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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以西藏登山学校藏族青年学生为题

材的纪录片《喜马拉雅天梯》正在全国 2000

多家电影院上映。没有名导演，没有大公司，

没有大明星，还是个纪录片，最初全国只有

0.5% 的排片率，场次也大多在观众稀少的非

黄金时段。但一个周末过去，网络上不断发酵

的正面口碑、超过同期大多数影片的上座率，

开始释放这部纪录片的特殊魅力，一连多天票

房进入全国排行前 10 名之内，影院开始在黄

金时间给更多的排片，上座率也仍然保持得相

当抢眼。在互联网时代，有价值的电影总有机

会在舆论的大浪淘沙中显露出来，而电影市场

的蛋糕越做越大则有可能为独特的电影留出

一片天地。

作为一部历时四年完成的纪录片，它最

容易被关注也是最不可替代的价值，就是创作

者克服了大自然的巨大挑战，在低氧、寒冷、

险峻的高海拔地带，用 4K 高清摄影机记录了

绝大多数观众一生几乎都不可能亲眼见到的

喜马拉雅的自然奇观，那漫天伸手可及的星

斗、在阳光下晶莹剔透的冰川、了无人迹的万

丈悬崖、用生命搭建起来的攀登珠穆朗玛峰天

梯，特别是最后登山者历经千难万险登上海拔

8848 米的世界之巅的场景，站在珠峰上那“一

览众山小”的惊鸿一瞥，几乎瞬间就能让人激

动得泪眼婆裟。 

多位藏族摄影师对喜马拉雅的特殊发现

和特殊视角，往往是一般非藏族摄影师所难

以达到也难以想象的；专业摄影师虽然最后

也未能登上珠峰之巅，但经过培训的登山队

员在摄影机被冻住之前抢拍下的巅峰画面，

足以创造一种真实的前所未有的极限体验。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纪录片是唯一的。这

些景观不仅人们一生很难亲眼目睹和亲身体

验，即便是在电影中、在影像世界中，人们

也难以见到如此真实而壮观的极限奇景。在

这方面，这部纪录片体现了其不可替代的价

值，这也是许多人愿意到影院大银幕上去观

看的原因，它所提供的极限世界，是对我们

人生经验的一种超越。

然而，展现喜马拉雅的极限之美，应该

说并不是这部纪录片的初衷。这部纪录片的主

创大多都有长期社会人类学纪录片的拍摄经

历，而且众多参与者还是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

究中心的纪录片教师。这种“学院派”的背景，

使他们有着自觉的社会人类学纪录片情结。他

们历时四年的拍摄，最想记录的是进入西藏登

山学校的这群藏族青年的成长故事，记录他们

如何接受登山训练和教育，如何对待珠穆朗玛

这座他们心中的圣山，如何在西藏现代化的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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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中成为一个现代青年，藏族人的血液和传统

如何铸造他们的性格和生活，他们身上体现了

西藏什么样的变与不变⋯⋯为此，创作者拍摄

了大量这群青年人的素材，记录他们与家人、

与老师、与同学、与社会各方面人士的关系。

创作者想通过几位学生四年的成长经历，让我

们看到西藏青年人在如今这样一个商业化、信

息化大时代，如何生存、如何变化、如何选择。

但是，四年记录的丰富性，却是一部常规长度

的影院电影很难包容的，观众也很难对这样的

内容产生影院消费冲动。因此创作者在犹豫和

选择中，说服和被说服后，最终决定将社会人

类学主题留给篇幅更大的电视纪录片，而选择

以“登山”为主线的叙事结构来完成这部电影

“天梯”。

在故事化、行动化的叙事结构中，虽然这

些人物的形象变得相对碎片和单薄了，但是素

材本身的那种真实性、原生态、质朴性却仍然

扑面而来。藏族题材，如同许多少数民族题材

一样，在中外影视作品中，都存在一种或者美

化的明信片倾向，或者政治化的概念化倾向，

而“天梯”的原汁原味可以说与这种概念化、

政治化、主观化的创作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在“天梯”中，格央姑娘微笑的脸上透露

出的那令人心动的纯净，海拔 7000 米还在抹

着防晒霜的索多处处表现出的对美好生活的孩

子般的向往，普布顿珠老师对孩子们那一脸严

肃的训斥和对他们不动声色的担忧，世界上海

拔最高的寺庙绒布寺中僧侣们的虔诚和淡定，

以及片子中那位能直接用英语与国际游客交流

的桑总，还有“小领导”等形形色色的游客，

虽然在防寒服装和面具的层层包裹中露面不

多，但每个细节、每个场景都栩栩如生、活色

生香。

在清华读书的藏族学生岗尖白玛看完“天

梯”当晚就写了封邮件表达她的感受：“在整

部影片开始前以及一部分的过程中，我的心其

实是焦虑的。我想这种焦虑只能有一个原因，

我是一名藏族人⋯⋯我想每一个没有去过西藏

的人在脑海之中对于西藏也就只有雪山、圣湖、

窗子、还有手里揣着个什么东西的老人。这一

切确实是西藏的样子，也确实是它能够吸引别

人的地方，但是这绝对不是全部的真相⋯⋯所

以，我怕的是《天梯》的放映会加重这一情况，

但是幸亏的是里面所有真实的场景确实能够展

现那些已经有了现代化的一面的西藏⋯⋯没有

挑选、没有渲染、更没有夸张。我要以一名藏

族人，一名在内地求学的西藏学生的身份，向

所有制片人员表达感谢，谢谢你们将这一切美

好的、真实的西藏文化展现给大家。在喜马拉

雅的壮丽景色中，我感到久违的亲切，也让我

有了一种‘你是这片土地上的子女’的感受，

让我不忘初心，记住出来是为了更好的回去。”

这位藏族学生的感受恰好是对“天梯”的记录

性的一种准确反映。在中外拍摄的大量反映西

藏题材的作品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明信片

化或者政治化倾向，而这部纪录片对奇观化和

概念化范式作了最大限度的切割。不美化、不

猎奇、不过多的校正，正是这种原生态的记录，

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更加可以触摸、感知、想象

的更加本真的西藏。西藏影像的“原生态”在

某种程度上与它的奇观性一样，体现了文化上

的唯一性。

所以，“天梯”画面透彻、精美、壮观、

奇特，“神奇先生”创作的音乐在悲壮、苍凉

中透着坚毅、激越，都显示了纪录片在艺术上

的追求和魅力，但由于纪录片的创作初衷与电

影的成片要求之间的某些错位，导致人物形象

的完整性、叙事情节的连贯性方面多少有些损

失。坦率地说，“天梯”并不完美。但是，其

喜马拉雅极限景观之奇特、攀登世界之巅之惊

险、特别是对西藏青年和西藏文化原生态记录

之生动，都使其具有某种不可替代、不容错过

的唯一性。在中国的纪录片历史上，在西藏的

影像记录文献中，这种“唯一性”必然会被人

们珍惜和记住。

（作者为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新闻与

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5.封面专题 2015年11月刊（总59期） 5
	5.封面专题 2015年11月刊（总59期）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