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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通过统计整理 1949—2019 年由国家级单位、官方媒体制作的科教影片，结合不同时期科普、林业

和科教影片行业发展的时代背景以及影片内容分析，将新中国林业科教影片演变过程大致划分为六个阶段，

认为其发展脉络基本体现了新中国林业科普工作在不同时期的发展特点与内容侧重，其转变与国家发展战

略、科普政策及林业、科教影视行业的发展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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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影片”也称“科教片”或“科学教

育电影”，学界对其概念内涵有不同界定。其

中，扬力将其定义为把科学内容变成视觉形

象并放映在银幕上供观众欣赏的表现形式 [1]。

花晖将其定义为以动态影像与声音为主要的

信息传播手段，以公开放映为目的，以传授

科学知识、推广科学实践方法、培养大众科

学精神与科学价值观为首要传播任务的文化

艺术综合形态 [2]。综合上述界定，本文将要考

察的林业科教影片的范围确定为以传授树木、

森林以及相关自然生态保护科学知识、方法、

思想、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动态影像艺术形态，

以宣传片、纪录片的形式为主。通过对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国营电影制片厂，如东

北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等电影制片

厂中的相关影片以及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

厂（以下简称北科影）、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

片厂（以下简称上科影）等重要科影厂中的

相关影片进行选取，对中国电影家协会编写

的《中国电影年鉴》、文化部电影事业管理局

编写的《电影通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

计局编写的《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等文

献书籍进行查阅，同时对豆瓣电影科教电影

库进行筛选，1949 — 2019 年由国家级单位、

官方媒体（央视及各省市电视台）制作的科

教影片约 1 624 部，其中涉及植被、森林及森

林中动植物等内容的科教影片共 177 部。

目前，学界关于新中国林业科普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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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侧重科普政策、人才、基地等方面，对

科教影片的历史研究则主要关注科教影片行

业的整体情况，对林业科教影片的讨论又主要

局限于对个别影片的分析；缺乏以新中国林业

科教影片为考察对象，对我国林业科普工作进

行梳理的历史性研究。相比之下，学界对新中

国科普史的整体回顾成果颇丰，将新中国科

普史大致划分为五或六个发展阶段 [3-4]。林业

史方面，张钧成以学科建设为依据，以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将新中国林业科教史

分为两个阶段 [5]；陈永昊则从非公有制林业和

公有制林业之间的林权变动角度对中国林业

史进行梳理 [6]。科教影片方面，赵惠康将科教

影片分为起源和发展、新中国、中国新时期、

走向市场化四个阶段 [7]。

基于上述关于新中国科普事业、林业发展

及科教影视发展的脉络梳理与阶段划分，结合

新中国林业科教影片自身的发展特点，本文将

其划分为六个发展阶段：① 1949 —1958 年，

林业科教影片的创立与起步；② 1958 —1966

年， 林 业 科 教 影 片 的 曲 折 发 展； ③ 1966 —

1976 年， 林 业 科 教 影 片 的 政 治 化 宣 传；

④ 1976 —1994 年，林业科教影片的复苏与探

索；⑤ 1994 —2005 年，林业科教影片的蓬勃

发展；⑥ 2005 年至今，林业科教影片的创新

繁荣。新中国林业科教影片的发展史，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新中国林业科普走过的历程，以

其为切入点进行梳理和总结，有助于管窥新中

国林业科普发展的历史脉络及时代特征。

1 林业科教影片的创立与起步（1949 —
1958 年）

自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以来，中国共

产党一直十分重视科

学普及事业。1949 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共同纲领》第 43 条即规定：“奖励科学的

