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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浦，位于浙江沿海中部、象
山半岛南端，三面环海，是我国六
大中心渔港之一，素有“浙洋中路
重镇”之称。在中国电影史上，有
一部著名的电影反映的正是石浦
海边渔民的艰苦生活——1934
年由蔡楚生编剧和导演的影片
《渔光曲》，正是因为这部电影，石
浦渔港闻名全国。而今，在石浦
这片靠海为生的土地上，人与海
洋的故事已经有了全新的意义。
纪录片《石浦渔光》便是在这样的
背景下创作而成。

一、对话历史：记录渔民的生
活变迁

纪录片的特殊之处在于其重
点强调了纪实。《石浦渔光》就是
对石浦渔港渔民生活的纪实刻
画。我国拥有广袤的海洋和漫长
的海岸线，渔业生产更是影响了
每个家庭的餐桌，但是绝大多数
的人们却不了解沿海而居的渔民
生活。石浦渔港历经百年，那里
的渔民经历了怎样的变迁？现在
又是靠什么生活的？这些都为纪
录片提供了创作的空间。

“纪录片是以真实生活为创
作素材，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
并对其进行艺术的加工与展现
的，以展现真实为本质，并用真实
引发人思考的电影或电视艺术形
式”①，纪录片在影像记录的同时，
也在记录历史，同历史对话。《渔
光曲》以石浦渔民为主要对象，凸
显了民国时期社会底层的凄惨生
活。《石浦渔光》从正片一开始，便
引用著名的《渔光曲》进行对比与
铺垫，然后引出石浦渔民，跟电影
不同的是，纪录片里的石浦渔民
生活更具希望。这样一明一暗、
一前一后的对比，使得《石浦渔

光》和《渔光曲》的历史对话也得
以呈现。

二、记录当下：“渔光”背后的
深层意涵

《石浦渔光》从《渔光曲》引
入，讲述了生活在石浦的一群平
凡而又富有代表性的人物：从东
门渔村的船老大任建奇，到曾经
是船老大如今是养殖户的丁敏
杰，再到石浦古城中街包基勤、李
荣辉两位鱼灯师傅，他们的生活
和经历，都是当下石浦渔港渔民
们最为真实的写照。时代发展透
过平常生活变迁跃然纸上。这不
仅是同历史的对话，更是对于现
实记录更为深层的关怀。作品的
立意，正是表现以普通的石浦渔
港渔民生活为代表的，当代中国
渔业从业者及渔港文化所具有品
质和精神。

一般来说，一部单集容量的
纪录片在其中穿插多个人物进行
展现容易导致内容较为零散，但
《石浦渔光》却努力做到“形散而
神不散”。面对大量的纪实素材，
《石浦渔光》采用了“以点带面、以
面带体”的创作思路，在零散的纪
实素材之外，用“渔光”这一条明
晰的主线将片子带活了，不仅实
现了对于《渔光曲》的延续和对
话，更实现了全片有机的、系统的
叙事呈现。

《石浦渔光》中的“点”，是通
过每年 9月份的“中国开渔节”这
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展开的，也正
是在这个特殊的时间段，石浦渔
港的空间特性和现状才能被充分
体现；这里的“面”，指的是由三种
类型、四位主要人物构成的社会
生活面，同时，这个面中每个点又
有自身独特的生活经历；这里的

“体”，则是指以石浦渔港为代表
的整个渔民群体，更进一步说，这
是石浦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全
片正是从“石浦”的纪实性出发，
逐步延展到“渔光”这一更具意涵
的概念中来。

“渔光”，首先象征着生存，是
石浦渔港的渔民们的生存依托。
无论是船老大任建奇还是养殖户
丁敏杰，他们都是依赖渔业谋生
存，通俗地说，就是靠这个吃饭
的。在他们心中，渔港不仅仅是
渔船停泊的港口，更是一种生存
象征和未来期望。纵观纪录片
《石浦渔光》，一部单集容量的片
子中出现了四位主要人物。每一
个镜头都力求把每一个人物在特
点时空的生活进行最为真实的记
录。在船老大任建奇出海的记录
中，为争夺头船的激动。收获不
佳时的伤感与无奈，丰收时的喜
悦与笑容，不是可以被设计和策
划的，因为这本身就是对“生存”
真实地展现，象征着“渔光”在生
存意义上的意涵。

此外，“渔光”更是石浦人朴
实拼搏精神的象征。迎着海浪，
映着晚霞，看似重复的生活其实
是石浦渔民在面对大自然考验时
表现出来的坚韧不拔。这样，在
记录之上，又增添了拼搏的精神
象征。他们相信，辛勤付出总能
够带来收获，大自然在考验他们
的时候也终会给予他们丰厚的馈
赠，这是石浦渔民和海洋抗争的
和谐共生之道。

在这之外，“渔光”更是一种
深层的文化内涵。摇曳的旗帜，
五彩缤纷的鱼灯，在众多节日和
庆典中扮演的不是道具的角色，
而是石浦人对于“渔光”的文化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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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他们用细窄的竹篾，细致的
绸布，做成各种不同类别形态的
鱼拓，这也正是“渔光”文化的“点
睛之笔”。

