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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言彬

摘要：全媒体时代到来，纪录片呈现出了

全新的发展态势。纪录片的生产和播出平台早

已不局限于传统电视台。以视频网站为代表的

新媒体已是纪录片传播的重要平台，并且在内

容生产上逐渐成为主力军。新媒体纪录片呈现

出议题现代化和视角年轻化的特点。

关键词：纪录片 年轻化 全媒体 价值导

向 表现形式 模式创新

《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 2020》 中有这

样的论述：“中国新媒体纪录片迅猛崛起，新媒

体共投入约13亿元进行纪录片生产，同比增长

18.2%。与此同时，纪录片的电视传播处于缓

慢衰减状态。”可以看到在市场和政策的驱动

下，新媒体纪录片正在打破格局，重塑纪录片

的规则与版图。有别于传统媒体纪录片选择重

大题材与宏大叙事，基于其平台特性的新媒体

纪录片呈现出明显的议题现代化和视角年轻化

的特点。

一、纪录片的年轻化趋势

早前传统媒体下的纪录片多给人一种居高

临下、不接地气的感觉，浓厚的说教意味和一

板一眼的缓慢节奏也让年轻观众敬而远之。“舌

尖”系列的横空出世，打破了纪录片的固有定

式，也开启了纪录片“年轻化”的趋势。之后，

《我在故宫修文物》被B站 （哔哩哔哩网站的简

称）“二次元”群体追捧，成为全民性话题。纪

录片行业由此开始重新自我审视和定位，开启

了“年轻化转向”。

纪录片要想占领市场高地，必须牢牢占据

年轻人的心。数据分析公司 ADMaster 在其

《2019 纪录片内容及用户报告》 中为纪录片受

众画像：“82%年龄为18-35岁，74%接受了本

科及以上教育，55% 月薪在 7000-20000 之

间。”这组数据意味着纪录片的受众，主要以年

轻高学历的新中产阶层为主。受众群体的构成

也直接决定了行业的发展方向。

置身于全媒体环境下，纪录片从业者要有

非常清醒的认识。传统纪录片在创作理念上要

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用互联网思维向年轻人靠

拢。从纯粹的艺术表达，知识精英的立场转向

大众化的视角，以对话交流的姿态与年轻观众

建立沟通。从而能把握住纪录片飞速发展的时

代机遇，探寻出能传递正确价值导向，并为观

众喜闻乐见的节目形态。利用传统媒体电视平

台覆盖的受众优势，借助媒体融合的手段，在

社会美誉度和商业市场上都能取得良好的收益。

二、主题上贴近，价值观上引导

传递正确的价值导向、引导正确的审美倾

向、知识普及和教育功能一直是纪录片所承担

的重要使命。即使在“市场化”“年轻化”的热

潮下，纪录片的创作和传播也始终要遵循这些

准则。纪录片在题材选取时，既要贴近年轻受

众的兴趣爱好，也要在价值取向上加以引导。

《2019 纪录片内容及用户报告》 中显示，美食、

人文及文化传统是 18-25 岁年轻观众最偏爱的

纪录片题材。如何围绕这些题材进行创作，是

纪录片从业者不断在完善的课题。

（一）大众题材的内涵凝练

不管是小镇青年还是都市白领，许多年轻

人都喜欢以“吃货”自居、自嘲，美食在年轻

人之中一直是最有热度的话题。大量的新媒体

纪录片在题材选择上，也投大众所好，以美食

为细分类目的作品层出不穷。从单纯的食物表

现上升到人文思考，《风味人间》 和 《人生一

串》 是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两部作品。它们

在视觉呈现和语态表达上为迎合年轻受众的审

美，都做出了创新性的尝试。《风味人间》中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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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摄影、显微摄影这样新技术的运用，在镜头

