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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柯桥》分为三集，在

每集的剧情设计中又分割成了

几个不同的场景，在每个场景

中又有小的冲突和高潮。犹如

几个微剧组成了一集，是一种

隐形的碎片化方案，听众听来

既轻松又紧凑。

如第三集第一场是在杨永

福家，杨永福向李志良套问曼

莎回国后的想法。第二场，是

杨永福想通后打电话给李志

良，准备投入 3个亿从瑞士引进

两台生产高端环保印染面料的

设备。第三场在剪彩现场，锣

鼓喧天声中，杨永福意外地见

到了曼莎。第四场在生产车

间，曼莎带安东尼参观了新开

张的“绍兴曼莎印染公司”，不

禁感叹柯桥印染业取得的进

步。第五场在汽车里，杨永福

和曼莎路遇车祸。第六场，在

病房里，杨永福接到了曼莎的

电话，曼莎要去意大利，使杨永

福失魂落魄。第七场转到了曼

莎在米兰的家，妞妞嚷嚷着要

跟妈妈回绍兴。第八场在集聚

区工厂里，杨永福惊喜地听到

曼莎和女儿要回绍兴的消息。

第九场是在机场里，杨永福迎

接曼莎和女儿，一家人幸福地

团圆了。

以上仅第三集一集就有九

个场景，既是剧情丰富的体现，

不断转换场景也避免了拖沓，

符合新时代听众快节奏的收听

需求。

《集聚·柯桥》还进行了小创

意包装，在播出时，也进行了碎

片化处理。创编团队制作了几

个小片花，每隔 15分钟插播，起

到了分割的作用，听众听起来

更轻松、更明晰。

另外，听众收听有很大的随

意性，在收听时还容易受到外

界的干扰，片花使听众随时能

了解剧情，跟上剧情。

四、结语

在“微时代”，微剧异军突

起，这一新兴样式迅速得到受

众的广泛认可，但微剧并不会

完全替代广播剧、广播连续剧。

三者之间并无优劣之分，只是

根据表达的不同需要有所区

分。大体量、长篇幅的广播剧

在重大题材的演绎上还是具有

不可替代的作用。只要注意找

准社会热点、群众关切，勇于创

新、勇于变革，甚至借鉴和运用

微剧的一些理念和手法，广播

连续剧依然会继续受到听众的

欢迎。

（作者单位：绍兴市新闻传

媒中心）

程 松 张 彬 李琳玲 张 元

从嵊州台《越剧万里行》
谈纪录片“时空”剪裁

摘要：在小屏主宰受众视野

的今天，强娱乐、批生产、快传

播的短视听内容逐渐成为生产

与消费主流；但纪录片尤其是

长纪录片凭借其对现实生活的

高还原度和人文关怀的多手段

体现，依旧展现出独有的勃勃

生机。本文结合嵊州市广播电

视台拍摄的大型纪录片《越剧

万里行》成片的经历，尝试从

“时空”剪裁的视角，就选题构

思策划、实操拍摄、剪辑合成等

实战环节一一梳理，并与业界

同仁分享。

关键词：纪录片 时空主

题 具象把握 场景叙事

2017年 10月至 2018年底，

嵊州市广播电视台，组织拍摄

了大型纪录片《越剧万里行》系

列。该作品以嵊州市越剧团承

担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越

乡越韵——越剧万里行”，开展

为期两年的越剧巡演为主线展

开摄制，通过巡演路上诸多事

件的真实纪录，在城市、舞台、

角色长时间、大空间的频繁转

换中，将“生”与“活”有机融合，

通过台上与台下、演出与日常

的同步展现，全景式展示了新

时代背景下越剧传承人的群

像，用个性化的电视语言讲述

了百年越剧的昨天、今天与明

天。这一系列中《为越而来》、

《我非名角》、《团长顺泉》、《美

菊巧芳》、《绿叶尤红》和《居于

幕后》六个单篇既独立成章，又

浑然一体，在国内越剧纪录片

领域中独树一帜。2019 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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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 剧 万 里 行》荣 获 第 三 届

