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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最起码需要双管齐下：一是

在构思上有所标新立异，二是

在篇幅上有所节制。世界上最

难抗拒的东西里，恰恰有一种

叫作“度”的法则。现在一些所

谓的大片，之所以已经不再被

人青睐，正在于其中的三维制

作泛滥成灾。三维制作刚刚兴

起的时候，何其风光，何其热

闹，正因为它热闹过头了，过度

了，便渐渐受到了冷落，这也是

事物发展的规律使然。总而言

之，在纪录片的创作中，“情景

再现”使用的“度数”问题，应当

引起人们高度的警觉。

纪录片这个门类打从诞生

之日起，便确立了纪录真实的

遗传基因，那么，无论你的作品

去划一个多么大的圆，都永远

跳不出圆心的制约，这便是物

种之所以为物种的律条。如果

一部作品在整体真实上立根不

稳，即便情景再现拍得再好，也

都无济于事，甚至还可能让那

些非再现的部份黯然失色。情

景再现的根本使命，就是用来

强化整体真实的，只有在不改

变真实的整体构架和一定“度

数”范围内所进行的情景再现，

才能帮助纪录片实现情景叙事

和主体诉求，从而让纪录片保

持长久旺盛的生命力。

（作者单位：浙江卫视）

摘要：历史纪录片是真实记

录、回顾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

进行记录和表现的叙事性非虚

构的影像构成形态。历史纪录

片作为传播中华历史文化真实

影像的特殊载体，可以最大化地

保留和传播我们民族的历史文

化和人文财产。《血铸河山》这部

作品以城市为轨迹，以抗战时期

当地发生的重大战役和事件为

背景，以普通战士、老百姓、受害

者鲜为人知的故事为主线，通过

后人的寻找、真实的回忆、资料

的展示，为观众讲述每个城市独

有的抗战记忆。本文以此为例，

梳理分析电视历史纪录片创作

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如何确定

主题立意、如何选材、文稿画面

怎样和谐统一，以及后期制作

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历史纪录

片反映过去的事情如何表现，

情景再现如果使用等等。

关键词：历史纪录片 时空

线索 还原历史 情景再现

纪录片是对社会政治、经

济、文化、历史和军事等领域的

时间或人物以及自然事物进行

记录和表现的叙事性非虚构的

影像构成形态。从这个概念延

伸开，历史纪录片是真实记录、

回顾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并进

行记录和表现的叙事性非虚构

的影像构成的形态。电视历史

纪录片是很多人爱看的一种电

视艺术形式，观众可以从中学

习到很多历史知识，让自己的

知识更丰富、生活更充实，尤其

是电视历史纪录片内容丰富、

还原历史事件，可以使很多不

为人们所知的历史事件永远留

在人们的记忆当中，起到记录

历史、还原真相的作用。电视

抗战系列纪录片《血铸河山》是

为了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中广联城市台委员会十

三个会长台共同发起，组合全

国 56家电视台，历时四年，几经

艰辛拍摄的 61集反映当时全民

抗战的纪录片，该片从2015年7
月 7 日开始陆续在全国包括港

澳地区的 77 个城市播出，是纪

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70周年活

动中规模最大的一部系列纪录

片。温州电视台作为全国十三

个发起台之一，笔者作为《血铸

河山》之《血洒莲花心》的编导，

参与该纪录片的创作与拍摄，

有了一定的了解与研究，以下

为自己对电视历史纪录片的创

作技巧的思考与分析：

一、先立意后主题

立意是一篇作品所确立的

文意，它包含全文的思想内容，

作者的构思设想和写作意图及

动机等，立意概念的内涵比主

题宽泛得多，立意产生在写作

之前，区别于立意，一般意义上

所说的主题，就是指作品的中

心论点和基本观点。同样在电

视历史纪录片创作过程中，也

是先有立意再有主题。有了好

的主题和好的立意，才能激发

观众的情感，引起共鸣，受到受

众的认可，确保电视历史纪录

片有好的收视率。电视历史纪

录片《血铸河山》反映的是反法

西斯战争期间，特别是中国的

翁小芹

历史纪录片的创作策略分析策略分析策略分析策略分析策略分析策略分析策略分析策略分析策略分析策略分析策略分析策略分析策略分析策略分析策略分析策略分析策略分析策略分析策略分析策略分析策略分析策略分析策略分析策略分析策略分析策略分析策略分析策略分析策略分析策略分析策略分析策略分析
——以抗战历史纪录片《血铸河山》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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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期间在中国发生的全民抗

