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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金城兰州》在凤凰视频及央视播出后不久，

便传出将拍摄第二季的消息。纪录片以“季”为单位拍

摄，可以说是少有的现象，其艺术魅力和内容品质可见一

斑。《金城兰州》突破了将城市纪录片制作成为城市形象

宣传片的局限，站在城市与人、城市与国家、城市与历史

等多重视角展现兰州这座西部重镇，带给观众全新的感

觉。作为一部历史人文纪录片，《金城兰州》在挖掘兰州

城市人文精神方面做了积极的探索。

一、寻找兰州城市灵魂，展现兰州文明气质

近年来，许多城市都把旅游业作为重要产业，这种

经济发展目标促使相关的城市主题文艺作品侧重展现与

旅游业相关的城市风光和历史文物，致使城市纪录片在

本质上成为旅游宣传片。以旅游宣传目的为主导的纪录

片，把视线投向能给观众带来深刻印象的城市形象，所

记录的事和物都是表面化的，因此很难深入城市文化的

深处，观众也就不可能通过纪录片走近该城市。《金城兰

州》一改传统城市纪录片侧重宣传当代城市发展和文化

景点的内容定位，力图寻找兰州这座西部重镇的城市灵

魂，开启了国内城市纪录片的新篇章。

一个城市如果要被人记住，不仅要有标志性的物质

符号，也要有代表这座城市灵魂的精神符号。《金城兰

州》以兰州的标志性物质符号为引子，却把话题引向物质

符号背后所蕴含的精神。说起兰州，甘肃之外的人大多会

想到遍布全国各地的兰州拉面。该片对这一观众熟知的

兰州符号做了详细解读。谈到兰州牛肉面的起源问题，该

片并没有停留在兰州拉面的技术层面，而是侧重讲述兰

州居住着汉、维、藏、蒙等多个民族，各民族信仰不同，

兰州本地人坚持“和而不同”的中华民族处事原则，因而

发明了一种适应所有民族的牛肉拉面。兰州拉面的组成

元素—汉人麦子、蒙古盐巴、青藏牛肉—凝聚了每个

民族的饮食特色和民族之间的真诚分享，观众通过纪录

片看到了兰州拉面背后的兰州城市精神，即共享文明、和

而不同。片中类似的叙事还有几处，这种不急躁、不功利

的叙事方式，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有着文明基础和性格色

彩的兰州，让人们看到了兰州不为人知的一面。《金城兰

州》为观众呈现了兰州城市性格和城市气质的形成过程，

因此它本质上是一部城市传记，这已经超越了当代观众

的纪录片想象，将城市纪录片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二、讲述兰州城市发展，揭示兰州历史担当

《金城兰州》本质上是一部超越纪录片的城市传

记。而城市传记的使命在于通过一系列历史节点，将一座

城市的发展脉络呈现出来，同时通过讲好这些历史节点

中的精彩故事，展现一座城市的历史。作为兰州城市传记

的纪录片《金城兰州》，其讲述的就是兰州的城市发展历

史。该片以兰州发展的关键节点为线索，讲述兰州本土历

史人物和中国历史上重要人物对兰州发展的贡献。纪录

片第一集《渡口》讲了汉将李息选址筑城的传奇故事，把

金城兰州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凸显出来；第二集《枢纽》从

出土的文物—古粟特人的信札讲起，将兰州在丝绸之

路时期作为交通枢纽的重要性和繁华景象呈现给观众；

第三集《重镇》从左宗棠在兰州兴办洋务作为洋务运动

的起步讲起，一直讲到黄河铁桥的建成，重点在于突出兰

州在中国近代工业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在第四集《明珠》

中，镜头指向了解放兰州及其被定位为重工业城市后的发

展历程。

该片通过金城兰州发展史上的关键节点，呈现兰州

作为中华大地上重要地域的历史人文特性。片中，无论是

霍去病抗击匈奴，还是左宗棠收复新疆，无论是作为民

族解放的大后方，还是新中国石化工业的奠基地，兰州都

发挥着关键性的历史作用。影片传达了一个基本事实，即

兰州这座西部重镇之于国家，有其承继下来的历史担当。

纪录片从李息大将军、粟特商人到胡淑兰厂长，都透露出

《金城兰州》：纪录片挖掘

“城市人文精神”的新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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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担当精神，这种“舍我其谁”的社会责任感，既是个