（2018 年度）浙江省纪录片“丹

桂奖”优秀系列纪录片奖，其中

单篇《我非名角》获得 2018年度

浙江省广播电视新闻奖电视社

教专题三等奖等省内高端奖

项，并被列入省第十三批精品

文化工程扶持项目。

一、策划酝酿：时空主题的

宏观与具象把握

2017 年适逢越剧诞生 111
周年，作为源头诞生地的嵊州

广电媒体，在策划时将“111”概
念，拓展到百年越剧的昨天、今

天与明天的时间领域，如此越

剧恰恰处在从前一个百年，迈

向下一个百年的“起步”节点；

同年，嵊州越剧团成功获得了

国家艺术基金资助，将在全国

16 个省市自治区展开巡演，空

间跨越西南、西北、华北等越剧

非优势地区，整个行程 13000多

公里，历时 80天。无论是规格、

行程还是时长，这都是该团建

团 60 年来的第一次；同时从

2017 年初开始，以“越剧十姐

妹”为代表的老一辈越剧先行

者渐次离世，新一代越乡越剧

人的这一次万里行走，既是对

前人先辈足迹的追随，也是对

地域文化“空白”的“着墨”，更

是对越剧新发展空间的一次

“拓展”与“寻找”；尤其在 2018
年正逢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浙

江建设“文化强省”的时代背景

观照下，当时间、空间、人物与

事件等要素一一具备特殊性

时，对比两个“百年”，在强调

“文化自信”的今天，纪录片的

主题大方向“越剧万里行”也就

呼之欲出、水到渠成。

纪录片是对人类所处时空

的剪裁和片段展现，在实际的

采摄操作上，需要将时空主题

概念与具体人物事件进行预判

与对位，也就是策划。“越剧”