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1950 年 8 月，

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以下简

称全国科联）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

（以下简称全国科普）成立，后者以普及自然

科学知识、提高人民群众科学技术水平为宗

旨。与此同时，党对科教影片的宣传教育作

用也很重视。1949 年，中宣部中央电影事业

管理局成立；同年 11 月，该局改由文化部领

导。 1952 年，该局决定成立科教影片组，后

改名为科教影片总编室。1953 年，科教影片

总编室扩建成上科影。同年 12 月，《关于加强

电影制片工作的决定》要求有计划地制作纪

录片、科学教育片，宣传和推广与群众日常

生活和生产有关的、并适合一般群众水平的

各种科学和技术知识”[9] 368-369。1954 年，原

华北解放区华北农业部农业电影社改名中国

农业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农影），也投入新

中国科教影片事业中。

这一时期，我国虽尚未形成健全的科普

体系，有关科普的法规也不够完备，但林业

科教影片和林业科普工作在党和政府的关心

下有了崭新的起点，开始创立和起步。当时，

在全国科普下设林学组，由著名林学家陈嵘

担任林学组主任委员，负责指导全国的林业

科普相关事宜。彼时科教影片主要受苏联模

式的影响，多以“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

务”为创作方向，侧重集中展示我国社会主

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中的成就及对

保卫世界和平的贡献 [9]369。据不完全统计，

自 1949 年到 1958 年，在我国摄制的 33 部科

教影片中，有 4 部林业科教影片（见表 1）。

表 1  1949—1958 年林业科教影片片单

时间 出品 影片 内容关键词

1954 上科影 《桂林山水》 桂林；风景；美和奇

1954 东北电影制片厂 《白山黑水话森林》 森林工业；党领导；国防建设成就

1955 上科影 《水土保持》 山区；水土保持；科学实验；技术措施

1955 上科影 《杉木》 杉木；生长习性；用途；营造杉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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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容来看，除《桂林山水》是为响应

国家“有计划地拍摄祖国的美丽河山”[9]369 的

政策需求而摄制之外，其余 3 部影片均侧重展

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风貌及林木资源的实

用性或经济效益。这与当时我国集中力量建

设重工业和农业发展的社会需求与背景紧密

相关。

1953 年，我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木

材作为不可或缺的原材料及燃料主要来源，

需求量大增。1954 年全国范围内爆发洪涝灾

害，植树造林运动作为河流综合治理的措施

之一，受到党中央的关注。同年，林业部党

组上报中央《关于解决森林资源不足问题的

请示报告》，报告中对我国当时的森林资源与

国家建设所需的木材情况进行初步估算，指

出木材供应情况严峻。1956 年，林业部颁发

了《绿化规格草案》，对不同地理下的造林

绿化作了明确规定。同年 4 月，林业部编制

了《关于全国十二年绿化规划初步意见》，提

出 12 年内在全国可能绿化的荒山荒地有计

划地造林 10 500 万公顷，并根据需要与可能

广泛地开展群众性的植树造林运动 [8]。此外，

《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第 21 条发出“绿化祖国”“实现大地园林化”

