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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元旦，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开播特别音

乐会拉开了第五季节目的帷幕。这已经是该节目播出的

第五个年头，每季60集乡韵悠长的故事，展现了百余个

古村老街的独特场景和历史记忆，深深召唤着广大观众

的爱国思乡之情，五年来累计收视规模已经超过了百亿

人次。①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重

点项目之一，《记住乡愁》由中宣部等四部门联合发起

并着手推进。创作期间，中宣部等部门召集了中央电视

台制作团队和全国相关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委宣传

部及电视台负责人共同参加创作培训班，以细致扎实的

准备工作全力确保节目的质量和品质。五季节目播下

来，《记住乡愁》已然做出了电视纪录片润心、正道、

铸魂的一流示范。

一、润心：充分调动富有情感召唤力量的视听元素

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

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提出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

水、记得住乡愁”②。这既指明了新时代城镇化建设的

新理念新方向，更表现出对普遍“离乡”背景下广泛的

“乡愁”情感基础的政治回应。以此为前提，《记住乡

愁》节目实际上蕴含着社会需求与政治寄寓的双重期

待，在创作上既有优势，更有难度。从实际效果来看，

该节目无疑创造了视听元素表达情感召唤的新高度、新

境界。

第一，以炊烟袅袅的生活场景为基础画面。“接地

气”是《记住乡愁》在创作取向上的一个基本落点。通

过对一街一景、一粥一饭、一曲一调的浅描细画，悠然

自得的传统生活气息跃然而出，浓浓的乡愁便也在这些

熟悉而又远去的场景中得到了具象化的展现。虽然古村

老街各有风光、乡音民俗自秉传奇，但居民日常生活中

温暖的人情味是共通的，主创团队准确抓住了这一点，

并将其作为情感表达的主要视觉元素。如第5季第1集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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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乡愁》：润心正道铸魂的优秀范本
◎ 潘  娜

提，也是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技术保障。得益于自身

努力与当地党政支持，目前不少县级台新技术设备已初

具规模，基本适应融媒体发展需求，但囿于资金及规模

制约，还有部分县级台技术设施仍相对滞后，难以适应

融媒体发展新形势。为有效应对这一困难，县级台要在

资金上向融媒体技术建设倾斜；要开动脑筋借助外力合

作发展；要根据习近平总书记“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

中心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积极主动争取当地财政资

金支持。

五要着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在媒体竞争中，人才

是关键。有了人才，才会产出优质内容、才能强化传输

平台。县级台作为党的基层传统媒体，新闻业务人才在

当地大都有着明显优势，但传统业务模式如何适应融媒

体发展模式，这对传统广电人来说也是一个共同面对的

课题。因此新形势下加强对采编播人员的教育和培训，

努力培养适应融媒体发展的全媒体复合型人才，这也是

县级台当下的一项重要任务。相对新媒体而言，县级台

作为传统媒体，在采编播业务方面虽有自身优势，但在

新媒体技术应用方面不少台还处于弱势，所以在积极完

善新媒体技术设备的同时，还必须加大对新媒体技术应

用人才的培养，只有同时强化对编播业务人员与技术人

员的教育和培训，才能确保县级台节目的收视率、传播

力与影响力，才能强化县级台在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中

的主体站位。

（作者单位：山东省潍坊市昌乐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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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正定老街，就专门设计了当地最负盛名的美食“正定