“万里”的主题不言自明，但

“行”的主题细化则要一番斟

酌：行，自然是现实地域的切

换，但也可延伸到越剧文化发

展的进程，更可以具象表达为

某个人物（群体）在越剧领域的

经历和收获；只有抓住并做活

“行”这个主题，前面的“越剧万

里”主题才能有效、顺畅地表

达。所以在前期选择的典型人

物中，初步选定了团长和主演

以及沿线戏迷三个人（群）。团

长谢顺泉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

越剧戏校学员，从事过演员、编

导、导演多个工种，又担任越剧

艺术学校校长和剧团团长多

年，他本人就是一位浓缩嵊州

越剧发展 40 年历史的典型人

物；主演黄美菊、裘巧芳两人均

为 70后，既是同学、又是搭档，

生活中也是一对“姐妹”，两人

一起求学、排戏、获奖，可以作

为新时代基层越剧人的代表展

开呈现。至于戏迷选题，我们

有意选择了成都、郑州、合肥这

些地域文化相对独立完整的城

市，利用不同乡情风土的碰撞，

在川剧、豫剧、黄梅戏的大本

营，对比展示“越剧”的独有

魅力。

二、采访拍摄:场景叙事的

点位捕捉与拿捏

拍摄专题，业内经常会碰到

这样的讨论：到底是以“文”统

“画”，还是以“画”统文，就是专

题的拍摄制作是以文稿为主还

是以画面为主？《越剧万里行》

系列走的是第三条路：以“场

景”统“文”“画”。

纪录片进程的发端发展，需

要一系列情节来完成架构，而

生动表达情节则需要细节。情

节加细节，就构建了纪录片时

空记录的最小单元：场景。这

其中，情节体现的是电视纪录

时空的延伸与鲜活；细节是对

时空元素进行电视表达的落点

与深度；二者相辅相成缺一

不可。

（一）长镜头是场景叙事的

基础

1. 纪录片区别于其他电视

新闻作品的一大特征就是长镜

头的采集和使用，这早已是业

界的共识。但知易行难，这对

于基层更是如此。《越剧万里

行》摄制组完成第一站南昌的

拍摄任务后审看素材，200分钟

的镜头，发现只有不到 30 秒的

视频勉强达到纪录片要求。究

其原因，在于两组摄像均长期

从事新闻报道，实际操作时早

已养成“镜头多景别成组、5-8
秒完成开关机”的习惯，表现在

镜头上，往往出现“主体人物清

晰，陪体缺位或出景，表情鲜活

却声音断续隐显，镜头推拉频

繁，场景细碎”的缺憾。为此摄

制组当即明确要求，场景纪录

一律采用固定大景别，跟随主

题不关机操作，做到“一镜到

底”。正是因为这种简单甚至

粗放式的拍摄，海量素材的无

差别收录，才为后期制作提供

了充足的储备。

如在纪录片越剧万里行之

《绿叶尤红》摄制时，演员胡红

红是团队中唯一的“新手”，因

演出需要，她临时由小花脸转

职扮演少年王子，压力一直较

大。摄像当时采制的画面，是

胡红红一人在后台练习射箭动

作，现场声为“大家都我说射箭

这个动作太假了，太假了。这

个箭太短了”，然后叹了口气。

此时，胡红红的话音已经收尾，

按照常规手法，此刻场景纪录

完成，机器可以关机转入下一

场景，但这时，远处突然传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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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声音：“不要嫌弃箭短，是

水平不够。”立刻让场景情节产

生了新的接续点，随后，该同事

走到胡红红身边，对她进行一

对一的指导。因为摄像严格执

行了不关机操作要求，镜头一

镜到底，讲述了越剧团万里行

进途中大家仍勤练业务，团内

以老带新共同前行的故事，体

现了“万里征途之上，一团人走

得久了，渐渐走成了一家人”的

积极主题，“绿叶尤红”也悄然

点题。在整个系列作品中，因

为长镜头的大量使用，我们还

纪录到乐队用传统乐器演奏摇

滚民谣（《居于幕后》）、演员因

为想念家人嚎啕大哭（《我非名

角》）、团长唱一首老歌展现暖

男本色（《团长顺泉》）等一系列

演出之外的场景，为整个系列

作品增色不少。

（二）点位组接和节奏拿捏

是场景叙事的关键

在策划时，《越剧万里行》系

列是希望通过“团长、主演、配

角、幕后、戏迷”等一批基层越

剧人物典型“点”的描摹，串起

越剧在两个百年特殊时间的发

展实践之“线”，以求在整体上

达到越剧过去、现在和未来群

像式描摹展现的效果。

整个巡演过程历时 80 天，

虽说地域变换频繁，但行程内

容基本一致：一个城市 5天，固

定两部大戏演出 2天，排练装台

2天，离开出发 1天。同时作为

组织方和当事人，剧团方面出

于安全考虑，往往拒绝和排斥

一切“变量与不可控事件”的发

生，而这恰恰与纪录片“追求变

化”的初衷相冲突。如何避免

拍成一成不变的流水账，点位

的设置与组接，就是拍什么比

怎么拍显得更为关键。

以纪录片越剧万里行之《团

长顺泉》中的拍摄对象谢顺泉

为例，前期策划时预先标定了

三个点位，即他本人记了 40 年

日记的日记本，出差时必带的

洗衣板刷，日常演出时他必须

兼职负责灯光；日记本可以直

观讲述“越剧发展 40 年”的主

题，板刷主要体现他出门在外

注重越剧人形象又勤俭节约的

基层团长特征，兼职灯光是为

了说明万里行程中人人有责个

个辛苦的事实。但在实际拍摄

过程中，日记本场景以静态为

主，对象单纯回忆或者讲述都

显得摆拍味太浓，被第一时间

放弃；板刷场景虽然真实鲜活，

但整体仍是个人的生活习惯，

与“万里行”大主题时有游离，

在后期修改时被放弃；兼职灯

光场景完成有效纪录后，对比

“越剧人”大主题仍显得分量较

轻。幸运的是在万里行的过程

中，我们连续捕捉了“贵阳剧院

场地调整、重庆半夜卸车迟到”

