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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董琳娜

  西藏是我心中一直向往
的远方，2021 年又是西藏和
平解放 70 周年。在这样一个
有特殊意义的时候，我非常荣
幸能作为一名援藏记者，亲眼
见证这里 70 年发展的辉煌与
成就。
  来之前我就想，如果能在这
样一个重要时刻，做出一些有特
色的新闻产品那该多好。
  我还记得那是刚来不久在
林芝出差，我和编辑老师再次
聊起这个话题，她建议我可以
从援藏记者的视角展现西藏的
发展变化。
  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向，
接下来如何展现，以怎样的方
式，还得进一步思考。
  好多个夜晚，我在分社办
公楼大平面加班，一熬就到十
一二点，初稿写得非常辛苦。
我查了很多很多资料，看了稿
库里许多许多稿子，但仍找不
到合适的切入点。
  要写西藏，标志性的布达
拉宫肯定绕不开。所以我写
的第一篇稿件就是关于布达
拉宫的。布达拉宫的前世今
生被我查了个底朝天，用了好
几个晚上，我才非常费劲儿地
把初稿提交给编辑。
  稿子写完总感觉不太对，
实在是差点儿意思，连我自己
都不想看。连我自己都不喜欢
的东西 ，凭什么受众会喜欢
看呢。
  果不其然，编辑反馈：“你
写的这篇稿子，关于布达拉宫
的很多信息通过别的渠道也能
查到，大家为什么要来看你写
的这篇呢？”
  这些话，一下子把我点醒
了。确实啊，这不也是连我自
己都不爱看的原因吗？
  千篇一律的内容枯燥乏
味 ，有 趣 的 表 达 却 是 万 里
挑一。
  新华社并不缺气势磅礴、
精美措辞的稿子，写西藏方方
面面的大稿子真是不少。如
果以“我”的角度来看，就不能
是和别人一样、扑大街的内
容，肯定得是有我个人印记的，是区别于“他人”的。
于是我又写了一篇。这篇写得非常快，或许是因为从
自身出发，饱含真情实感，仅用一个多小时就完成了。
  当我把这篇发给编辑后，编辑说了一句“这个感觉
对了！”
  那一刻别提我有多高兴了！虽然很艰难，但这是
一个突破自我的过程，一个冲破固有化思维的过程，一
个创新创意的过程。这下，整个新闻产品的大方向就
找到了。
  视频有 Vlog ，那么作为音频新闻产品，这就是
Audio log ，可以简称 Alog。最初我们定的这个系列
的题目是《我到西藏去》，后来集思广益又增加了《“娜
娜”援藏记》和《“娜”一次援藏》。
  8 月 15 日，在庆祝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大会前
四天，经过 5 个多月的打磨，《Alog|“娜”一次援藏》与
大家见面了。
  经过四五稿的修改，最终呈现的第一期为《从
北京到拉萨，有多远？》。这一期介绍了我从决定援
藏到顺利出发的心路历程，同时我看到了什么，听
到了什么，以第一视角真实地呈现给受众，展现了
西藏交通发展现状，见证西藏和平解放 70 年来，青
藏高原上演着交通发展从无到有，从单一到立体的
奇迹。
  首篇当天新华社客户端点击量超过 150 万，网
友留言超过 1500 条，获得许多媒体同仁和普通受众
的踊跃转发与一致好评。
  “70 年的变化，肉眼可见”“70 年翻天覆地，沧桑
巨变”“世界屋脊的奇迹”“希望西藏的发展会越来越
好”“援藏真的是不容易啊”“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安
全”……
  在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大庆那一周，我们不断开
拓思路，头脑风暴，创新出很多有意思的形式和内容。
在第三期《到了西藏，我叫德吉玉珍，你呢？》，讲的是藏
族同胞名字的故事。我真实地采用了分社藏族同事大
量的同期声和现场声，里面还穿插了很多他们平时生
活工作中有意思的小故事。
  在稿件要播发的前一天，我脑子里突然又冒出一
个想法，既然音频只能听见同事们的声音，为什么局限
于音频呢？可以做一个小视频，展现一下小伙伴们的
样子。
  当天下午，我就拿着手机，以个人视角真实地记录
了这些可爱的小伙伴们，并把视频作为“彩蛋”放在第
三期节目结尾。
  真实的表达，充满感情的笔触，创新创意的形式，
让更多的人了解西藏，了解这里的文化，了解这里的变
化。我想这就是传播的意义吧。
  接下来，我们计划把《Alog|“娜”一次援藏》继续
做下去，我会继续以一名援藏记者的视角，给大家讲
述 我 与 这 片 雪
域高原的故事，
记录我遇到的那
些人、那些事，给
大家展示真实的
西藏，真实西藏
的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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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聆听《“娜”
一次援藏》的
故事

