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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下午，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环球资源报告厅举行了纪录影片《喜

马拉雅天梯》研讨会，影片创作和发行团队、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相关

领导以及国内顶尖的电影研究专家围绕纪录片创作、发行及高校实践等话题展开了

深度的讨论。影片制片人雷建军介绍了影片的创作思路，影片发行方路伟总结了发

行启示。下面我们来听听与会专家如何评价这部影片。

各方声音

现在整个国内的纪录

影片市场比较低迷，天梯

在创作和发行上的成功对

现在纪录片电影创作人、

投资人以及管理部门都提

供了启示。

——  周建东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级巡视员

这是中国纪录片的

“颠覆”，看完之后感到“震

惊”。之前我们的纪录片

都是为主题服务，让纪录

片做到润物细无声还能反

映主题，这就是艺术。这

部影片以纪录片真实地纪实登峰这一壮举，

对喜马拉雅山的敬畏、真实人性的反映、登

山的艰难都蕴含其中，虽然是纪录片，达到

了故事片和艺术片震撼人心的效果。

都说研究、创作是为了下一阶段更高

层次的教学，现在许多学院的老师和学生都

远离市场， 而清华的新闻与传播学院走到

了教学创新的前沿。

——  谷国庆  

中国电影海外推广公司总经理

这部影片最大的特点

是“没有解说词”。以往

的中国纪录片都是有解说

词的，甚至是对词填画面。

而这部 90 分钟的片子没有

一句解说词，观众在听觉

上的负担更小，会更加专注于音响表现和视

觉冲击，很好地完成了 4K 高清技术的表现，

营造了一种很好的时空感，使观众能够身临

其境。影片本身做到情绪上的克制，实现客

观忠实的纪实，保留了神圣感，更加表现出

人类对自然的尊敬。纪实常常让人感到无趣、

乏味、冗长，但纪实是有选择的。这部影片

不论是在前期还是后期，拍摄的细节、镜头

和过程都有选择，对重点内容进行了深入挖

掘。此外，影片的镜头语言很讲究，非常有

艺术感，视觉冲击力很强。

——  高晓红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部长、教授

有一句话说，西藏题

材的电影不是市场而是战

场。过去我们的西藏题材

的纪录片都是概念性的、

说教性的，导致在国际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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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中我们对西藏的传播很没有力量。不如把我们

的理念不动声色地蕴藏在影片的讲述中，通过对

历史人文的讲述来告诉别人。

金鸡奖最佳纪录片空缺给业界很大的震撼。

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好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

我们在创作人员和创作团体的专业精神、纪录片

美学特性和人文内涵的呈现等方面，还需要更加

努力达到一定的高度和深度才能够跟国外对话。

多类型多样化的电影创作格局已经有了，但电影

市场却没有跟上这种差异化的脚步。如何提升电

影的美誉度和认同度，在国际交流中获得海外的

尊重，需要像天梯这样高品质的影片。

——  饶曙光  

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

这是一部真心实意用品质

和感情打动观众的影片。纪录片

最巧妙的一点在于创作者和被创

作者之间是平等的，他们在文化、

人格、民族上都互相尊重。这个

电影做到了让不同文化素养、不

同人生观、不同阶层的人看后所

获得的东西不一样。

看这个纪录片能够感受到一种思想上的快

乐。直觉上，好的纪录片比故事片更能直达灵魂，

它能真正做到内容和形式高度统一。但纪录片如

何更接近观众一些，是会丧失其本真的东西，还

是获得更丰富的表现手法，这需要进行艺术实践

来探索。今后大荧幕纪录片是趋势，但不会多，

什么样的选题适合大荧幕是需要进行筛选的。

——  陆亮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艺术处处长

我特别尊敬这部影片背后

的创作人员，这样勇敢、唯一

的行为真的不能用一千万、两

千万还是五千万来衡量。这部

影片真正拍出了“新西藏”，

拍出了一群站在传统文化和商

业化门槛交接处的西藏年轻人，他们穿着传统的

西藏服装，他们也穿着名牌的登山服，透过这部

影片，我们看到了西藏的过去和未来。

——  苏小卫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剧本中心主任

这部片子最大的价值在于：

在现在多元化的媒介环境和价

值观中树立了一种叫“学院派”

的标杆。

它宣扬情怀价值，清影工

作室有一个口号叫“用影像温

暖世界”，我觉得这是学院派价值很好的体现，

而天梯正是体现了乐观、善良这些有温度的东西。

专业性是学院派的标志与追求。就像网络媒

体常有标题党而传统媒体不能出现一样，自律的

操守和外界的行规决定了创作者专业化的操作方

式。同时，这部影片利用新媒体宣传的成功发行

手段也体现出其在专业性上的创新。

——  钟大年 

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视频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这部影片的超越在于它的

“诗性”，无论是剪辑还是音乐

都体现出电影的诗性，最突出的

是影片对生命、对哲学、对当下

的思考。镜头对准的不是客户而

是登山向导，我觉得这反映了西

藏的未来。

这部影片也给我们带来许多市场层面的探

讨，营销对于纪录影片来说也是专业性的一部分。

不营销，创作团队所付出的努力、片子的价值就

都无法体现。

在高校层面，近年来清华北大等高校都相继

进入影片的创作市场，我觉得高校给行业带来最

大的改变就是实验性和创新性。

——  皇甫宜川 

中国电影资料馆《当代电影》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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