

老人们。篮球，对这个闭塞的小山村不

仅是一种运动、一种让人动容的精神，

更是一种现代文明的洗礼。在有“世界

工场”之称的广东东莞，来自四面八

方，身份、地位各不相同的人们通过篮

球融入在一起。无论是作为宏远队队员

的王仕鹏，还是作为球迷的刘洪刚，他

们都因为篮球在这个高度机械化的陌生

城市找到了归属感、平等感，找到了融

入和热爱这个日夜繁忙的城市的入口。

东莞大朗镇石厦村村民黄敏宁对篮球的

深厚情感，让人看到了篮球带给东莞人

的那种超越平凡生活、坦然面对人生成

败的巨大力量。篮球，在这个高度发达

的地区不仅是一道蔚然成风的体育景

观，更是一剂消解现代文明负面作用的

良方。

前两集通过对这样一个个有运动故

事的普通人物的饱满记录，用真实动人

的个体精神一点点汇聚成可视可感的集

体精神，共同诠释着同一个主题——大

众体育、全民健身的力量在于可以以各

种形式去吸引和影响每一个关注它、投

身于它的个体，不仅强健其体魄，更铸

造其灵魂。而体育的这种力量在职业体

育同样存在，后三集集中对此进行另一

个角度的诠释。

在第三集《职业之路》中记录了李

娜、姚明、王伟三个在中国竞技体育中

职业化程度最高的运动员的职业运动生

涯和生存状态。前两位是备受关注、灿

烂耀眼的国际体育明星，而中国唯一一

位在美国职业棒球小联盟中顽强生存的

球手王伟则是普通职业运动员的代表。

体育和竞技在他们身上不再过多承载国

家荣誉或使命，而成为一份安身立命的

工作、一个为之狂热献身的职业、一种

承载个人梦想和追求的事业，他们的成

功和辉煌无需神化，也无需政治化。正

如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肖天在片中所

说：“他们在国外的影响仍然是给中国

加分的”。一个日益开放和从容的体育

强国的形象也从中呼之欲出。第四集

《我的奥林匹克》记录了刘翔、杜丽和

张秀云三位运动员与奥林匹克的曲折情

缘，以及由此给自己带来的人生磨砺和

精神体验。刘翔在北京奥运会上由于脚

伤而意外退场，让他一帆风顺的“飞人

梦”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战胜伤痛

和内心的灰暗之后，他把此视为一次不

是所有人都能拥有的宝贵经历，选择奥

运、选择了“跑”，就要“享受它”、

“乐在其中”。杜丽的奥运夺冠之路曾

是一个痛苦和激动交替来袭，让她“死

去活来”的过程，但做了母亲之后复出

的她开始以“享受比赛”的豁达心态来

全力备战伦敦奥运。张秀云在1996年亚

特兰大奥运会和队友曾一起创造了中国

双人双桨项目在奥运会上的历史最好成

绩。但此后由于心脏病和手术，她连续

错过了三届奥运，而对划艇运动的热爱

和执着并没有让这个做了母亲的36岁女

人放弃梦想，她又拿到了伦敦奥运的参

赛资格。无论结果怎样，就像她本人所

说“能参加就是一种胜利”，一种对自

我的超越和战胜。作为收官之作的《中

国之队》记录了包括中国男子乒乓球

队、中国男子体操队和中国女子曲棍球

队三支国家队备战伦敦奥运会的过程，

其中分别选择了王皓和马琳、陈一冰和

滕海滨、唐春玲为重点记录对象，以队

员四年的“自我博弈”来折射整个团队

的协作、困惑和发展瓶颈。这一集的可

贵之处在于代表国家形象的国家队没有

被国家荣誉、爱国情怀限定，个体和团

队的形象都没有被刻意打上爱国主义的

光环，因而透露出真实、细腻的人物个

性和团队特征，突出了竞技体育中的残

酷竞争和拼搏精神。

对人物的精心选择和长达四年

的追踪记录，是作品纪实性的集中体

现。然而这不仅是一部忠于现实、细

腻记录的纪实之作，更是一部高于现

实、“好看”的艺术之作。其艺术性

主要体现在对电影化叙事方式巧妙又

大胆的借用上。

首先是大量巧妙地使用隐喻丰富

了作品的内容、拓展了作品的内涵。

以民间马拉松作为整部作品的起点，就

是一个带有鲜明隐喻色彩的开篇。这项

以漫长奔跑闻名于世的运动，隐喻着迈

着坚定步伐、向体育强国迈进的中国形

象；清华赛艇队和北大赛艇队“百年对