撰稿/《宝“藏”档案》创作团队

　　毛泽东为何作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
的战略决策？极端恶劣条件下，解放军是如
何进藏的？刘伯承为何将进军西藏称作“第
二次长征”？
　　如此厚重的历史，如何确保事实的准确
性、权威性？如何从浩如烟海的档案中找出
最有价值的档案？如何让档案价值最大化，
讲好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
　　让历史说话，用档案发言。在西藏和平
解放 70 周年之际，在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之际，新华社推出融合报道新闻专题片《宝

“藏”档案》。这部专题片截取历史瞬间，以 6
期短视频，从档案视角解读西藏和平解放那
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产生了非同凡响的社会
效果。
　　让我们走近《宝“藏”档案》制作团队，走
近镜头里看不到的故事。

讲史先研史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
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为什
么出发。
　　 70 年栉风沐雨，70 年春华秋实。今天
的西藏，早已换了人间。高原的壮美河山，世
人向往。70 年前西藏和平解放的壮阔历史，
更值得世人铭记。
　　历史是厚重的，历史是严肃的。解读历
史，档案最有说服力，团队把目光瞄向了西藏
自治区档案馆，决定采写若干从档案视角解
读西藏和平解放史的报道。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团队认为，解读
历史，首先要学习历史，尊重历史，读透历
史，为此明确了“深挖洞，广积粮”的原则，不
急于写脚本，不急于找档案，不急于拍镜头，
而要求自己要先学史读史，找来《西藏解放
史》《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毛泽东与西藏
和平解放》《第二次长征》等书籍和资料，认
真研读。
　　于是，如下的历史剪影进入了团队的视
野———
　　西藏，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地方，是拱
卫祖国西南边陲安全的前沿屏障。近代以
来，英国先后于 1888 年和 1904 年发动两次
入侵西藏的战争，图谋占领西藏。
　　随着解放战争的进程，西藏解放事宜
提上了日程。1949 年 2 月，毛泽东在西柏
坡会见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时指
出：“其实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
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因为：（1）交通困
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也较多；

（2）民族问题，尤其是受宗教控制的地区，
解决它更需要时间，须要稳步前进，不应操
之过急。”
　　但局势波诡云谲。彼时，美国等国家加
速干预西藏事务，唆使“西藏独立”。西藏地
方政府上层反动势力先后制造“驱汉事件”，
向美、英、印等国派出所谓“亲善使团”等，妄
图追求“独立”。
　　为了应对国际形势的复杂变化和西藏地
方的严峻局势，满足西藏人民要求早日解放
的愿望，1949 年 12 月，毛泽东赴苏联访问，
途经满洲里时，给中共中央并西南局写了一
封信。信的大意是：印、美都在打西藏的主
意，解放西藏的问题要下决心了，“进军西藏
宜早不宜迟，否则夜长梦多。”
　　从“不应操之过急”，到“进军西藏宜早
不宜迟”，足见毛泽东对解放西藏工作的
重视。
　　此后，正在苏联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果
断调整“先解放台湾后解放西藏”的战略规
划，把解放西藏提前，并列入 1950 年的战斗
任务。他在 1950 年 1 月 2 日致电党中央的
电报中写道：（一）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
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
的西藏。（二）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
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
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
　　由此，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序幕被
拉开。
　　 1950 年，解放军从四川、青海、新疆、云
南四个方向向西藏挺进。
　　和平解放前，除了骡马、牦牛踏出来的古
道，西藏没有一条现代公路。1950 年，公路
从成都只通车到雅安。这不仅使西藏长期处
于封闭状态，严重迟滞了西藏发展，也给解放
西藏、建设西藏带来了困难。
　　针对进军西藏面临的交通难题，毛泽东
号召进藏部队“一面进军、一面修路”，决定修
筑康藏（川藏）、青藏公路。
　　 1950 年 1 月 16 日，刘伯承在为进军西
藏的十八军壮行时说，进军西藏是一件非常

光荣也非常艰巨的任务，就其政治意义的重
大、自然条件的艰苦等方面讲，都不亚于二万
五千里长征。
　　历经昌都战役和反复谈判，1951 年 5
月 23 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
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
协议》）在北京签订。
　　基于对这段历史的研读，主创团队初步
确定了脚本方向，围绕毛泽东主席决策解放
西藏的过程、进军西藏的过程、《十七条协议》
签订的过程、川藏青藏公路修建的过程等内
容展开。