的号召。《1956 — 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

规划》也将林业科技发展规划列为其中一项，

确定了以合理经营和利用现有森林资源、扩

大森林资源的目标。

在此背景下，我国林业发展从造林计划、

森林火灾防治、病虫害防治以及幼林防护等

多个方面进行了具体部署，以配合和推动国

家工业建设与经济发展的需要。林业科普工

作积极响应号召，林业科教影片侧重对植树

造林、树木栽植等技术的宣传和推广。可以

说，在新中国林业科教影片创立之初，林木

在工农业方面的资源价值和实用功能得到了

普及。虽然今天看来，这些影片在艺术性、

科学性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但在当时仍得

到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认可。其中，《桂林山水》

荣获第九届捷克斯洛伐克卡罗维·发利国际

电影节优秀科教影片奖、第三届叙利亚大马

士革国际博览会电影节铜质奖章，《水土保持》

荣获意大利第一届威尼斯国际科教影片电影

节荣誉奖，《杉木》荣获第一届威尼斯国际科

教影片电影节荣誉奖。

2 林 业 科 教 影 片 的 曲 折 发 展（1958 —
1966 年）

1958 年 9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

协会（以下简称中国科协）成立，当时的工

作重点确定为技术革命，学术交流和科技普

及是六项基本任务中的两项任务 [9]。中国林

学会改由中国科协领导，其各地分会改为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林学会，由地方科协

领导。同年，森林工业部和林业部合并为林

业部。为配合新的绿化高潮和大规模植树造

林运动，林业部、共青团中央、全国科普、

全国妇联联合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

广泛开展宣传绿化祖国重大意义和普及林业

知识的活动。同年，林业部宣传局成立，下

设林业电影社，围绕“绿化祖国”和造林林

场化、基地化、丰产化等工作进行宣传教育。

1964 年，林学会组织 20 多人的团队编写《林

业科学技术普及展览挂图》，这套挂图共有 54

张，其中总论 10 张、华北荒山造林主要树种

油松挂图 15 张、华北“四旁”绿化主要树种

杨树挂图 15 张、水土保持挂图 14 张。

在此背景下，林业科普工作有了新的全

国性领导机构和鲜明的科普主题。在以技术

革命为重点的科普工作引领下，这一时期我

国科教影片整体比上一阶段更注重技术推广。

据不完全统计，在本研究搜集的 1958 — 1966

年尚存影像资料或内容简介的 53 部科教影片

中，33 部影片的内容以推广专业技术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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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年，一个新的变化是林业宣传局被裁撤，

林业电影社并入农业电影社，导致林业科教

影片多与农业科教影片合并，农业技术的推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苏电影工作者一度

保持密切合作，各科影厂陆续翻译苏联科技

短片，并与苏方合作摄制多部纪录片。其中，

《密林中的小路》是第一部聚焦于西双版纳热

带雨林的影片，以其中的珍奇动植物为主角，

展现原始森林的神秘与美丽，影片上映后，

西双版纳一举成名 [10]，该片在伦敦荣获“国

际科学教育片协会及电影联欢节第十三次会

议奖状” [11]，在联邦德国荣获“第十三届国际

科技电影节科技与艺术质量奖” [12]。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我国林业科教影片

在农林电影社合并的格局下并没有很高的产

量，相比于农业科教影片和林业科普图书、

挂图，这一时期以“绿化祖国”为主题的林

业科教影片并不多见。但是，在中国科协的

领导及与苏联合作的影响下，这一时期还是

发行了一些林业科教影片精品。1961 年，中

共 中 央 宣 传 部 明 确 指 出， 科 教 影 片 要“ 用

表 2  1958—1966 年林业科教影片片单

时间 出品 影片 内容关键词

1959
苏联莫斯科科学普及电影制片
厂、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

制片厂联合摄制

《密林中的小路》（又名《在
西双版纳的密林中》）

北京动物园；云南；西双版纳森林，热带植物

1962 上科影 《松林里的战斗》 松毛虫；松林；林木病虫害；生物防治技术

1963 上科影 《不平静的夜》 森林猫头鹰；保护益鸟

1963 上科影 《森林害虫》 森林病虫害；防治技术

表 3  1966—1976 年林业科教影片片单

时间 出品 影片 关键词

1971 上科影 《毛竹》 毛竹；社会主义建设；栽植技术

1973 长春电影制片厂 《保护森林》  “备战、备荒、为人民”伟大战略方针；军民联防队；护林人员；奋斗精神

1974 长春电影制片厂 《速生树》 四种速生树种；栽植技术；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木材及林产品生产任务

1974 西安电影制片厂 《吐鲁番防风治沙》 吐鲁番；生产生活；县委领导；造林种草

1975 长春电影制片厂 《固沙造林》 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大寨固沙造林

1976 长春电影制片厂 《文冠果》 文冠果；实用价值；种植技术；毛主席

从 内 容 来 看， 虽 然 大 部 分 影 片 仍 以 科

普为主，却或多或少将主旨落在展现无产

阶 级 革 命 者 艰 苦 奋 斗 精 神 的 政 治 宣 传 上，

反映了这一时期我国科教影片的特点。其

广普及成为主流。在上述 53 部科教影片中，

以林业科技知识普及为主要内容的影片仅 4 部

（见表 2）。

电影的形式来表现科学技术内容”[13]。1963

年，林学会成立普及委员会，协助各科教电

影制片厂聘请技术顾问，组织专家对林业科

教影片进行审查，林业科普的科学性得到了

提升。这一时期摄制的《松林里的战斗》和

《不平静的夜》开始尝试摆脱说教风格，从单

一靠旁白推进剧情转向更为灵活的使用镜头

叙事，在审美意趣和拍摄技巧上确有提升。

3 林业科教影片的政治化宣传（1966 —
1976 年）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科协