《石浦渔光》并不是一部简单
的纪录片，它包含了生存、精神、
文化的三重意涵，这也让《石浦渔
光》在纪实的层面上又增添了文
化属性和精神寄托，它对话了历
史，记录了当下，承载了文化与精
神。一个小渔港却蕴含着富有深
意的生活场景和现实寓意。热闹
中带有秩序，平静中留存着文化
基因。《石浦渔港》表面上展现的
只是当地人们的生活场景，但是
其意义绝不仅仅是生活的记录，
更是新时代石浦渔港的精神面貌
和对于未来的希望和憧憬。

三、内容挖掘：人物的个体
特性与群像共性

从内容挖掘方面来看，《石浦
渔光》选择了个性鲜明的三种角
色，通过船老大，养殖户，鱼灯师傅
的故事向观众深入浅出地阐释了
在石浦这片土地上，当地人民与海
洋之间难以割舍的关系，而深层次
的背后，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1.船老大任建齐——涛声中
的勇气

任建齐 18岁开始捕鱼，到目
前为止在海上拼搏了 30 余年。
从初次出海的懵懂青年，到如今
的船老大，这 30年书写的是一个
拼搏的故事。无论是每年开渔季
出发前都用红漆在船上醒目的位
置写上“拼搏”二字的仪式感，还
是历经一次次撒网却未能迎来丰
收的失落感，任建齐用行动深刻
诠释了“拼搏”二字的内涵。石浦
像他这样的人有很多，同为海上
讨生活的人，以船为家，靠海为
生，对于他们而言，海上生活是常
态，一次一次岸边的停留，是为了
下一次更好的出发，而出发更像
是一种回归。面对海洋的神秘与
未知，始终表现出石浦人独有的
拼搏精神。这一精神的传承，激

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石浦人，为谋
求幸福生活，勇敢无畏地迈下坚
定的步伐。

2.养殖户丁敏杰——潮烟里
的生命

丁敏杰曾经也是一位船老
大，然而 8 年前告别了海上的捕
鱼生涯，选择上岸成为了梭子蟹
的养殖户。如果说海上生活代表
着一种未知的远方，那么岸上的
生活则代表了平淡日子的踏实。
曾经的船老大，如今的养殖户，虽
然少了些海上生活的波涛汹涌，
但这一方蟹塘却让丁敏杰能够在
谋生之外，在工作之余的闲暇时
间拾起多年的爱好——制作船
模。丁敏杰从小就喜欢做船模，
虽然没有学习过任何手艺，也没
有任何图纸可以借鉴，但是却制
作出了一个又一个的船模。用

“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这句话概括丁敏杰再合适不过
了，小时候制作船模代表着对大
海生活的向往和憧憬；如今重拾
手艺则是对过往生活的留恋和寄
托。虽然扬帆起航的捕鱼生活不
会再来，但这小小的船模寄托着
他对曾经乘风破浪岁月的怀念。

3.鱼灯师傅包基勤和李荣辉
——古城下的守望

鱼灯制作是一门有着 600多
年历史的古老手艺，如今在石浦
古城中街，只有包基勤和李荣辉
两位老人还从事着鱼灯制作，他
们一坚守就是 40 多年。鱼灯作
为开渔节庆典必不可少的元素，
是石浦人民的共同记忆，更是一
种文化归属。就像包基勤老人所
说的那样，游客看了之后都发自
内心地跟他讲“师傅，你这东西千
万不能失传哦，为家乡。”正是因
为这份对传统的热爱，对文化的
追求，让他们总能在制作过程中
洋溢起深深的自豪感。虽然两位
老人已经年过古稀，但制作鱼灯
似乎成为了他们的使命。这不仅
仅是为了开渔节庆典间的喜悦，

更是一种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
面对时代发展中古老手艺可能面
临失传的危险，两位老人用行动
告诉我们，他们选择坚守。

船老大任建齐、养殖户丁敏
杰、鱼灯师傅包基勤和李荣辉，他
们向我们展示的是生活在石浦这
片土地上的人们，对待生存、生
活、乃至文化的积极态度，正是因
为这种特有的石浦精神，激励着
一代又一代的石浦人民为追求美
好生活，展现出“直挂云帆济沧
海”的昂扬斗志。正如片尾所言

“石浦的渔光，散发着古老的精
神，又增添了驶向未来的希望”。
石浦的渔光，是成长，是拼搏，是
文化，是记忆……

四、结语
纪实类题材《石浦渔光》以

“纪实”为核心，回归纪录片的本
位，具有对话历史，记录社会生活
的价值。它不仅是一次现实记
录，也是一次历史对话，一次文化
反思。通过对石浦渔港的典型人
物生活进行记录及加工，为渔民
生活写下了影像注脚和研究载
体，留下了几处值得思考的地方：
第一，它不仅关照现在，也对话过
去，主动挖掘主题，实现了“从对
话历史到记录现实”的实践；第
二，它坚守真实记录同时兼顾叙
事逻辑，实现从普通渔民生活的

“石浦纪实”到生存、拼搏及文化
的“渔光意涵交融”的创作。第
三，它在创作中将“合理的镜头语
言”、“恰当的画面解说”和“匹配
的声音”相融合，实现了从“选题
得当”到“表现生动”的跳跃，为同
类的纪录片创作进行了探索与实
践。作品也于2016年获浙江省广
播电视政府奖短纪录片一等奖。

注释：
①张凤铸《广播电视艺术学

通论》（2011年中国传媒大学出版
社出版）。
（作者单位：宁波广播电视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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