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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通发达、人口流
动频繁的时代，一个人为什么要生活在那片土地
上，一定有着很深层的理由。日本导演竹内亮推
出的生活类纪录片《我住在这里的理由》(以下简称

《我住》)以让中国人了解外国、让外国人了解中国
为主题，寻找住在中国各地的外国人和住在日本
的中国人的故事。

竹内亮是一位居住在南京的日本人。去年疫
情期间，他制作的《南京抗疫现场》《好久不见，武
汉》与《后疫情时代》等一系列与中国疫情相关的
纪录片，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让不少受众了解
了中国抗疫的真实情况，并被外交部发言人华春
莹“点赞”：“我们对竹内亮导演真实记录了中国在
疫情防控、复工复产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对竹内
亮导演不带偏见地、真实地记录中国走过的这段
非凡历程表示赞赏。这个世界太需要有人像竹内
亮导演这样去传递真实的情况和真实的情感。”

近日，竹内亮纪录片同名图书《我住在这里的
N 个理由》，在位于深圳的全国新书首发中心首
发。草地周刊就此专访了竹内亮导演。

消除偏见与误解

因纪录片《我住》，移居南京8年、一头卷发、能
讲一口流利普通话的竹内亮成了中国“网红”。用

“知乎”网友的话来评价，“这个节目很接地气，很
真实，有种Vlog的感觉”，深受年轻网友的喜爱。

新书《我住在这里的N个理由》脱胎于纪录片
《我住》，收录了纪录片中常居在中国的20位日本
主人公的故事。他们有的是漫画家、摇滚鼓手、足
球教练、舞台灯光师，有的是农业专家、导演、生态
学教授、陶艺大师、演员、拉面店老板。他们或因
喜欢中国，或因追逐梦想，或因家人与事业而选择
留在中国，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
快乐生活，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影响着身边的中国
人，同时也感受到了中国人的真挚、热情和包容。

“也许因为我是外国人，我是日本人，我最反
感偏见，只要感觉是有偏见的事情，我就想亲自
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想记录一下真实的
情况。”

谈到拍摄这部纪录片的起因，直率的竹内亮
毫不掩饰自己的好奇心。“外国人对中国(或生活在
中国的)普通人的信息了解不多，我想做的就是呈
现普通个体的生活细节，跟踪记录拥有不同职业
和背景的普通人每一天的生活，了解他们的生存
状态，理解不同国家和城市的风俗文化。”

最近半年来，竹内亮和他的团队每个月都会
来深圳，他正在拍摄纪录片《华为的100张面孔》。

“为什么拍华为？是我自己想拍的，因为华为去年

被美国‘欺负’了，我就想
去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想去看看真实的情
况到底怎么样。”

竹内亮试图通过拍摄100位华为员工，全面还
原华为公司的真实面貌。他透露说目前已经采访
拍摄了30人，“我想拍的第100个人是任正非，希
望他能够接受。”

纪录片的本质就是真实

竹内亮和太太赵萍及家人居住在南京。去年
国内疫情好转后，竹内亮来到此前封城76天的武
汉拍摄。2020 年 6 月 26 日，《好久不见，武汉》上
线。不到24小时，播放量就突破2500万。上线10
天，话题阅读量破亿，微博日榜最高排名第一。他
还制作了《南京抗疫现场》《后疫情时代》等关于中
国抗击疫情和复工复产等情况的纪录片，在国内
外引起强烈反响，让不少受众了解了中国抗疫的
真实情况。

竹内亮镜头中的武汉没有偏见和猎奇，有的
是对普通人的注视、关怀与尊重。这部纪录片不
仅澄清了关于武汉的种种谣言，也能传递给同样
经历过疫情或者仍在疫情中的观众一份积极乐观
的力量。

竹内亮的纪录片一向都因“真实”“客观”而受
到盛赞。但竹内亮本人，却对“真实”一词有着不
一样的理解。“每个人看到的真实都是不一样的，
我只是展示了我所看到的真实，应该是‘主观的真
实’吧，尽量保持客观、不撒谎。”

