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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篇》的 17 分钟里，除了谈及能源、民
生、民俗外，还谈到了网民、农民工，并使用了农
村村官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投票的场
景，展现了日益进步的中国政治民主。

何澎是该片的执行导演之一，并兼任剪辑
师。他主要负责北京和西藏的拍摄，“喇嘛打电
话”的场景就出自他手。

有人提出音乐非常给力，何澎说，负责片子配乐
的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快被他折磨疯了——“他们

光音乐就弄了几十个版本”。
何澎介绍，团队从去年9月开始剪辑全片，

然后邀请制片方、国新办来看。前前后后持续
到了今年 1月份。“大家现在看到的版本，是剪
辑至少 30 多次后的版本。经常有崩溃的感
觉。因为不知道要删哪些，很多画面都太好了，
舍不得删掉。”

朱幼光表示，《角度篇》刚刚通过最终的审
核。目前呈现的是一个17分18秒的定片。

主创人员揭秘《国家形象片角度篇》制作过程

1700字旁白写了一个月
3000个画面剪辑到800多个
剪了30个版本才通过

本月17日，《国家形象片上集（人物篇）》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开播。23
日，原本一直保密的下集《角度篇》突然在网络首播，并引发全球关注。与人
物篇多为名人不同，《角度篇》基本是以普通百姓的面孔为主题，用800多个画
面，真实而深入地讲述了今日的中国。 ■对话

形象片
是最节省费用的
一部片子

25日，就国家形象片
的制作问题，记者采访了
国家形象片总制片人朱幼
光、总导演高晓龙。

记者：有传言说，国家
形象片的制作宣传费用为
450 亿？这个数据真实
吗？

朱幼光：这绝对是不
可能的，远没有这么高的
制作费用，但是具体数额
我们不能随便说。我只想
说，这个片子是大家最节
省费用的一部片子。拍摄
团队基本都是友情价格奉
献。我想，大家更看重这
份至高的荣誉。

记者：现在有没有收
到一些反馈？

朱幼光：有。有好的，
但也肯定有不好的，我看
网络上就有。但是我更期
待外国人的评价，因为我
们拍摄的片子是给外国人
看的，是为了让他们重新
认识中国，所以我会持续
关注新闻报道，尤其是外
媒的。
据1月26日《京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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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正美式英语旁白
《角度篇》开篇，是一组充满中国元素的画

面，初升的太阳、高山白云、四合院、故宫、草原、
天安门、布达拉宫、长城，最后是地球。纯正的
美式英语旁白一同响起——“2003年 10月，中
国人第一次从太空看到自己的国家。”

随后，画面在中国的各个角落切换，从
人到景，从景到事，从鸟巢到中关村，从上海到
西安，一组组充满气势的画面尽情跨越神州大
地。

旁白声再起：“我们是谁，我们在想什么。”
国家形象片总制片人朱幼光说，这是点题

之语，希望看完 17分钟的国家形象宣传片，任
何一个外国人都会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中国人
在想什么。

看完《角度篇》的人，都对这些精彩的旁白
留下了深刻印象。作为总创意，这1700字的旁
白，全部出自朱幼光之手。“说实话，虽然干了这
么多年，对写文案轻车熟路，但这个文案让我承
受了很多煎熬。”

1700多字的文案，资深广告人朱幼光竟然写
了一个多月时间，“因为这个文字，必须要在结构
上做到起承转合，很难，太难了”。

■800个画面多为抓拍
《角度篇》共有 800 多个画面，涉及中国的

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科研、教育、环境等多方
面内容。

谈到这些画面的拍摄，总导演高晓龙说了
两个字“真实”。这是他最大的感受。他说，为
了这两个字，这次拍摄的时间之长，行走范围之
广，完全不同于他以往拍摄商业广告的经历。

拍摄过程持续 3个月，大概拍摄了 3000多
个画面，足够一部电影用的素材。最终，剪辑出

了现在这个有800多个画面的《角度篇》。
高晓龙介绍，整个拍摄过程，最常提到的字

就是“抓拍”。经常是两个人一组，扛着机器，乘
公交车、坐地铁、走路，进行抓拍。比如，中关村
地下歌手唱歌、大喇嘛打电话的画面，都是抓拍
下来的。

为了更真实，拍摄还尽量同期录音，在《角
度篇》第二个章节中，学校里，老师对着镜头说
话，背景可以听到学生们的喊叫和读书声。

■近5个月时间剪辑出成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