及各级组织被迫中断工作，科普事业受挫，

很多科教影片被打成“封资修黑片”或“毒

草”。1971 年以后，在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

的重视关怀下，科普出版、科教影视等工作

才相继得到恢复 [4]。根据统计，1971 年我国

陆续有新的林业科教影片发行（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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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速生树》的开片镜头是几株幼苗迅速

长成大树，并拟人化地念出“为革命大种

速生树”的动画画面，其分镜剧本中提及：

“彩旗飞舞，歌声不断，造林大军在连绵起

伏的秃岭上劳动着”“林业战线上的广大革

命群众彻底批判了……林业战线上所推行

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等，虽然影片介

绍了速生树种的栽植技术等，但内容较为

夸张。《固沙造林》亦旨在展现沙区贫下中

农与流沙展开顽强搏斗的过程，称治沙过

程 为 “ 无 产 阶 级‘ 文 化 大 革 命 ’ 的 胜 利 颂

歌 ” ， 将 灌 木 比 作“ 艰 苦 奋 斗 的 无 产 阶 级

革命者” [6]。同年，全国城乡举办“科学教

育 影 片 展 览 ”， 组 织 观 看《 吐 鲁 番 防 风 治

沙》等影片，重点也在宣传吐鲁番植树造

林、防风治沙的工作。《文冠果》未提及文

冠果移栽难成活的客观难题，在以木代粮

和植树造林运动的背景下，全国多地栽植

了大面积文冠果林。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我国林业科教影片

侧重强调林木在生产生活、防沙固沙等方

面的实用价值，影片的主旨不仅限于对林

木生长知识及相关技术的普及和推广，同

时兼具政治宣传的作用。为突出强调为经

济建设服务或展现革命精神的定位，影片

多以植树造林的过程为主线，在普及林木

栽植和病虫害防治等相关技术的同时，侧

重宣传植树造林、防风固沙等的伟大成果。

尽管如此， 客观来看，这一时期的林业科

教影片在一定程度仍起到了提醒社会重视

和保护森林资源的作用。

4 林业科教影片的复苏与探索（1976 —
1994 年）
4.1 全面复苏（1976—1983 年）

1978 年 3 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

邓小平同志在大会开幕式上强调“必须大力

做好科学普及工作”。科教影片在“思想解

放，实事求是”的大环境下迎来春天，各级

科协组织恢复活动后，各省、地（市）、县各

级科协先后建立科教电影放映队，装备电影

机，有的城市还建成科教电影院 [14]。

同时，林业科普被重新放到与农业科普

同等重要的位置上。1978 年，国家林业总局

成立，林业相关政策、规划工作由林业总局

起草并监督实施。1979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

通过将每年 3 月 12 日定为中国植树节的决议。

同年，林学会进一步明确林业科普的主要内

容和面向人群，随后设置“中国林学会基金

奖”，其中含“科普奖”类别。1982 年，为加

强对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组织领导，中央绿

化委员会成立。1983 年，为更有效地进行林

业宣传出版工作，万里同志在全国全民义务

植树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加强林业宣传。广

播、电视、电影、书刊都要加强这方面的宣

传”[15]。这为我国林业宣传工作指明了方向，

促进了林业科普工作的开展。

上述政策和工作的推进，促使这一时期

林业科教影片全面复苏，同时也为下一阶段

林业科教影片的蓬勃发展打下了基础。据不

完全统计，在这时期出品的 103 部至今能找到

影像资料或内容简介的影片中，有 9 部林业相

关的影片（见表 4）。

表 4  1976—1983 年林业科教影片片单

时间 出品 影片 内容关键词 获奖

1977 上科影 《种杉》 杉木；栽植技术 —

1978 上科影 《高山植物》 西藏南部；高山植物
第 10 届贝尔格莱德国国际

科技电影节金质奖

1980 北科影 《绿化祖国》 植树造林； “绿化祖国”运动；植树节 —

1981 上科影 《科学种树》 栽植树木；树木成“材”；科学方法 —

专 题新中国林业科普历史回顾 <<< 章梅芳　张馨予　李正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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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而言，这一时期我国各项事业逐渐