为什么拍武汉呢？“因为疫情对中国有误解的
外国人越来越多，我想把真实的中国传递给大家，
我想看看真实的武汉到底什么样，就决定亲自去
拍给大家看。越是有误解的东西，我越要去求
证。我不喜欢‘偏见’这个词，对日本的偏见我不
喜欢，对中国的偏见我也不喜欢。”

竹内亮称自己的纪录片是“三无产品”：无台
本、无套路、无赞助。按他的说法，纪录片的拍摄
对象必须是一个会“拼命努力”的人。他们是平凡
的普通人，但都有着自己的特点：很清楚自己想要
什么，并且勇于追寻自己想要的东西。

在纪录片的创作中，竹内亮也经常天马行
空。每场拍摄都在主人公的家中或工作场所进
行，拜访前，主持人只会被告知主人公所在的地
点，随之而来的是一次完全没有台本、力求真实的
随机跟拍。因为节目全靠临场发挥，拍摄中也曾
出现过很多突发状况，镜头也常常虚焦，但却因此
给节目带来了真实感和趣味性，充分展示出每个
主人公真实、平凡而又独特的一面。

也有人质疑竹内亮的作品太过于“正面”。他
坦诚地接受了这样的批评：“因为我很喜欢中国，
所以我拍出来的中国肯定是正面的。我不希望外

界误解中国，这是我拍片子的最大动力。”他
说，自己坚持的原则是绝不撒谎，也不去故意引导
观众，而是把判断交给观众。“我希望能够通过我
的作品，让大家能够真正了解中国和日本。”

多元文化的“冲突”与和谐

2010年，为拍摄《长江 天地大纪行》节目，竹
内亮被NHK电视台派至中国。在为期一年的纪
录片拍摄过程中，他走访了青海、四川、云南等许
多地方。

“那个时候，普通的中国人对于日本的了解，
仍然只是知道高仓健、山口百惠，我特别惊讶。”中
日两国的这种信息脱节，让竹内亮萌发了要向中
国人介绍现代日本的想法。而与中国各地居民的
密切接触，也加深了竹内亮迁居中国的念头。两
年后，在得到太太赵萍的同意后，他决定移居中
国。2013年8月，竹内亮一家搬至南京定居。

“日本社会相对稳固了，变化很小。但中国却
非常有意思，变化非常快。我是一个好奇心很强
的人，变化越大就越觉得有意思，越开心。”相比于
日本人之间强烈的边界感，竹内亮表示他更非常
喜欢中国人的“随意”。“在中国，我和很多第一次
见面的人，都能马上一起吃吃喝喝，这在日本是非
常困难的事情。”现在，他留在中国的理由，就是他
的家人和最好的朋友都在中国。

中国文联文艺研修院副院长陈光宇认为，《我
住》作为一档纪录片节目，最大的特点和最吸引人
的地方是其中蕴含的多元文化冲突。带着这种多
元文化的视角，人们可以在节目中发现更多的文化
差异和由此带来的戏剧性冲突、紧张感与新奇感。

也许，正是因为没有剧本，《我住》系列纪录片
可以捕捉到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与人间冷暖，可以
寻找到那么多普通而又精彩的人物故事，展现丰
富多彩的百态中国。竹内亮作为一个专业的纪录
片导演，放弃了许多专业的拍摄束缚，以“素人”风
格、深度“共情”、不时“出戏”和强烈的现场感，不
带有一丝职业电视人的技术包袱，没有讲究的画
面，炫目的拍摄技巧，也为观众提供了观察社会的
多元视角。深圳文化学者韩望喜认为，竹内亮式
的表达方式和特点，提供了用国际视角讲好中国
故事的范例。

当下，城市化与流动性的加速，全球化与更广
泛的文化交流，正深刻地改变着世界与人类生活，
带给人们一种文化上的多样性审美体验。正如人
类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十六字箴言所述：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陈光
宇认为，从《我住》系列纪录短片中，人们可以真切
地看到多元文化视野下不同文化和价值观在普通
人生活及人生中的展现，正是这一点尤其打动
人。这也是《我住》系列纪录片被人们持续追捧、
热度始终不减的主要原因。 据新华每日电讯

日本纪录片导演竹内亮：

我想做的就是消除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