八大碗”从烹制到一家人围坐共享的情境，伴随着一道

道令人垂涎欲滴的菜肴摆盘上桌的画面，这桌隆重宴席

来源于赵子龙以“八大碗”犒劳士兵打胜仗的历史典故

也娓娓道来。在一番家常话中，正定人崇尚英雄、传承

慷慨忠义的性格面貌自然而然地呈现了出来。各集节目

中，都能看到以物质生活符号抒写历史文化精神的巧妙

手法。

第二，以诗意优美的画境营造为审美旨趣。诗意

化的生活情境是《记住乡愁》在视觉构造上的一个突出

亮点。节目组借鉴国画的构图风格对基本的生活场景素

材进行了艺术化的再现，使30分钟的电视节目如一幅流

动着的人文山水画。不同于一般纪录片因追求写实而略

显粗糙的视觉效果，《记住乡愁》更追求写意，在画面

的色彩与构图、动态与静态、整体与细节的搭配上甚为

细腻、精致、考究。该节目与其说是向观众展现真实的

乡土风情和人间烟火，不如说是带着离家的人回到梦中

思念想象的故乡，这才有了屋檐上的夕阳、轻轻摇曳的

杨柳、牵手散步的家人、热气腾腾的饭菜等不承担实际

叙事功能但却能够营造出温馨氛围的穿插画面。总的来

说，创作团队尤其擅长将诗风古韵的整体气质与细腻婉

转的情感细节有机融合到一组连贯的叙事影像之中。

第三，以清丽灵动的民族音乐为情感铺衬。音乐

是情感召唤能力最强的听觉元素之一，尤其是民族乐器

“揉吟滑颤”的指法技巧更加善于表达婉转飘渺的情

感，如细雨抚桐、微风拂柳般滋润心田。《记住乡愁》

充分调动发挥了民族音乐的这一特点。每集的配乐随着

不同的古村老街而变换，以达到与自然景观和人文气质

相呼应的效果。例如，第5季第7集的苏州平江路，在苏

州评弹的吟咏唱腔中，小桥流水、粉墙黛瓦的江南水乡

更增添了一份疏朗淡雅的魅力；第5季第36集的龙州老

街，清丽哀婉的壮族天琴声，如泣如诉地表达出对戍边

勇士的怀念与告慰。此外，还有琵琶、二胡、扬琴、笛

子等民族乐器，都能够恰到好处地运用在或明快爽朗或

悲壮凄婉的叙事氛围中。与此同时，在民族乐器的铺衬

下，节目形成了一种静谧舒缓的叙事节奏，能够使观众

静下心来，融入到乡音乡景的润泽当中。

二、正道：将思想价值传播寓于文史哲的熏陶之中

《记住乡愁》绝不仅仅停留在地域人文历史风貌的

展现层面，它实际上承载着鲜明的核心价值引领功能。

但不同于一般主旋律电视节目简单直白的思想价值宣

展，《记住乡愁》以其文学性、历史性、哲学性的内涵

追求，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的核心要义寓于民俗家训的生动叙述当中，变“说

教”为“熏陶”，真正达到了“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首先，塑造淡雅别致的文学叙事风格。一方面，注

重设计并运用书法、纂刻、棋艺、曲艺等韵味悠长的文

学场景。例如“抚州文昌里”一集的《牡丹亭》戏曲片

段，“绍兴书圣故里”一集中临摹于古民居墙壁上的书

法大作等画面，充分展现了古村老街的人文底蕴；另一

方面，解说词的语言精巧优美，具有散文与诗歌的灵动

美感，与景观和配乐融为一体。正如《记住乡愁》栏目

制片人王海涛在创作谈中所总结的那样，该节目在具体

实践中逐渐探索出了一种全新的“文史哲一体化的乡愁

表达体系”③文学的、诗性的、人性的叙事方式使节目

的内容空间大为扩展，叙事自由度更加舒张。

其次，挖掘丰富生动的历史故事。故事表达使《记

住乡愁》既有历史纵深感又有情节趣味性，每一集都能

够将当地古城老街最富代表性的历史典故和历史记忆悉

数道来。例如，在“遵义杨柳街”一集，就生动讲述了

这条老街的那段红色记忆。三千老百姓欢迎“朱毛红

军”进城，并以最高礼遇在丰乐桥以清水和镜子摆香

案，深情赞誉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清如水、明如镜品格的

生动故事，将杨柳街百姓与红军的鱼水之情充分表达了

出来。除此之外，节目还注重挖掘当地居民生动质朴的

个性化故事。例如，在“龙州老街”一集，戍守边疆的

普通老兵谭国芳的那场没有新郎出席的婚礼，侧面呈现

了他在19公里长的边境巡逻线上热血戍关的义勇担当。

无需过多阐释与渲染，节目组准确抓住的这个龙州新娘

独自拜堂的风俗故事，就是对龙州人优良军事传统和爱

国情怀的最鲜活抒写。

再次，升华“悟道”与“明德”的哲学意境。每

一集的老街历史故事，实际上都在诠释一种端严中正的

价值理念、赞美一种朴实无华的传统美德。但是，节目

组力求将这种诠释与赞美“藏”在故事背后，只为观众

创造“悟道”与“明德”的诗意情景，而不去作平铺直

叙的说教。例如，“东阳卢宅”一集，从卢氏一族的家

风家训，来看中国传统家庭教育对“行正道、守本心”

品格的追求与传承；“燕赵老街”一集，以字字泣血的

《祭侄文稿》和一门忠烈血染城池的故事，深刻诠释何

谓铮铮铁骨、取义成仁的英雄气节；还有陕西“石泉老

街”的正直厚道、安徽“屯溪老街”的义利合一、重庆

“北培老街”的敢为人先、贵州“石阡老街”的齐心互

助、上海“川沙老街”的实干精神等各集主题，不管是

崇文还是尚武、论道还是扬德，主创团队都能够营造出

一种回味无穷、余音绕梁的哲学意蕴。

三、铸魂：以中国精神的涵化铸造为节目的灵魂

本质

2019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

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发表重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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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文化文