复苏，林业科普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和工作

方针，图书、展览、挂图、幻灯片等各种形

式的林业科普形式相继推出，林业科教影片

迎来了发展契机，数量有了明显提升，内容

基本上褪去了政治宣传的色彩。除《种杉》

《科学种树》《次生林》等影片继续侧重林木

实用价值及栽植技术的宣传推广外，其他一

些影片开始引导人们关注森林的环保效应，

拍摄技法也有所提升。其中，《黄河与森林》

用“还我森林，保护母亲河”的主题，介绍

了黄河沿线古今以来环境变迁；《灰喜鹊》对

森林中以喜鹊为代表的鸟兽的生活进行了拟

人化展现；《蜜蜂王国》以森林中的蜜蜂为

主角，运用此前较少应用的特写镜头捕捉难

得一见的微观镜头。这些影片较为突出地打

破了传统科教影片以说教为主的创作模式，

致力于让观众潜移默化地感受森林和自然的

魅力，我国林业科教影片由此开启探索自然

之路。

4.2 探索自然（1984—1994 年）

198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相继颁布，对

环境问题的关注使得树木、森林在环境保护

中的作用更加凸显。同时，随着国内学术界

对国外科普理论的引进和公民科学素质调查

工作的开展，科普工作的整体目标向不断提

高人民科学文化素质转变。在此背景下，这

一时期越来越多地出现以探索自然为主要内

容的林业科教影片。

据不完全统计，在 1984 — 1994 年尚能找

到影像资料或内容简介的 135 部科教影片中，

有 13 部林业科教影片，其中，完全以探索和

展示自然为主要内容、不涉及技术推广的有 7

部，占该时期林业科教影片总数的 53.8%（见

表 5）。

时间 出品 影片 内容关键词 获奖

1981 上科影 《蜜蜂王国》 森林蜜蜂；自然界；人类 —

1983 西安电影制片厂 《次生林》 黄龙山；乔山林区；次生林管理技术 —

1983 北科影 《黄河与森林》 黄河；淤沙；森林破坏 —

1983 上科影 《森林和我们》 森林；人类；清新空气；木材；生产生活
第 14 届西柏林国际农业电

影节金穗奖

1983 北科影 《灰喜鹊》 森林；灰喜鹊；鸟兽

第 11 届圣塔伦国际农业环
境电影节金质奖；第 17 届
德黑兰国际教育电影节银

像奖

表 5  1981—1994 年林业科教影片片单分类及获奖情况

时间 出品 影片 内容关键词 获奖

1984 北科影 《黄土高原》 黄土地貌治理 —

1986 北科影 《根吸水原理》 吸水原理；栽植方法 —

1986 上科影 《绿色世界》 森林；生产生活 第 14 届西柏林国际农业电影节银穗奖

1986 北科影 《鸮》 森林；猫头鹰 国际科学电影协会第 38 届年会荣誉奖

1986 北科影 《绿海奇峰》 张家界；自然景色 —

1987 上科影 《绿化黄土地》 施肥；轮作技术 —

1987 北科影 《保护朱鹮》 朱鹮；保护方法
第 4 届巴马国际医学科学电影节

金质奖章

1988 北科影 《朱鹮》 密林；朱鹮
第 1 届中国国际科教电影节荣誉奖；

国际科学电影协会第 39 届年会
荣誉奖

续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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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加强，这一时期我国

科教影片涉猎的学科专业更加广泛，相比之下

林业科教影片的占比有所降低，但整体数量并

没有减少。一个突出的变化是影片内容基本不

再局限于对林木经济效益及相关技术的宣传与

推广，而是越来越多地引导人们对自然的探索

和热爱。同时，影片的创作手法也更为灵活，

艺术性、趣味性不断提升，获奖比例更高，奖

项种类更为丰富，国际交流更为密切。值得关

注的是，就目前统计来看，1992 —1994 年林业

科教影片几无产出，原因应与影视行业管理体

制改革有关。1993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

视部明确“科教片、美术片、纪录片、儿童厂

儿童片的 70% 仍通过中影公司原价收购发行，

其余 30% 影片及其他载体由各厂自主发行，收

入归己”[16]。此后，我国不断对影视行业的管

理体制进行调整，使其逐渐走向市场化，失去

计划经济的扶持，科教影片产出一度明显衰减。

5 林业科教影片的蓬勃发展（1994—2005 年）
1994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