人，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该片用影像呈现兰州的历

史和现实，用声音传递兰州的荣盛和兴衰，使观众看到了

一个形象的兰州、历史的兰州，看到了兰州这座城市的尊

严和它的成长。正如评论家仲呈祥所说，《金城兰州》这

部片子的意义不止于纪录片本身，还在于整个电视文化

的创造应该走什么样的路，都应该有历史的眼光和人文

的视野，运用影视艺术让中华民族了解自己的历史传统和

文化积淀。

三、再现兰州战略地位，呈现兰州城市胸襟

在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转向东部沿海的三十多年

里，西部重镇兰州似乎淡出了国人的视线。在市场经济的

格局中，兰州无法与中东部主要城市抗衡。近年来，中央

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兰州连接东亚和西亚的枢纽地位

第一次明朗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兰州第一次进入国际合

作的范畴，这为兰州的发展创造了空前的大好机会。《金

城兰州》作为以兰州为话题的城市纪录片，其演绎主线

值得认真研究。兰州今天在“一带一路”格局中的战略地

位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该片的创作者正是为了展现兰

州战略地位的历史承继，尤其是兰州在丝绸之路历史上

的地位演进。

该片将兰州的历史概括成渡口、枢纽、重镇、明珠四

个篇章，比较准确地揭示了兰州历史的发展脉络和闪光

节点，最大限度地涵盖了这座城市艰辛完善的全过程，同

时也显示出创作团队的“慧眼”及截取和整合万千时光

碎片的能力。该片还原了历朝历代对兰州的经营逻辑，即

始终把兰州作为丝绸之路的战略支点来对待。纪录片依

据这个主线告诉当代国人：兰州因何而来，有了兰州之后

它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通过什么样的谋略和方略体现

出来，都完成了什么样的历史使命。撰稿人用朴实的文字

讲述了兰州两千年的历史故事和传说，让观众对“一带一

路”有了更加鲜活的认识。

兰州从“渡口”到“明珠”内核的实质性升华，主要

是由古丝绸之路的诞生、发展而逐步成形的。浮船、关

城、驼队、兵马，由历史的纵向延伸而带来的生活景象与

今日兰州的智慧和力量叠加辉映；东来西往的商贾、僧

人、使节、探险家与祖祖辈辈生活在这座城市的守望者跨

时空创造出世界历史上不朽的“金城文明”。他们可歌可

泣的命运就是兰州历史传奇的永恒诗篇。他们是历史的

创造者，又在今天国际化“一带一路”建设中深度呈现出

兰州城的胸襟、个性与梦想。

四、讲好人与城的故事，增强兰州文化认同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成就之一，在其“成为一座

城”的不同历史时期，都凝聚了生活在这座城或在这座城

生活过的人群的智慧，以及在这座城市上演的各种平凡

或者大起大落的故事。这些活生生的人与人、人与城之

间的故事，让每一个城市都带有人性的温度，让住在城市

的每一代人都有一个城市记忆，这种记忆让每一位市民

对城市产生了强烈的城市认同感。作为记录或展现城市

历史演进和现实发展的重要形式，城市纪录片更为直观

形象地满足了这一诉求。当代中国的城市纪录片在城市

表达上做了大量的实践，可谓硕果累累，却也存在不少问

题。上文所说的纪录片“形象宣传片化”只是其中一个问

题，还有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就是纪录片中人的缺失，

尤其是本地人（历史中的和现实中的）的缺位，这让纪录

片看起来只是风景、文物、成绩和专家等的机械组合，看

不到“人创造城”的辛酸和艰难，也看不到人与城之间的

日常互动。

无论是记录事或是记录人，纪录片都脱离不开两个

要素，即人与情。纪录片何以动人，主要靠片中表达出来

的情感。因此，在一部好的纪录片中，人和情缺一不可。

离开其中任何一个要素，纪录片都不能真正打动观众。

《金城兰州》一经播出，就感动了无数观众，连专家学者

在评论该片时都特别提到片中的人和情，即人和城市的

情，人和城市之间的故事。该片中四个篇章的确立与展示

是由当时当地人物和故事的多种画面衔接构成的，自然

顺畅、新颖生动，历史人物形象丰满。无论是拓荒选址的

李息将军、13封古粟特人信札的奇特发掘，还是左宗棠来

西北力推“洋务”新政，均丝丝入扣、情真意切，将人物与

兰州的生死交情形象地展现在观众面前，超越了一般纪

录片的作为。

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工程师胡淑兰个人命运

与国家命运密切关联的描述，更是以一个普通市民的视

角反映兰州从百废待兴中走出来的历程。该片通过这些

小人物告诉观众，兰州之所以成长为一座工业重镇，是许

多像胡淑兰丈夫一样的普通人放弃个人得失，默默地奉

献青春换来的。这为今天处于关键发展时期的兰州人树

立了一个榜样，让他们看到兰州发展的希望在于每一个

热爱兰州的人在抓住兰州发展机遇、发展自己的同时，与

城市共同前进。《金城兰州》创作团队注意到了“讲好故

事、讲好人物”的重要性，通过以小见大的人、城故事，使

该片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总之，纪录片《金城兰州》突破了当前城市纪录片发

展的多重困境，在挖掘城市人文精神方面做了大胆而有

益的尝试，受到了观众和业界的好评，值得其他城市纪录

片参考和借鉴。

（作者单位：中原工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责编：马莉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