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就属于培根铸魂的工作”，

并寄寓文艺工作者要“深刻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巨

变，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为时代画像、为时

代立传、为时代明德”。④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

灵魂。缺少对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

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深情抒写、细致描绘和热情赞

颂，就不能称之为肩负起时代要求和社会使命的优秀电

视作品。《记住乡愁》恰恰在这一点上最值得称道，不

卷入娱乐化潮流的裹挟而保持自己的精神追求，显得别

具一格、难能可贵。

第一，用心用情用功抒写爱国主义精神。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爱国精神，在北京

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更是深情表达：“爱国，是人世间

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

本。”⑤《记住乡愁》节目的灵魂本质就是爱国主义精

神。节目组以大气磅礴的叙事格调，将爱国主义精神在

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上进行了最大限度的整合。千古忠

义事、铁作脊梁魂，无不将中国人民文化基因中的爱国

情怀抒写到极致。而生活在古村老街里的现代居民，依

然恪守传承家规祖训，将为国建功立业作为光宗耀祖和

个人奋斗的根本动力与最高追求。节目呈现出一种积极

向上且饱满充沛的精神力量，深深地润泽与召唤着青年

观众的爱国情感，也有助于迷茫、空虚、麻木的少部分

人重新找回奋斗的动力和方向。

第二，生动描绘伟大的民族精神图谱。2018年3月

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以

“四个伟大精神”对中国人民的特质和禀赋作出了简明

而又深刻的概括出：“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创造精神的

人民、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奋斗精神的人民、中国人民

是具有伟大团结精神的人民、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梦想

精神的人民。”⑥《记住乡愁》通过对全国百余个古村

落故事的挖掘拍摄，生动擘画出一部鲜活的“民族精神

志”。这其中，包括了藏族、土家族、锡伯族、壮族、

回族、苗族、彝族等各个少数民族聚居的乡村古镇，可

以说是对中华民族的精神文脉进行了一次规模浩大的

“抢救性”修复。随着五季300集节目的播出，创造、

奋斗、团结、梦想精神的谱系轮廓日益清晰、历史源流

愈加深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特质和禀赋也在人文与

历史的实证中不断得到正面加强，形成更深层次的价值

认同。 

第三，走进实践深处热情赞颂时代精神。没有改革

创新的时代精神，就不可能创造中国经济腾飞的奇迹，

也不可能重拾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历史传统。因此，浓墨

重彩地描绘时代精神、歌颂时代精神，无疑是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对团结凝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力量的一种

精神号召。《记住乡愁》充分发挥电视节目在社会动员

方面的独特优势，将建国70年奋斗历程中留下来的历史

坐标作为讴歌时代精神的最佳载体。例如，“洛阳涧西

工业遗产街”一集，节目组来到焦裕禄带领车间职工生

产出共和国第一台卷扬机的矿山机械厂，探寻新中国创

业者集体拓荒、团队创业的精神动力源。在这里，一批

七八十岁退而不休的老工程师们，将无私奉献、持续奋

斗、薪火相传的精气神儿，“传、帮、带”给新一代涧

西创业者。年轻的涧西人果然不负众望，通过扎实的技

术钻研与探索，继续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第一”，在不

断超越中传承并发展着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

总的来说，《记住乡愁》在质量和品质上创造了近

年来同类电视节目的一个新高峰，这与主创团队认真严

肃的创作态度、精益求精的艺术追求密不可分。根据该

节目文学统筹郭文斌记述的幕后故事，可以发现这支创

作队伍具有三个方面的主要特点：一是团结和谐的创作

氛围。制片人以身作则，编导认真执行，团队上下为了

节目质量齐心协力；二是把节目当事业来做。不管是资

深老编导，还是年轻编导，都能够以勤勉谦逊的态度全

身心投入到创作当中；三是集体攻坚、互相配合。电视

节目是集体创作的成果，不能单打独斗、逞个人英雄，

创作团队严肃的纪律性和高效的执行力都建立在对集体

身份的高度认同基础上。正如中宣部部长黄坤明的评

价：“《记住乡愁》团队是一个信得过，靠得住，打得

赢的团队。”⑦当前，电视节目的制作播出环境如大浪

淘沙，《记住乡愁》团队的创作态度无疑为电视节目的

创新创优提供了有益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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