下将食物无限放大，以“分子级”的画面向观

众展示食物的极致之美。《人生一串》纪录片的

导演则亲自上阵担纲配音，再加上接地气的解

说词，这种“野路子”让观众耳目一新。不过，

对于主题的提炼与升华，才是真正让这两部作

品取得成功、收获盛誉的根本原因。

“人间”“人生”“风味”“一串”从名字就

可以看出，纪录片讲述的是美食盛宴，也是人

间百态。美食类纪录片真正深刻的部分是以食

物为中介的人文内涵。《风味人间》将美食背后

的满满人情味展现得淋漓尽致，用食物激发人

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唤醒人们对于乡情人情

的难忘记忆，将受众从对食物的感官感受扩展

到情感共鸣中。同“风味”富有诗意的表达不

同，《人生一串》展现了更平凡的烟火气。深夜

的烧烤摊、忙碌的老板、用酒精浇褪一天疲惫

的食客，构成了城市社会的真实生活。以年轻

人热衷的美食作为切入点，深层次地展现当今

社会的人际关系、生活状态。不煽情、不造作，

真诚且克制的情感表达，才是美食类纪录片取

得成功的关键密匙。

（二）传统文化题材的现实意义挖掘

成长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 90 后 00 后年

轻一代，在物质生活得到富足的同时，也展现

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纪录片一直

以来都是文化题材的最好载体。

《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意外走红，可以说是

近年来纪录片领域的标志性事件，原本在央视

纪录片频道播出之后，并未引起太大反响，此

后却在新媒体的网络端收到热捧。人们突然意

识到，原来纪录片一直以来寻寻觅觅的忠实受

众，可以是活跃在网络上的大量年轻人。从平

台到受众，给予纪录片行业非常明确的指向性，

也让纪录片创作者充分意识到，当下的年轻人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市场也

在很短的时间内作出了回馈，先后涌现了 《本

草中国》《如果国宝会说话》《传家》《诗词中

国》 等一系列优秀的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纪

录片。

这些成功的作品在主题的选择上都把中国

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的一部分

挑选出来，是把传统文化放到当下社会的语境

当中加以展现传播。例如 《本草中国》 中，传

统的中草药都是以现代人的视角和活动切入进

行活态呈现。比较典型的是第一季第七集中，

围绕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奖这一热

点话题，很好地阐明了中医药正逐渐被现代医

学所认知和接受。

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尤其是在新媒体

端，一些纪录片为了博人眼球，对历史事件或

传统文化打着“揭秘、戏说、猎奇”的旗号，

不仅违背了纪录片的真实性原则，同时对古代

封建迷信、陋习糟粕不加删选地硬搬到影片中，

在审美取向和价值观上也出现了极大的偏差。

对于传统文化类纪录片而言，要始终把握住创

作的核心：“弘扬文化之美，讲好中国故事”。

三、拓展多元化的表现形式

媒体平台的多样化决定着纪录片在表现形

式上的多元化。纪录片的节目形态、结构和审

美情态正在适应新媒体端的特性而发生改变。

互联网是年轻人的主场，年轻人是网络时代的

原住民。要想笼络年轻观众，势必要增加节目

的可看性和趣味性。纪录片需要从综艺节目、

娱乐节目甚至电影电视剧中吸取经验。

（一）综艺化元素的融入

著名纪录片导演陈晓卿曾如此感叹：“纪录

片综艺化是挡不住的，因为只有这样，才会吸

引更多观众去看。”把各类综艺元素进行融合，

才能让纪录片更加具有市场竞争力。但纪录片

的“综艺化”绝不是简单地把严肃题材娱乐化，

而是运用各种影视手段和视听语言丰富和延展

纪录片的表现方式。《十三行》是近几年中，将

各种综艺手段运用最大胆的纪录片。流量明星

的体验参与、网络语言的解说风格和满屏的

“花字”特效等各类综艺元素的融入，为的是增

强节目的视听效果。这种手法不由得让人眼前

一亮，纪录片原来可以如此自由丰富地表达。

《十三行》还创造了一只“二次元”画风的卡通

形象“猫十三”，承担片中历史故事部分的讲解

和演绎，把刻板的历史以一种轻松的方式进行

解构。在保证纪录片内容真实严谨的前提下，

使用更轻快活泼的视听语言，能更好地顺应互

联网大众文化下年轻人的阅读习惯。

纪录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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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星效应的借助