导致谢顺泉发火骂人的场景，

有效展现了“他乡人地两生，剧

团新老理念冲突”的选题概念；

到成片时，一部《团长顺泉》15
分钟，共设置了“南昌打灯、贵

阳救场、重庆发火、西安外联”

四个分场景、时长 3分钟左右的

大点位，以及“同行交流基层生

存不易、昆明演唱老歌、组织学

习十九大精神、北线巡演领票”

四个 30 秒分场景的小点位，整

篇大小点位接力出场，现场声

与采访同期交叉并行，场景组

接轻重缓急张弛有度，有效展

现了一个老练认真、宽严相济

的基层老越剧人的形象。

三、后期剪辑：文、画、音、

效的写实与写意设置

同行都有着这样的共识：好

片子，是改出来的。对于纪录

片而言，前期的策划，中期的采

制，如果说尚有“运气”的因素，

那么后期剪辑，是完完全全对

纪录片团队“功力”与“火候”的

考量。这方面，《越剧万里行》

团队是新手，但也恰恰因为这

点，团队对于后期做了大量和

大胆的尝试。

完成拍摄，进入后期，纪录

片创作将面临着文稿写作、音

视频剪辑、字幕包装、效果设计

等一系列工作，基于“时空剪

裁”的出发点，《越剧万里行》后

期工作的中心和起点，就是具

备“生动表达真实事件”特性的

诸多场景。

（一）真实性与观赏性的

统一

新闻的铁律是真实，而纪录

片创作又必须要求高水平的艺

术加工。如何在真实的基础上

做到“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

之”，就是一个追求真实性与观

赏性相统一的过程。

纪录片真实表述的过程，其

实也是探究人性真实的过程。

譬如越剧万里行系列之《美菊

巧芳》中，拍摄对象裘巧芳因为

连续在外演出，疲惫不堪情绪

低落正在自我疗愈时，因为镜

头的闯入故意作出积极振奋的

一面。真实吗？前一段场景明

明是截然相反的情绪。不真实

吗？这又恰恰是拍摄对象基于

自我保护，对于外界“闯入者”

的真实反应。而作为编导，又

该如何处理这段素材？落点在

何处？

仔细斟酌后，作品选择了这

样的文字表述：“演员在戏迷心

中，总是像舞台角色般远离了

世间的烟火。但真实的生活

中，16个城市的奔波辗转，异地

他乡的水土不服，也会让她们

来不及卸下妆容，就立刻回归

普通。但大幕一旦拉开，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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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现实告别。疲劳的，只能是