战的历史事件，通过亲历者的

回忆、历史史料的挖掘、后人的

寻访等等还原了历史事件，反

映了当年抗战英雄、普通百姓、

国际友人热爱和平、反对战争、

英勇抗日的激情。

二、立意决定选材

立意是文章的灵魂，立意决

定选材，反过来立意要选材来

支撑它。因此选材决定着电视

历史纪录片表达的内容和展示

的文化情怀，需要与立意、与主

题相符，精心筛选各种素材，确

保有一定的文化底蕴和情感内

涵，可以引起观众共鸣，打动他

们的内心。电视历史系列纪录

片《血铸河山》的选材范围非常

广，从 1937 年的“七·七卢沟桥

事变”到 1945 年 8 月 15 号日本

无条件投降，61集系列片为观众

讲述了多达 200个人物和群体，

他们之中有东北抗日联军、红色

特工、中国远征军，还有滇缅公

路上的南侨机工、胶东地雷战中

的民兵，更有为鼓舞士气连夜谱

曲的作曲家、用记录日寇罪行表

达爱国情怀的电影人……这些

人物生动展现了在那个炮火纷

飞的年代，中华儿女在天南地

北各个地区以铮铮铁骨团结抗

战的动人形象，这些选材都体

现了反法西斯战争、抗日战争

中涌现出来的每一个知名或者

是无名英雄的爱国情怀。

三、“双时空”叙事方式

纪录片的线索是指贯穿于

整部纪录片，使片子浑然一体、

结构完整严谨的叙事结构，这

是指纪录片的明线；一般与明

线相对应的还有一条暗线，与

明线一同贯穿于整个片子，也

为抒发感情找到了很好的结合

点。《血铸河山》历史纪录片，在

叙述上采取“双时空”叙事手

法，在构建历史时空的同时，还

要建立一个现实时空，两个时

空交叉组合展开叙事。

在大多数情况下，历史时空

发生的故事是全片的主体，现

实时空是讲述历史故事的出发

点和归属。现实时空的构建，

一般是以一个现实的人物，展

示他（们）当下的工作和生活片

段，例如：建博物馆的樊建川、

寻找师长牺牲之谜的张访鹏、

寻访收集温州莲花心抗战史实

的柯永波、探寻黎民伟在上海

活动的凤群等等。通过现实时

空去发现历史时空，达到写实

主义与表现主义的完美融合。

四、后期制作提升表现效果

后期制作可以提升电视纪

录片镜头的表现效果，主要有片

头、片尾制作、画面剪辑、字幕特

效以及配音等。后期制作主要

是整合拍摄的片段与配音，让电

视纪录片更加生动与流畅。

一是片头片尾制作。片头

要和电视纪录片内容与风格相

一致，可以是纪录片的梗概，而

片尾呈现纪录片相关的信息。

二是画面剪辑。画面以远

景、中景、近景、特写成组地剪

辑，剪辑过程中尽量和解说词

保持一致，不能出现跳跃感。

三是配音。应该从片子的

内容出发，不同的内容展示不

同的情绪，播音员对片子文稿

的理解要深刻。《血铸河山》系

列纪录片各集的制作是由全国

50 多家城市电视台拍摄制作。

在编导大会上，组委会一开始

就强调，在后期制作上采取统

一包装格式，包括统一的片头、

分集片名格式、片尾字幕格式

等，系列片之间特效的风格要

统一，保持一致和谐。

五、谨慎使用情景再现

情景再现是历史纪录片中

常用的一种对于历史场景复原

再现的表现手法。它是历史纪

录片创作中由于史实资料缺乏

而在叙事中采取的一种无奈而

有效的表达手法。历史纪录片

创作是一个系统工程，表现手

法与主题要相辅相成。情景再

现的设计要服从节目的总体要

求，每个再现的情景都要为节

目主题服务。必要的情景再现

能为片子锦上添花，过度的情

景再现则可能画蛇添足。所以

在对情景再现内容的选择上要

十分谨慎。即使是必要的、必

须的情景再现，也需要符合片

子内容的镜头设计，才能与片

子其他内容水乳交融。

《血铸河山》系列纪录片在

情景再现手法采用上非常谨

慎，大多数的片子都是用旧视

频、老照片、老物件、抗战遗址、

影视资料等加以展现。海口广

播电视台拍摄的《铁桥记忆》是

情景再现使用较多的一篇，但是

在情景再现时多数是使用写意、

虚化的方法。在表现斋藤博明

（黄博明）年轻时那些场景时，虽

然采用扮演的手法来展现，但是

多采用虚化拍摄，通过背影的拍

摄，或是以煤油灯为前景，扮演

者在灯下写信的方式来展现，尽

量不出现扮演者的正面形象、虚

化扮演者的脸部表情。

真实性是纪录片的生命，也

是纪录片有别于电影、电视的

最后底线。如何在历史纪录片

创作中最大限度地保持真实

性；如何巧妙地把情景再现这

一新手法框定在真实性范围

内，既不失其富有成效的表现

力又能经受历史真实性的考

证，情景再现的使用还需仔细

斟酌推敲。

（作者单位：温州广播电视

传媒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