大海捞档案，寻寻觅觅

　　寻找档案的过程，如大海捞针般艰苦。
由于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尚未对西藏和平解
放的档案进行分类，面对汗牛充栋的档案，
团队只好请档案馆将 1950 年至 1954 年的
档案目录全部搬出来，然后逐一查找需要的
内容。
　　经过反复沟通，西藏自治区档案馆腾出
一间办公室，搬出了上百本档案目录手册。
看着眼前摞起来有一人多高的书本，负责查
找档案的团队成员李键、格桑朗杰等顿时犯
了愁。哪些是报道所需要的？哪些是有价值
的？哪些能够解密？团队人员感觉无从下
手，只好下笨功夫当一个“啃书虫”，在浩如烟
海的档案中开始“愚公移山”。
　　一边查看目录，一边把档案的标题、档
案号、时间等信息随手记录。由于目录没有
档案的具体内容，为了防止遗漏，团队成员
只好把西藏和平解放前后的档案尽量罗列
出来。
　　这是一个很大的工作量。一上午的工
夫，也只记下了 60 多份档案。对于整个报
道工作而言，这点“挖掘工作”只是杯水车
薪，更何况还有这么多的档案亟待发掘！
然而，最后这些档案能不能用得上，还是个
未知数。
　　一番折腾下来，团队人员意识到，这样盲
目地寻找档案并不现实，随后迅速调整思路，
决定边写作脚本，边寻找档案。
　　经过前后一个多月的寻找和多次筛选，
团队精选出 30 多份珍贵档案，比如《论迅速
解放西藏之提案》，但这些还满足不了拍摄的
需求。正在一筹莫展之际，一个意外发现，印
证了“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
奥妙。
　　一个偶然的机会，团队人员得知西藏
自治区档案馆的多媒体数据库中，有一些
不在档案目录中的档案记录，随后从中查
找到《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毛泽东
关于“生产与筑路并重”致邓小平电》《解放
西藏进军政治动员令》《新华社社论：绝不
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 西
藏》等。
　　这些档案大多属于首次解密，首次公开
展示，为受众深入认识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
提供了独家视角。
　　同时，为了扩大报道的触角，增强报道的
深度，团队还辗转联系访谈了 70 多年前进
军西藏的十八军老战士、十八军军长张国华
女儿张小康、十八军政委谭冠三长子谭戎生，
独家获得他们珍藏的老照片、书信等珍贵资
料，并请西藏大学历史学教授次旦扎西解读，
增强了报道的权威性。

感动自我，传承精神

　　如何让档案活起来？如何延伸档案的内
涵？这是团队始终考虑的内容。
　　《宝“藏”档案》依托档案讲述西藏和平解
放的历史，脚本就必须让档案贯穿始终，同时
结合既有的党史、历史，让档案和历史有机互

动、相得益彰。
　　但时间有限，精力有限，经费有限，做
哪些内容？每期节目多长？团队最初有些
六神无主。
　　“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毛主席
的诗词启发了主创团队——— 在构建完整叙
事的前提下，不寻求面面俱到，不寻求包罗
万象，而是截取西藏和平解放进程中最有
冲击力的历史瞬间，每集时间控制在 6 分
钟左右。
　　《列车上的加急进军令》揭秘毛泽东为
何改变“西藏问题不应操之过急”的态度，
在访问苏联的列车上作出“进军西藏宜早
不宜迟”的战略决策，讲述毛泽东在访问苏
联期间如何指挥解放西藏的那段波澜
历史。
　　《特殊的长征》揭秘刘伯承为何把进军
西藏称为第二次长征，讲述解放军进藏的
艰辛历程。
　　《一份人心所向的协议》讲述关于和平
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的签署过
程，以及《十七条协议》签订的意义。
　　《把公路修到拉萨》讲述川藏青藏公路
修建的战略决策及其艰辛过程。
　　伟大事业铸就伟大精神，伟大精神引
领代代后人。
　　在研读西藏和平解放历史、写作脚本
的过程中，团队深刻体会到那段厚重的历
史中蕴藏的伟大精神：“老西藏精神”（特别
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
团结、特别能奉献）和“两路”精神（一不怕
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
家、民族团结），也为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境
界所感动。
　　由川藏方向进军的十八军，进藏前原
本已经接管富庶的川南。军长张国华已经
被任命为川南行署主任，政委谭冠三已明
确兼任四川省自贡地委书记。经过多年南
征北战，许多战士已打算在川南安家落户，
突然接到进军西藏的任务，想到西藏路途
遥远、严寒缺氧、语言不通、风俗迥异，不少
干部战士思想出现了波动。
　　为了帮助部队实现由“川南安家”到
进军西藏的思想转变，引导全军认识进
军西藏的光荣使命，张国华背女出征，发
出“此去西藏，我是去给西藏人民当长
工”的誓言，他三岁的女儿难难不幸成为
进军西藏牺牲的第一名“战士”；谭冠三
和妻子携手进藏，与年幼的孩子们天涯
相思，直到 1959 年 7 月，谭冠三赴京汇
报西藏平叛和民主改革情况，全家人才
第一次团聚。
　　“今天研读西藏和平解放史，就是一堂
生动的党史学习教育课。”团队成员一致认
为，要把这部新闻专题片做好，讲好西藏和
平解放的历史，传承好西藏和平解放过程
中孕育的伟大精神。
　　为此，团队决定增加两期节目，从细节
讲述老西藏们的家国情怀：《背着女儿进藏
的将军》，讲述十八军军长张国华为何背女
出征、进军西藏的感人故事；《他把骨灰埋
在西藏》讲述十八军政委谭冠三为何把骨
灰埋在西藏、通过书信寄托对子女的深情
等故事。