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

将科普工作视为提高全民素质的关键措施。

1995 年，我国正式提出实施科教兴国发展战

略，强调要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

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在此战略背

景 下， 科 普 工 作 的 重 要 地 位 凸 显。2002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颁布，

进一步明确科普工作在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

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同时，随着电视的普

及，科教影视业开始了影视合流的结构性调

整，我国的科教影片创作呈现蓬勃之势，数

量与种类远超从前。此外，环保问题被进一

步重视。2003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

快林业发展的决定》提出为了可持续发展，

必须把林业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在 上 述 背 景 下， 林 业 科 教 影 片 蓬 勃 发

展， 在 科 教 影 片 总 量 中 的 占 比 不 断 提 升。

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有影院正式排片、

尚 存 影 像 资 料 或 内 容 简 介 的 科 教 影 片 有

667 部，林业科教影片 97 部，占近 15%（见

表 6）。

表 6  1994—2005 年科教影片总数及林业科教影片数量

年份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科教影片总数（部） 1 31 69 88 74 68 69 51 52 52 58
林业科教影片数量（部） 0 6 15 11 1 17 8 11 6 12 6

表 7  1994—2005 林业技术推广与环境教育科教影片片单

类型 片名

技术推广 《草地枣园》《种好沙棘治沙保土》《中国林蛙》《让草原富饶》《科技兴林》

续表 5 

时间 出品 影片 内容关键词 获奖

1988 上科影 《冰雪南极》 南极；环境；生物资源；四季变化 —

1989 北科影 《沙海绿洲》 沙坡兴；固定流沙丘 第 4 届国际环保电影节银质奖

1991 长春电影制片厂 《长白山四季》 长白山；四季景观 —

1991 长春电影制片厂 《长白山珍奇》 长白山；动植物
圣地罗市第 4 届国家公园国际

电影展旅游奖

1991 长春电影制片厂 《长白山植被》 长白山；实验动植物；科研 —

从 内 容 上 看， 在 科 教 兴 国 尤 其 是 可 持

续发展战略背景下，这一时期林业科教影

片越来越多地以环境保护和环境教育为主

题，且介绍科学原理与科学知识的影片在

数量上也逐渐超过了技术推广类影片（见

表 7）。

专 题新中国林业科普历史回顾 <<< 章梅芳　张馨予　李正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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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创作手法来看，这一时期的林业科教

影片在审美性和趣味性方面亦有长足提升。

其中，《穿越风沙线》不再局限于单纯的“记

录”，故事线更丰富、创作性更强；《植物——

从冬天到春天》《奇妙的藻类》采用延时摄影

的手法，让观众感受植物生长、历经四季的

视觉冲击。这些影片真实记录了我国森林地

区的地理风貌、资源情况，讲述植被、森林

及森林动物相关的科学知识，揭示自然科学

的奥秘，充分展示了我国的自然环境及复杂

的地理文化。

6 林业科教影片的创新繁荣（2005 年至今）
2005 年，全国科技大会提出建设创新型

国家的战略，建设生态文明成为实现创新型

国家战略的必然选择。2007 年，党的十七大

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在此背景下，我

国林业建设和林业科普工作进一步得到重视，

全国林业科普基地命名、国家生态文明教育

基地评选、国家林业科技示范园挂牌等工作

相继开展，林业科教影片的内容创作发生了

明显转变。其中，2007 年播出的《森林之歌》

可看作是林业科教影片的重要分水岭 [17]，它

以东北森林、海南热带雨林等八大原始森林

为主角，介绍了中国从北至南的生态状况，

反映森林在稳定生态方面的作用，蕴含了对

生态文明的整体思考。林业科教影片由此从

倡导环境保护和环境教育进一步进入围绕生

态文明建设展开创作的新时期。

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林业科教影片

中虽仍存在推广植树造林技术的影片，但整

体比例进一步下降，而单以植物或林木为主

角的 29 部林业科教影片中有 19 部以呼吁建设

生态文明为主旨（见表 8）。

表８  2005 年以后以植物为主角的林业科教影片片单

类型 片名

呼吁生态文明

《梦回亚马孙》《森林之歌》《保护湿地生态屏障》《沙漠呼唤绿色》《植被恢复与农林生态》《保
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瑰丽的风景名胜美在自然》《变暖的地球》《大地寻梦》《低碳生活》《北方
有片红豆山杉》《黄河水源补给区生态修复及保护》《瀚海绿洲》《绿色长城》《美丽中国》《未
至之境》《自然的力量》《影响世界的 100 种植物》《家园：生态多样性的中国》《自然密码》