演员；微笑的，永远是角色。”如

此一来，以虚实相宜的文字完

成对真实纪录场景的解说，既

忠实于原本时空影像的真实还

原，又有效勾勒出台前幕后演

员角色的瞬间转化，更传递出

万里巡演“文化自信”的积极主

题。在整个系列中，这样的例

子还有很多，现代传播进入多

通道模式，但作为最基础表达

形式的文字，只要在纪录片“真

实第一”的基础上字斟句酌，围

绕“时空场景”展开叙述，的确

能达到真实性与观赏性相统一

的效果。

（二）蒙太奇的有效调度与

合理使用

纪录片拒绝虚构的故事，更

排斥摆拍或者表演，但从上万

分钟的基础素材中，剪辑成 90
分钟的纪录片作品，还必须达

到创作意图与收视期许的有效

对接。如何合理使用蒙太奇技

巧，显然是成功的关键。需要

强调的是，蒙太奇使用的领域，

已经超出了传统“声画对位”的

范畴，而是涵盖了文稿、影像、

现场声，乃至后期包装的特效。

如纪录片越剧万里行之《居

于幕后》中介绍到第一部分押

车员黄卫东和第二部分小胖收

尾转场位置，初次定稿时有这

样一段：“出门在外，老黄的车

里总会捎带一些嵊州的特产，

比如糟肉。对于万里行参与人

员，这种他与家乡在舌尖上的

重逢，有着别样的味道。”考虑

到和接下来音响师张浩（小胖）

和伙伴用传统乐器奏唱现代民

谣《成都》场景的衔接，文字初

步修改为“对于万里行参与人

员，这种他乡与家乡在舌尖上

的重逢，是万里征途上的别样

放松，其意义不亚于和家人的

又一次牵手。而在年轻人的眼

中，出走与远方，似乎才是青春

的真谛。”二次修改又由“出走

与远方”变为“而美食之外，团

队里的年轻人，也有着自己独

特的纾解方式。”但在终审定

片的时候，又觉得还是描述的

“隐晦”了些，不够贴切，最终

改为了“一顿美味之后，是一

曲舒缓的情歌。”其实这两段

场景发生于不同的时空，如何

有效对接，靠的就是文稿的统

筹把握。

又如在纪录片越剧万里行

之《团长顺泉》中，需要展现团

长谢顺泉 2019 年初卸任团长

后，仍然心系越剧继续巡演的

场景。但前期拍摄画面中并没

有直接出现谢顺泉，在连续审

看画面后，发现现场声中有“领

导，凡凡，谢团……”的音响，我

们有意在对音响指标做了合理

调整后，将这段“只闻声不见

人”的场景作为全片结束画面，

反而收到了“余音绕梁、回味无

穷”的效果。

（三）音效与字幕的艺术化

表达

对电视纪录片而言，没有声

音的画面形象是不完整的视听

形象，没有声音的纪实则是不

完整的纪实。而且在后期阶

段，相较于前期素材的大局已

定，对音效和字幕进行艺术化

地处理，往往能取得出乎意料

的效果。

以纪录片越剧万里行之《我

非名角》中的拍摄对象陈亚军

为例，她一方面是剧团负责业

务的舞台监督和演出队长，同

时又在剧目《袁雪芬》中担任重

要角色，工作风风火火，为人较

为直爽，如何有效展现这样一

个人物，片中有一段陈亚军排

演的场景。第一次出片时，现

场声为：“带人，不许带人，喂喂

喂，喂喂喂。”时长为 10秒左右，

陈亚军表情严肃；一轮修改后

的现场声为“带人，不许带人，

喂喂喂，喂喂喂，哎呦，来来来，

再来，你们真的不要忘记了”。

时长在 30秒左右，“带人，不许

带人”是陈亚军在越剧《袁雪

芬》的演出台词，此刻，她的身

份是演员，“喂喂喂，喂喂喂，哎

呦，来来来，再来，你们真的不

要忘记了。”此时，她已经从演

员切换到了舞台监督的身份。

但再次审片时，大家仍觉得意

犹未尽，镜头继续延长，最终定

稿现场声为“带人，不许带人，

喂喂喂，喂喂喂，哎呦，来来来，

再来，你们真的不要忘记了。

袁小姐，不肯交剧本……”。而

就在其他演员念“袁小姐，不肯

交剧本”的台词时，突然忘词卡

壳，这时画面呈现的是，陈亚军

长长地呼了一口气，眼神中透

露着无奈，又有着自己的坚持，

接着是采访同期声“亚军姐，你

怎么像个牛一样”。至此镜头

长度达到了 1 分 42 秒，但由于

情节连贯，现场感强，收看无任

何拖沓之感。更为关键的是，

该场景有效纪录了人物在团体

中的身份切换，将主人公性格

渲染得淋漓尽致。

又如在纪录片越剧万里行

之《为越而来》中，兰州巡演过

程中，很多越剧粉丝相聚一起，

建立微信群彼此扫码添加的场

景。从当时拍回的前期画面

看，一群人只是拿着手机聚在