敬畏历史，书写突破

　　这部新闻专题片是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报道中，唯一一部从档案视角解读那
段波澜岁月的新闻报道，也是新华社西藏
分社适应媒体融合发展新格局，创新报道
工作的一种新探索。
　　专题片内容涉及中央治藏历史等内
容，政治敏感性强。主创团队完成脚本
后，通过多种途径，对脚本所涉及的时间、

地名、人名、职务、数据、史料等内容反复
核校，确保报道真实安全。
　　万事俱备，进入拍摄阶段。团队选择
新华社西藏分社图书阅览中心作为拍摄场
地，新华社音视频部援藏记者董琳娜担任
主讲人，专业的拍摄团队进驻现场。同时，
还深入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拉萨川藏青藏
公路纪念碑等地拍摄外景。
　　在制作过程中，团队成员精诚协作，对
脚本核校、音乐铺排、资料收集等进行分
工，对节目的编排反复研讨，确保高质量、
高水准完成。从新华社湖南分社来援藏的
副总编辑韩曦乐对每期节目的音乐进行了
专业指导。为适应手机端传播特点，本组
报道每期设计了微信导读新媒体文案、精
选重要档案、制作了 GIF 动图等，增强了
传播效果。节目每一期视频的最后都对下
一期节目做了预告，让受众对后面的节目
充满期待。制作完毕后，新华社西藏分社
组成审片小组，两次集中审片，确保报道
准确。
　　团队成员旦增尼玛曲珠是这次专题
片的摄像。他对连续奋战刻骨铭心：“摄
制从开始的拍摄构思到拍摄风格、选址、
布光、相机参数设定，到后期剪辑节奏的
把握、档案呈现的特效、每一集的音乐情
绪，都需要一丝不苟的态度去处理。每一
帧画面、每一条字幕、每一个特效、每一段
音乐都需要不断调整，不断考量与整个片
子所阐述的西藏和平解放这一波澜壮阔
的历史的匹配度、吻合度，不能有侥幸心
理、懒惰思想。”
　　作为传统文字记者，导演张京品介绍，
多名团队成员都是文字记者，对视频业务
不够熟悉，这次报道作为从文字记者向融
合报道记者转型的一次尝试，团队成员既
充满期待，也谨小慎微。在节目播出前，团
队成员盯着电脑一帧一帧看，一条字幕一
条字幕核校，有两个晚上通宵熬夜，但没
有人抱怨过。
　　 6 期节目于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大
庆前按每天一期频次播发，团队成员也每
天盯着报道的效果。新华社客户端留言超
过 5000 多条：
　　“希望多一些科普西藏和平解放的电
视剧、纪录片。”
　　“作为曾经在高原服役过的退伍士兵，
经历过一些苦，但是和先辈们一比，我觉得
那些都不算什么困难了。”
　　一些同行和业内人士也感慨：“《宝

‘藏’档案》不仅是一部红色历史纪录片，也
是青年受众的一堂党课，是一部高水准的
时代纪录片。”
　　今日头条、腾讯新闻、新浪新闻、网易
新闻、澎湃新闻、搜狐新闻、百度新闻、西藏
日报等 600 多家新闻客户端、公众号以及
抖音、微博广泛转载了这组报道。看到网
友和业内的肯定，团队更加深刻地理解到
制作这部片子的价值。
　　“做这样富有历史厚重感的视频，让我
深刻了解到那些创造历史的人永远不会被
忘记，他们会以某种形式存在，就如我们这
次的视频作品，他们通过视频的形式永远
留在了历史长河中。”作为一名入职新华社
仅一年的年轻记者，团队成员金一清既为
能在参与这组报道中学习西藏和平解放史
感到骄傲，也为今后开展融合报道充满了
信心。

让历史说话，用档案发言，述说西藏和平解放史

新华社记者这样挖宝“藏”

左：“小难难”敬礼资料照片。张国华女儿张小康提供   右：《论迅速解放西藏之提案》档案照片。新华社记者旦增尼玛曲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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