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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 良

如何用电视特效破解如何用电视特效破解
考古纪录片可视化瓶颈考古纪录片可视化瓶颈

考古学是运用现代技术，通过对文物遗址

和器物环境等的发掘、分析，破解古代历史文

化的秘密，寻找我们文化根与源的一门社会科

学。随着近年来我国考古学研究的发展，各地

最新考古成果的不断公布，中华文化地图的逐

渐拼成，文物考古和历史题材已经成为当代观

众喜爱的一种纪录片形式，考古成果自然也成

了纪录片创作者的热门选题。

然而考古纪录片缺乏影像资料，难以可视

化表现的问题一直困扰着纪录片创作者，笔者

根据主创《跨湖桥文化》《好川文化》等考古纪

录片的亲身经历，结合 《良渚》 等国内知名考

古纪录片，分析如何利用电视特效等电视技术

和手法，有效破解考古纪录片的创作难题。

一、特性冲突——考古学与电视传播

如果你能亲历一个考古过程，会发现这是

冗长和慢节奏的经历。从发现文物信息、开展

田野调查，到遗址正式立项开挖、进入实验室

研究，再到考古报告正式出台，需要历时数年

考古项目才算结束。工作节奏缓慢，结论小心

谨慎，几年磨一剑的风格，和现代人的快节奏、

求新求变形成极大反差。

考古学注重专业性、抽象性、严谨性，因

而与电视传播的通俗性、具象性、生动性形成

很大的冲突。考古工作者要综合运用地质学、

化学、古生物学、社会学、历史学、古气象学

等多种知识进行文物的研究分析，从一些杂乱

的陶片瓷片中抽象地分析、推理出远古人们的

生活方式，而很多的分析结果都因为各种条件

的限制不能得出确凿的结论。

电视单向、线性传播的特性，决定了电视

表达内容必须生动形象，尽可能减少逻辑思维

的层次，要让没有专业知识的观众一看就能够

明白，且印象深刻，而不是让观众“掩卷沉

思”，或者“反复阅读”。尤其是在注意力成为稀

缺资源，多个屏幕和 APP 都在同时争夺观众视

线的今天，考古纪录片更要想尽办法，在打开电

视的第一瞬间就能抓住人的眼球。但文物考古

过程大多是静态的画面。在遗址挖掘现场，人

们用小竹签小毛刷一寸寸地挖土，没有惊心动

魄的大行动场面，所以如果只是记录遗址考古

过程，要创作出精彩的纪录片，难度确实很大。

考古纪录片最吸引人、最有魅力的内容，

是通过对文物的推理分析，破解某些未解之谜，

解释某些历史悬案。但这样一个发现—分析—

推演—结论的过程，仅靠摄像机记录或者重现，

或者仅凭考古工作者的口述，是远远不够的。

二、电视特效——创作者的破解之道

面对缺乏准确的影像资料的难题，在确保

真实准确的前提下，考古纪录片创作者会采用

“演员演绎”“三维动画重现”“特效加工”等特

殊的电视技术手段，促使枯燥抽象的考古知识

变得生动形象、直观可视，更精彩有效地传达

考古内容和结论。这其中，电视特效包括三维

动画特效，是破解考古题材可视性难题的有效

手段，并已得到广泛的应用。

在考古纪录片创作过程中笔者发现，在微

观的器物还原、宏观的地理环境重现，时间维

度的演变这三个方面，运用好电视特效技术，

可以进行有效的可视化表达，让纪录片更具观

赏性和知识性，更能吸引观众。

（一）微观的器物还原

文物考古除了需要实证性外，还需要强大

的思辨性、想象力。一个古墓遗址，动辄有上

千年的历史，里面含有机质、木质的器物、人

体等，大部分已经腐朽风化成泥，与周边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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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分辨。经过专业训练的考古人员能看出泥