一起，现场交谈说笑声音十分

混杂；在后期剪辑中，我们有意

过滤了现场背景声，专门对微

信加好友时“滴”音做了抓取和

强调。这个“滴”音效果的加

入，立刻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

用，十分清晰地表达了拍摄需





TELEVISION

B
R
O
A
D
C
A
S
T

T
E
L
E
V
IS
IO

N

视听纵横 2020·1…………
…
…

▲

创优专题

要表达的主题。

同期声字幕也有许多艺术

化的操作空间，譬如越剧万里

行之《居于幕后》中的演员们在

服装间换衣服场景，演员裘巧

芳唱着“夜上海”闯入镜头，拍

摄对象美霞调侃时说了一句

话，按照嵊州方言直译而来应

是“裘大小姐今天发春了”，但

如果真这样打同期声字幕反而

会引起误解，最后我们选择了

用“裘大小姐今天很开心。”来

代替，既表达了美霞内心想表

达的内容，又符合口语化的表

现；同时在字幕滚屏栏目片头

题花环节，我们还有意放弃了

原后期系统的常用字库和特

效，而采用专人重新设计包装

的方式。

四、结语

一部纪录片，对于创作者而

言就是一场修行。《越剧万里

行》系列通过对“时空”基于点

位的布局规划；长镜头场景的

饱和采制以及鲜活使用；传播

声、画、字等多元素的有效调

度，让团队对于新时期纪录片

的创作有了更为直观感性的认

识：只有“最闪亮”的真实方能

跨越空间，打动人心；在移动端

占据视野，短视频大行其道的

今天，事件题材、严肃观照的基

层纪录片依旧是广阔空间大有

可为。

（作者单位：嵊州市广播电

视台）

蔡 毅 郑 佩

论融媒体时代
历史文化类节目的“推陈出新”

摘要：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

历史，灿烂的文化。作为媒体

人，传承发扬传统文化责无旁

贷。当下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

深度对接与融合发展，给电视

节目制作与传播提出新的要

求。兰溪电视台《大美兰溪》栏

目作为一档原创历史文化类节

目，不为传统所囿，创新节目内

容与形式，积极适应融媒体时

代传播多平台、广覆盖、强交互

的特点，全方位增强了节目影

响，成为荧屏“爆款”，也为地方

台历史文化类电视节目的创新

作出了探索。

关键词：融媒体时代 历史

文化 创新传播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

神命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

当代中国最深厚的文化软实

力。作为媒体人，我们所能做

的是借助文字、图像、语言等方

式予以忠实地记录，传达出历

史时代的精神，同时以史为鉴，

促进我们的文化自信。这些

年，浙江省兰溪市也在下大力

气，努力打造既有颜值又有气

质的精品城市。2017年3月，兰

溪广播电视台开办了大型文化

类原创电视栏目《大美兰溪》，

以挖掘、讲述兰溪地方传统文

化的精髓与内核，以提纯与发

扬为己任,让兰溪传统文化推陈

出新，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魅

力和活力。

一、集思广益、精准定位，形

成节目创作的“大合力”

兰溪三江之汇，七省通衢，

自唐咸亨五年（674年）建县，至

今已有 1300多年历史。这座千

年商埠，积淀了丰厚的历史和

文化底蕴。为深入挖掘兰溪之

美，兰溪电视台首先对市域内

历史文化进行搜集整理，发动

社会各界人士为栏目选材、报

题、征集节目线索，为《大美兰

溪》栏目建言献策、把脉定向，

同时建立栏目专家顾问团队，

邀请文旅部门专家学者、文史

爱好者作为栏目顾问、特约撰

稿人。经过“头脑风暴”，最终

确定《大美兰溪》以记录表现兰

溪“四美”（即美景、美事、美食、

美人）为主线，相应推出古韵、

人文、乡愁、舌尖、善美等系列，

多层面、多视角解读兰溪历史

文化，使《大美兰溪》栏目成为

一档既有品位，又真正走大众

化之路的周播历史文化类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