抗赛”的“十年之殇”，昭示着中国社

会普遍持有的功利性输赢观和成败观的

狭隘和瓦解。而在众多的体育之乡中对

篮球之乡情有独钟、浓墨重彩的深情记

录，无非也表达着创作者对这种超越等

级、不论贫富的集体运动的“偏爱”，

而追求人格的平等、有尊严地生活不正

是当下中国社会热切的时代诉求吗？把

颇受关注也颇有争议的职业化运动员作

为诠释职业体育精神的第一个环节，这

本身就在彰显着国家和国民不断开阔的

视野和胸襟，自信、从容、开放的中国

国家形象隐藏其中。这些看似巧合和偶

然的隐喻，却被创作者们刻意地融进了

忠实的记录当中，从而具有了一种超脱

体育和运动本身、忠于人物个体体验又

超越了个体命运的激荡人心的民族情怀

和爱国激情。

其次是故事化叙事方式的恰当运

用。这首先体现在记录对象的筛选上。

在纪录片创作界有这样一句行话：跟错

了人不出活。因此在选择人物时创作者

不以胜败论英雄，而把镜头对准了“有

故事的人”、有讲述价值的人、可以

诠释体育精神的人。这样的人不一定是

最成功、最耀眼的，但一定是最具代表

性、最曲折、最有悬念的，这相当于一

个好导演找到了好剧本。因此，那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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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记录的对象几乎每一个都具备了鲜明

个性和打动人心的力量。故事化的叙事

方式还体现在对细节的捕捉和渲染上。

纪录片是关于时间的艺术，如果说对细

节的捕捉是对创作者观察力和耐心的考

验，是和时间的博弈和较量，是对精彩

瞬间的真实再现，而对细节的渲染则是

后期创作中的主观表现和艺术创造。执

着的眼神、挥洒的汗水、沉思的侧影、

心理波动带来的微妙表情、划过视线的

篮球等一些无处不在的细节描写为平实

的记录增添了强烈的视觉效应和心理冲

击。故事化的叙事方式还表现在平行蒙

太奇的大胆运用上。如在表现李娜一夜

之间成为体育明星之后徘徊在频繁的商

业活动和不断滑坡的战绩之间，两种场

景快速地交替出现，一个迷失在商业利

益、同时又挣扎于职业梦想之中的人物

形象顿时立体饱满。在第五集中唐春玲

忍受与年幼女儿的分离重返训练场，手

机里女儿的录像和生活中女儿对妈妈的

评价与唐春玲训练现场的慢镜头构成平

行蒙太奇，这让人物在一亮相就具备了

作为母亲的温情和伤感以及坚强和执

着，形象顿感饱满鲜活。当然，故事化

的叙事方式还表现在串联技巧和过度方

式上，二十多个记录对象，他们之间很

多时候在逻辑上没有直接联系。如何把

这些人物不同的个性和故事统一在一个

框架内又衔接顺畅？总体思路是按照从

普通人到运动员、从大众体育到职业体

育这样的逻辑顺序来表述主题，具体到

每一集又具有各不相同的串联技巧，这

其中《篮球之乡》做得尤为巧妙。山村

处立里和东莞，两个除了对篮球的热爱

在其他方面毫无关联，创作者通过对春

节、春节过后这样特殊时间点的把握和

衔接，②把生活在两地的人们与篮球之

间的两套故事化叙说变成了浑然天成的

一个故事。

第三，让画面说话的叙事风格。

让画面说话首先是作品纪实性和真实性

的基本保障，但做到这一点仅仅是记录

功能的初级体现，要让作品达到看似简

单实则非常不简单的“好看”的艺术标

准，就必须让有信息含量、有视觉冲击

力的画面自始至终处于电视要素的核心

地位。简单的纪实性的镜头肯定满足不

了这种审美需求，于是创作者们大胆使

用“创意摄影”来增加作品画面语言的

信息量和艺术美。“创意摄影”讲求情

景再现和意境营造，它主要承担三个功

能，一是实现对于过去没有影像段落的

再现，一是实现在过去和现实之间的过

渡，再一个就是强化细节、渲染气氛，

调动特殊拍摄手段去营造场景。③这种

拍摄理念在第一集《从北京到伦敦》中

运用最为充分，在50分钟的作品中，万

能叙述视角的旁白和人物自己的“我”