土之间的细微差别，尚存器物的相对位置等，

在头脑中迅速构建起其腐朽之前的原貌，如棺

椁的形状和边界，墓中人的姿势和器物的安放

位置等，从而推断出很多有价值的确定性信息。

但即使创作者用摄像机把画面拍得再清楚，字

幕标注得再准确，解说词讲得再通俗，观众在

短时间内也很难重构起原有的形象，从而无法

理解考古人员所推断出的信息。

在拍摄考古片 《好川文化》 的过程中，笔

者看到发掘出的精致玉片，在土壤中按照一定

规律和位置摆放着，土壤中还有红色的漆印。

考古人员推断出装饰着这些玉片的是一个木质

的漆器，而且可以凭红漆的印痕勾勒出漆器的

形状大小。这应该是古代部落象征权力的一个

“权杖”。

为了让观众直观地理解考古人员头脑中的

这幅场景，我们用三维建模的形式，在玉片围

成的空间增添了木质的原型手柄，涂上红漆，

做成一个考古人员想象中的“权杖”，并且用特

效嫁接的方式让这个“权杖”握在了扮演部落

领袖的演员手中。这样一来，黄土中这一堆散

乱玉片的意义立马形象地凸显了出来。

之后我们把这个“权杖”在空间中逐渐演

化，木质手柄和其它部件逐渐腐烂消失，只剩

下凌空的一组玉片，最后幻化成为对应的泥土

中那组玉片，形象地展示了文物在时间长河中

逐渐演化的过程，让观众在恍然大悟中感叹时

间的力量。

同样，在系列片 《良渚》 的创作中，也遇

到过大量文物承载信息的可视化表达问题。在

余杭卞家山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 140 多个木

桩垂直插在原河道淤泥中。从分布形状分析，

当时这是一个水岸码头。考古人员依据专业知

识，脑补了其中缺失的上部盖板后，很快在头

脑中建立起一幅码头的场景。但为了让普通观

众把一批烂木桩和河埠码头联系起来，创作者

用三维建模的形式，重构起整齐的木桩群，上

面铺上一片片木盖板，同时展现周边的河道、

岸线和人物，让人们直观理解考古发现的内容，

达到了很好的可视化传播效果。

（二）宏观的环境重现

遗址考古中，搞清楚古代人们的生存环境

情况，对于认识这个遗址的文化面貌有很大的

价值。虽然如今我们有无人机航拍这个手段，

可以轻易拍摄到大尺度、大范围的遗址地理面

貌，但仍然有两个因素制约着纪录片的创作，

一个是地理环境是随着时间而变化的，像良渚

文化核心区目前都是良田万顷，但在当时却是

水网密布的沼泽地，现代人面对黄土地很难想

象出当年的沼泽景象；另一个是目前的地理环

境由于土层覆盖和植被覆盖，难以让人直观地

理解古人的生活或者墓葬的环境。因此，《良

渚》 的创作者们用三维建模的形式，重建了当

年的良渚古城、水乡泽国的面貌，以及周边山

体和水坝等水利工程，非常形象直观地体现了

良渚人在沼泽地上建设城市，利用水路进行交

通，利用山体和水坝对山洪进行导流，改善周

边环境的高度文明和智慧。

在 《好川文化》 中，为了解释好川文化的

墓葬特点和环境，笔者利用三维动画重建了好

川文化发现地岭头岗山坡，并且把当时发现的

两次几十个墓葬严格按照图形进行分布，从而

充分展示墓葬群的分布特点，推导和印证当时

的社会阶层分化、信仰和文化特点，让观众能

够最大限度地吸取和理解考古发现的成果。

（三）时间维度的演变

要理解考古成就，还需要有时间维度的想

象力。很多远古文化都有一些未解的消失之谜，

构成了很大的想象空间。纪录片为了让观众理

解考古遗址的变迁，古代文化面貌的演变过程，

运用了大量三维动画等特效手段，让远古文化

的演变和地理信息变化以形象化的方式共同加

以呈现。

笔者在创作 《跨湖桥文化》 中，为了展示

文化演变消失的过程，利用跨湖桥文化遗址中

显示的海洋生物迹象，结合古代典籍中关于湘

湖形成原因的只言片语，以及遗址被最初发现

的过程，以视频画面结合三维动画的形式，模

拟再现了湘湖八千年演变的三维动画过程。

从距今一万年前的第四纪冰川时代，到八

千年前的气候变暖跨湖桥文化的形成繁荣，到

六千年前的海水上涨淹没跨湖桥文化，房屋独

木舟沉入海底，到两千年前海水消退，湘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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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到近代湘湖退去变成沼泽和陆地，到遗址