BBC 推出的纪录片 《杜甫：中国最伟大的

诗人》，突然在网络上走红。一方面是国内观众

好奇于异文化视野内的中国诗人形象。另一方

面，是请来英国国宝级的演员伊恩・麦克莱恩

诵读杜甫的诗歌。当莎士比亚戏剧的御用演员，

用浑厚深沉的声音念出《春望》《阁夜》等杜甫

诗文的英文译作时，带给观众一种新鲜而庄严

的独特美感。

其实明星与纪录片的结合不算新鲜，这种

合作由来已久。纪录片利用明星效应获取更加

广泛的关注，明星则依靠纪录片塑造理性、智

慧等更高格调的自我形象。但这两者之间也一

直在探索新的合作模式，从国内的状况来看：

有以解说主持身份参与的，如林志玲的 《了不

起的匠人》、成龙的 《地球：神奇的一天》；有

明星体验式的，如李亚鹏、孙楠等参与的 《百

心百匠》、蔡徐坤参与的 《十三行》；明星承担

演绎和叙事的，阿雅、小 S、朴树等参与的

《奇遇人生》。在诸多合作模式中，特别值得一

提的是《上新了，故宫》这一大型文化类节目，

它已经彻底打破了传统纪录片、真人秀与综艺

的边界，融合了各大电视种类的表现形态。同

时大胆启用关晓彤、邓伦、杨颖 （angelababy）

等诸多年轻的流量明星，拉近了年轻观众与传

统文化的距离。中国的传统文化需要年轻人去

继承与发扬，《上新了，故宫》从一开始就借力

明星，聚焦年轻观众的视线。创作者的这一手

段可谓行之有效。

（三）真人秀与纪录片的结合

打破电视体裁壁垒是纪录片实现市场突围

的关键所在。真人秀与纪录片的结合是创作者

一直以来在探索的路径。真人秀所具备的纪

实性、冲突性，与目前纪录片主旋律题材的

“大众化”、大众题材的“娱乐化”，越来越具

有趋同性，两者之间也不再是泾渭分明。这

是能将二者相互结合的前提条件。《奇遇人

生》 的面世，以及它在网络端取得的良好反

响，让“真人秀+纪录片”的这一构想有了现

实案例。《奇遇人生》 每期节目都会邀请一名

明星嘉宾，去到世界上的某个地方展开一段

旅程，记录期间发生的故事。小 S 探访非洲大

象“孤儿院”，大鹏探访贵州留守儿童，毛不

易探访老人院等内容，每一期的主题都包含

了纪录片对于现实社会的思考和人文关怀的

传 达 ， 同 时 又 具 备 了 真 人 秀 的 体 验 感 和 故

事性。

《奇遇人生》的导演赵琦曾拍摄过《归途列

车》《敦煌之音》《千锤百炼》 等一系列优秀纪

录片。可以看出他一直以纪录片的理念去统领

《奇遇人生》的创作。虽然在形式上是两种电视

体裁的结合，但在具体的拍摄手法和主题把控

上，纪录片的特征更加占据着主导。这也使得

全片的风格纪实性很强，人物也有着真情实感

的自然流露。与真人秀的结合，是全媒体环境

下纪录片未来发展的方向之一，但在创作导向

上也要有所注意。不消费个人情感，而是有更

高的社会立意，包容更多的时代背景，才能使

这一类型的纪录片更具现实意义。

四、新媒介催生纪录片模式创新

新媒体的崛起打破了电视传播为核心的局

面，也显现出了“碎片化”“个性化”等传播特

征。新的视听语言体系正在建立，纪录片的模

式正在不断创新。符合短视频特征的微型纪录

片也应运而生，得到年轻观众的广泛接受。《如

果国宝会说话》 五分钟一集的设定，可以看出

作为传统媒体“大佬”的央视正放下身段，尝

试用互联网思维去锁定年轻观众。打破传统纪

录片与客厅搭配的思维定式，让微型纪录片能

更广泛地传播于移动终端和智能手机。这种短

视频形式被年轻人称作“泡面番”，也就是利用

像吃一份泡面这样的碎片时间，看完一部短片。

社会节奏加快，大量年轻人忙于学习、工作、

创业，很难有较长的闲暇时间。对“碎片化”