技术推广或植物习
性介绍等

《沙漠化的治理》《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屋顶绿化环境美》《红豆杉快生长》《优质高效用材
林》《沙冬青固沙育苗造林技术》《油茶的改造与栽培》《优秀的沙生植物》《防治草原虫害》《神
奇的三倍体毛白杨》

续表 7

类型 片名

技术推广 《黄土高原与生态农业》《草地蝗虫的生物防治》

环境教育

《温室效应的忧思》《生存与环境》《沙漠呼唤绿洲》《祥鸟飞来》《蜂桶寨自然保护区》《奇
妙的昆虫》《庐山植物园》《月季花》《奇妙的藻类》《花为谁开》《银杏新传》《澳洲动植物》

《草海沉浮》《特殊自然环境研究》《吉林雾松》《热带雨淋中的生态》《干燥陆地的生态》《岛
屿生态》《沙岛世界》《生物多样性忧思录》《黄土高原探秘》《美国环保教育》《大沼泽国家
公园》《密苏里植物园》《池杉》《人与大象》《绿色生命的诗篇》《喀斯特森林》《植物——
从冬天到春天》《永远的绿洲》《树的困惑》《自然秘事》《森林之火》《绿海冰川》

在上述影片中，《美丽中国》《自然的力

量》等均侧重呈现丰富的物种资源及物种之

间的协作关系，注重从宏观角度展示生态文

明建设的意义。《大地寻梦》记录了自《穿越

风沙线》摄制后三北防护林十几年间的环境

变迁及沿途的社会变迁，更加注重表达人与

森林的联结。整体上，这一时期林业科教影

片从强调森林的环保作用和引导人们探索自

然，进一步向关注生态圈整体状况转变，越

来越少的林业科教影片以单一的树木、植物

做主线，不再局限于只讲“林”的故事，而

是更多地将“林”与“人”紧密结合，强调

2021，16（3）:  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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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相互成就的关系。同时，由于侧重展现

生态系统全貌，影片题材更加丰富，结合我

国丰富的物种资源与多样的文化元素，这一

时期林业科教影片逐渐建构和传播了符合时

代发展的生态话语。

7 结语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科普工作、林业

和科教影片发展在理念、政策和实践上始终

围绕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目标和重心

发生变化。在不同历史阶段，林业科普工作

的宗旨、重点和实施方式亦有所不同，这一

点在林业科教影片的发展中得到充分体现。

新中国成立初期，包括林业科普工作在内

的各项事业基本处在筹备与创立阶段。国家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林业

科普围绕国家经济建设展开，林业科教影片以

展现林业的经济效益为落脚点，侧重普及林木

栽植、病虫害防治等实用技术。1958 至 1966

年，受“大跃进”运动和农林科教影片合并的

影响，林业科教影片产量下降，但在为数不多

的影片中仍有几部精品。“文化大革命”时期，

林业科普受到影响，林业科教影片在推广实用

技术的同时更加强调政治宣传。1976 —1994

年，伴随改革开放、科学的春天到来及 80 年

代国家对环境问题的重视，林业科普和林业科

教影片的发展欣欣向荣，内容重点逐渐从技术

推广转向森林保护和自然探索。1994 —2005

年，在科教兴国尤其是可持续发展战略背景

下，林业科普蓬勃发展，林业科教影片越来越

多地以环境保护和教育为主题。2005 年至今，

随着创新型国家战略的提出和生态建设被提升

到文明的高度，林业科普事业走向创新繁荣，

林业科教影片进一步转向对整体生态的关注，

将重心明确为生态文明建设服务。

新中国林业科教影片的发展变化是新中

国林业科普史的一个缩影。新时期，林业科

普工作和林业科教影片的发展应进一步总结

历史经验，努力抓住时代机遇，秉承创新理

念，积极探索新的工作方法和模式，为提升

公民科学文化素质尤其是促进可持续发展理

念和生态文明观的普及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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