最终被发现，配合带有神秘感的文字描述，向

观众直观形象地展示了沧海桑田的概念。

三、过犹不及——特效运用要有节制

近年来，三维动画特效已经成为许多电视

片取得成功的重要乃至核心技术，在历史类、

考古类纪录片中的应用也非常广泛。在历史纪

录片的大投入大制作中，也有被观众诟病“3D

动画特效过于泛滥”，甚至有“画面不足 CG 凑

数”的情况，如讲述某些抽象的事件和概念时，

用一些并不贴切的 CG 动画，甚至 3D 文字的动

画变化来对付。

还有一种情况是，在历史纪录片的大投入

大制作中，以较大的资金人力投入，营造出过

于逼真的古代场景和建筑，几乎类似于动画片

或者游戏画面，让人感到真假难辨。丢弃了

“电视记录”这个纪录片的本体，也严重削弱了

动画特效在可视化表达方面应有的强项和优势。

笔者认为，“纪实”是电视纪录片的基本原

则，特效只是可视化表达的辅助手段。特效在

纪录片中的运用一定要有节制，“主次”“本末”

不能颠倒。针对纪录片中一些难以用实景画面

表现，也没有合适的电脑动画 （绘画） 加以表

现的内容，可以用写意或象征性的空镜头来配

合解说词，准确传达作者意图。

对于特效制作在纪录片中的比例，虽然没

有一个权威的规定，但笔者根据以往的创作经

验认为，在考古纪录片中，实景拍摄画面包括

资料图片等纪实性的画面应该是整个片中的主

体，其占据篇幅的比例应不少于80%。“情景再

现”“特效制作”等虚构的画面应该控制在20%

以内，而且必须慎重和准确地使用，不得不用

时才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基本保证纪录片

应有的纪实风格，而不会演变成类似虚构类故

事片或者三维动画片。

（作者单位：杭州电视台综合频道）

唐海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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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是纪录片创作的灵魂。对于历史题

材的纪录片来说，体现真实性的主要元素有实

物、照片、文字记载、现场遗迹等，如果时间

不是很久，能对事件的当事人进行面对面采访，

则是体现纪录片真实性的核心所在。

《浙东大北撤》是一部反映浙东游击纵队响

应党中央号召，于 1945 年 9 月底分三路开始渡

过杭州湾，向北实行战略北撤，到苏北、山东，

与粟裕大军会合的纪录片。该项目被评为 2019

年浙江省首届文艺基金扶持项目，根据规定，

必须于 2020 年 12 月底之前完成拍摄。如遇特

殊情况，允许申请延期一年。

让人意料不到的是，2020 年 2 月，新冠疫

情爆发了，原定的拍摄计划全部陷入停滞状态。

直到 2020 年 6 月，全国疫情比较平稳之后，纪

录片 《浙东大北撤》 才开始启动拍摄工作。但

是，片子涉及到的人物采访内容依然是一大难

题：那些当年参加北撤的新四军老战士，由于

年事已高，加上疫情带来的影响，其子女婉拒

了我们的采访要求。

纪录片 《浙东大北撤》 只有不多的照片和

实物，影像资料很少，要完成一部总时长60分

钟的上下集片子，这些资料显然无法支撑整个

内容。按照我们的拍摄构想，必须通过当事人

的回忆，再插入情景再现等画面，“还原”当时

的北撤过程，特别是战争场面。

纪录片的拍摄，需要讲故事。因此，“还

原”需要细节，那么，细节从何而来?

与电影、电视剧不同的是，影视剧中的故

事细节都是编剧、导演们在生活中提炼、设计

纪录杂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