的时间加以利用，汲取知识和信息，已经成为

强烈的用户需求。《如果国宝会说话》敏锐地捕

捉到了这一用户痛点，以“短平快”的传播策

略，在电视平台和网络平台的双重带动下圈粉

无数。可以预见的是，对于纪录片短视频化的

市场需求，会随着传播生态的彻底改变而不断

加剧。

网生纪录片的野蛮生长不仅体现在数量上，

模式上的大胆创新，试探纪录片的表达边界，

也是其重要特征。近年推出的实验性纪录片

纪录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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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那些事》有着极强的探索性和争议性。对

于著名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抛开史书上的

主流叙述，从各种冷门角度切入进行侧面描写。

历史人物也玩起了穿越、说唱、广告、脱口秀

等，营造了网感十足的喜剧效果，这几乎是一

部为讨好互联网上的年轻受众而量身定制的文

化产品。受众对于 《历史那些事》 的评价是毁

誉参半，有的认为它“角度新颖，融合当下媒

介，打破历史纪录片的创作僵局”。也有的认为

它“恶搞历史，哗众取宠”。但无论如何，面对

各类新型的媒体平台，以及越来越年轻的受众，

推陈出新是唯一的出路，纪录片创作者要有主

动求变的勇气和决心。

五、结语

纪录片的年轻化转向是全媒体环境下的大

势所趋。这种年轻化不是“低智化”和“泛娱

乐化”，而是在坚持纪录片创作的真实性、人文

性、思考性的基础上，更加贴合市场、适应年

轻群体的文化品味。这也是纪录片实现商业化

和市场化运作的必然策略。全媒体时代纪录片

行业生态正面临重大的变局，纪录片应该以更

年轻和进取的姿态去迎接这场变革，从“庙堂

之高”走向“江湖之远”。

（作者单位：浙江卫视总编室文化专题部）

魏楠一

摘要：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国的电

视技术在为观众带来更为赏心悦目的收视体验

的同时，也为电视节目的表现形式创造了更多

的可能性。定格动画 （stop-motion Animation）
是通过逐格地拍摄对象然后使之连续放映，从

而产生仿佛活了一般的人物或你能想象到的任

何奇异角色的一种拍摄技术。历史人文类纪录

片在创作过程中由于许多当事人物已无法进行

跟拍、采访，许多要表现的场景经过数十年甚

至百年千年的变迁、已经无法通过现场实拍进

行展现的情况下，引入一些特殊的技法来还原

展示历史上的真实情境变成了这类纪录片创作

时摄制团队时常要考虑的问题。浙江卫视在

2019 年制作完成并播出的历史人文纪录片 《戚

继光》 中便引入了定格动画技术。本文以该片

为例，通过对定格动画在片中的运用来探讨该

技术在历史人文类纪录片创作中的优势，以期

为日后同一类型纪录片的创作和研究提供可资

参考的意见。

关键词：纪录片 历史人文 定格动画

优势表现

近年来涌现出众多的历史人文类纪录片，

诸如央视纪录片《玄奘之路》、腾讯视频出品的

《风云战国之列国》、BBC 纪录片 《英雄列传》

（warriors） 等，因为其独特的内容题材深受观

众的欢迎。但在创作拍摄时，这类纪录片却都

要面对一些题材带来的问题。由于历史事件大

多发生在数十年甚至更久远以前，对涉及其中

的当事人无法使用跟踪记录拍摄和采访等传统

人文类纪录片的拍摄手段，历史事件的发生场

景往往也经历了时间的变迁，无法依靠对现场

的实拍来展现片中所涉及的全部内容。因此，

创作团队凭借现代电视技术的加持，在拍摄过

定格动画技术在历史人文类定格动画技术在历史人文类
纪录片创作中的运用纪录片创作中的运用

——浙江卫视纪录片《戚继光》的创新与探索

纪录杂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