的叙述从客观和主观两个层面去展开人

物的人生经历和精神世界，这两种叙述

视角几乎平分秋色，而在大量的“我”

的叙述中直接出现人物采访的画面不过

两分钟左右，剩下的都是用有说服力的

画面来表现人物的有形的现实和无形的

精神世界。这种让画面来驾驭主题的方

法，达到了最大程度的声画合一，在充

分弥补“语言”的抽象性同时又丰富和

具化其内容和含义，在单位时间内给观

众带来信息量最丰富的视听体验。

第四，视听造型元素的艺术化综合

运用，这种综合运用已经远远超越了纪

实和增加信息量本身，而上升为一种类

似于影视艺术的追求，因此这种综合运

用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审美价值和情感体

验上：渲染动人细节、营造特殊氛围、

塑造人物性格或环境特征、外化人物内

心世界、打造作品的节奏感。如第二集

中东莞两个村队在春节赛中激烈对抗，

现场观众热烈的呼喊、短促有力的鼓

声、让人精神紧绷的配乐和快节奏切换

的动感十足的画面，让人完全忘记了这

是一场村子里的比赛，篮球的魅力尽得

彰显。而在比赛最后的三秒钟，石厦村

队热爱篮球运动的黄敏宁获得了两个决

定最后胜负罚球机会，此时配乐风格大

变，低沉滞缓中透着一种不得而知的悬

念和期待。在投球的瞬间，在高潮戛然

而止的配乐、鸦雀无声的现场、面部神

态的大特写、投篮动作和篮球画弧而飞

的慢镜头、篮球划过空气进入篮筐后又

掷地有声的广角镜头，多种视听造型元

素的配合应用营造了快慢交替、动静相

宜、起伏跌宕的审美体验，即使没有过

篮球体验的观众也能感同身受，跟着现

场观众、跟着黄敏宁的行动和内心一起

经历了一场激动人心的精彩瞬间。

这部作品以电影化叙事手法贯穿首

尾，并融入细枝末节，其细致程度甚至

会发展到对人物服装的人为介入上。比

如，在第一集中三位民间马拉松爱好者

在跑步时总是穿着同一套运动装，曲丽

是艳红的上衣和艳红的跑鞋，透露着都

市年轻白领热烈的青春和激情；单身妈

妈林群是一身饰有白色和红色线条的黑

色衣服，彰显着历经磨难和风雨之后的

坚定和强韧；北漂田玉桥饰有明黄色线

条的天蓝色上衣则透露着人物内心的明

朗、宁静和自信。因为服饰色彩的恰当

运用和衬托，这些人物在奔跑时不仅具

有了视觉上的审美愉悦，也更容易让人

在心理上产生共鸣。

细腻严谨的纪实手法加上电影化

叙事方式的合理运用成就了这部真实又

“好看”的人文纪录片。这种真实又

“好看”的背后体现的不仅是创作者过

硬的创作技术和不断更新的创作理念，

更是把技术和艺术、客观和主观糅合在

一起的创作激情，正是这样一种激情刻

画出了体育的力量、体育的精神，以及

中国人对这种力量和精神在认识上的转

变和深化。
注  释

① 张朝夕.《中国冰雪记忆》的源起：奥林匹克的延续

[N/OL].央视网,http://space.tv.cctv.com/article/ARTI1247533646

108477.2009-7-14

② 如其中一处的过渡性解说：这座拥有700万外来人口

的工业之城和篮球之城，每年都会随着农历春节的到来，

而放慢它奔腾的脚步。嘈杂的机械会停止运转，喧嚣的街

道会归于平静。这座城市的大部分人都将满载着一年的收

获和快乐，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乡。（东莞画面淡出、处立

里画面淡入）每年农历新年之前，无论回家的路有多么艰

辛和遥远，在外打工、求学的处立里村民们都会通过各种

方式赶回村里。

③ 贡吉玖.访《中国冰雪记忆》总编导张朝夕[N/OL].纪

录片网,http://www.cnjlp.tv/4-wz.asp?id=3772.20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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