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ROADCAST
B
R
O
A
D
C
A
S
T

T
E
L
E
V
IS
IO

N

视听纵横2020·3 …………
…

…

▲

摘要：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们接收视频产

品的终端已经便携化，这为微纪录片的传播提

供了更多的平台。实际上，微纪录片也是融媒

体语境下拍摄制作相对便捷的视听产品，既具

有一般纪录片的共性，又具有其自身独特的个

性。本文以绍兴市新闻传媒中心获奖作品 《我

的船我的梦》 为例，对微纪录片创新创优的路

径进行探索与思考。

关键词：微纪录片 创新创优 题材选择

人物刻画 细节安排

微纪录片也被称为短纪录片，是移动互联

网时代的产物，适宜于碎片化、快节奏的观看

需求。2019 年 10 月，在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

会、中国视协电视纪录片学术委员会举办的

“第 25 届中国纪录片‘十佳十优’作品及纪录

片优秀栏目、年度频道、年度人物推选活动”

中，绍兴市新闻传媒中心拍摄的纪录片 《我的

船我的梦》获得了“短片‘十优’作品奖”。笔

者认为，地方主流媒体要创作拍摄微纪录片，

不但要从地域出发选择题材，还要通过精准采

访来刻画人物，同时还要以放大细节来安排

情节。

一、立足地域特征选择题材

微纪录片与微电影有着明显区别。前者的

题材和内容必须真实；后者的内容可以虚构，

是一种“在网络平台播放、传播，由较短且较

凝练的内容组成的电影形态”。①如果套用智利

纪录片导演帕特里克·古兹曼“一个国家没有

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的话，那么

微纪录片就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国家或地区的

“微型相册”，在传承文化与民俗风情方面有强

大的功能。

根据地域特征来选择题材的微纪录片与长

纪录片和系列纪录片相比，虽然投资少、拍摄

时间短、成片快，但也是对当地特色文化的传

承，也要反映当地的人文精神，凸显独有的审

美价值。绍兴是著名的水乡和桥乡，与此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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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打通大小屏的无时差 （台网延时 1 分钟） 互 动，2019 年的“猫晚”，优酷投入近 300 名技

术人员，依托阿里巴巴云计算的能力，有数据

显示，优酷直播间 63% 观看晚会的用户参与了

互动，较2018年增长了7%。

在 4G 时代，VR、AR、全息投影等黑科技

在电视直播中的运用已经不稀奇。随着5G时代

的来临，还会有更多颠覆我们认知的科技出现，

它将给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深刻影响，而

作为以科技为基底的当代垂直型电视综艺晚会，

也将迎来新一轮的巨大变革。

（作者单位：浙江卫视节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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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题材是纪录片创作取之不尽的源泉。由绍兴

市新闻传媒中心拍摄制作的微纪录片《我的船

我的梦》，主要讲述了绍兴市级古木船制作传

承人何关明为保护和传承木船制造艺术所做出

的努力，通过何关明的故事、经历和梦想的展

现，来反映人物高尚的精神品格。

“就微纪录片而言，其存在的依据是基于

突破时空界限对特定时刻的真实展示与再现，

但它仍旧是某种历史真实和合理想象的混合

体，是人所创造的现实的表象，服务于游离在

现实世界与技术打造的赛博空间的当代人的文

化需求。”②网络时代，人人都可以成为记录

者或评论员，人人也可以成为微纪录片创作的

编导、摄像师，用手机、DV 等设备都可以拍

摄微纪录片。但草根性的微纪录片无论是题材

选择还是制作水平，都无法与专业的电视媒体

相比。在这种情况下，电视媒体更要用平民视

角去寻找题材，有机融合精英文化与通俗文

化，不断拓展微纪录片创作拍摄的选题范围。

微纪录片在纪录和传承地域文化方面能发

挥出很大作用，它能够以视觉和听觉两种符

号，客观、真实、形象地向受众传递信息和理

念。微纪录片与传统纪录片的明显区别，就是

适宜于多屏传播，尤其是小屏传播。因此，选

择的题材并不一定要高大上，但必须吸引人。

以地域特征明显的题材创作拍摄的微纪录片，

具有良好的受众基础，那些反映自然景观、历

史文化、风土人情的作品，能产生既叫座又叫

好的效果。微纪录片的创作除了题材要本土化

外，切入视角也要个性化。只有用与众不同的

拍摄手法，才能凸显出作品的传播价值。新媒

体传播平台的多元化和开放性、即时性、平民

性、互动性、共享性特点，对微纪录片创作也

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通过精准采访刻画人物

微纪录片由于时间短、体量小，创作者无

法用足够的场景来支撑事件的前因后果，也难

以对人物的情感进行全面展示。这时候，只有

通过精准的采访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思想

活动。

在微纪录片中，要刻画人物，就离不开对

人物的采访。只有对人物进行精准采访，录取

典型的同期声，才能增强人物的真实感，与画

面协调地进行视听叙事。像 《我的船我的梦》

这样以人物为主的微纪录片，人物采访是关

键。绍兴市越城区东湖街道松陵村是浙东古

运河边上的一个小渔村，村里人祖祖辈辈以

打渔为生。打渔要用船，因此村里很多人都

拥有一身造船技艺。其中，何关明的家族就

以过硬的造船本领一直为当地人所称道。何

关明的曾祖父和祖父是造船的，他父亲与他

本人也是造船的。正因为何关明出生在造船

世家，所以对船有着深厚的感情。《我的船我

的梦》 在拍摄何关明这个人物时，记者不但

用定向话筒，还用摄像机的随机话筒，采录

了大量的同期声素材，从中选择能够反映人

物性格特征的话语。

船，既是水乡的标志，也是一个重要的文

化符号。水乡的河流湖泊如果没有船的依偎就

没有了水的荡漾，水乡也就少了独有的美，缺

少了许多灵动。在《我的船我的梦》中，创作

者在反映何关明造船情结的同时，就把绍兴的

水文化和船文化作了展示，通过何关明的叙述

向受众展示绍兴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时代变

迁，既增强人物的立体感，又丰富地域的代入

感。

除了对人物的精准采访外，还要将人与事

有机地联系起来。在《我的船我的梦》中，既

有传统文化元素，也有现代元素。何关明依托

船厂的技术班底和物资力量，早在 2000 年就

建起了一支绍兴地区设备最齐全的非官方水上

救援队，为此他投入700多万元。他将自愿加

入救援队的人员分为 4 个小组，没有任何报

酬，24 小时手机开机待命，一有险情，随时

上船出发营救。十多年来，他们接到过船翻

了、汽车落水了等事故的发生，只要一接到电

话，就会立马放下工作、丢下饭碗，直奔现

场。

2018 年 7 月 22 日，一艘全新的浙绍救捞

08 号船在何关明的船厂顺利下水。何关明的

同期声是：“由于绍兴水乡的特殊性，这条船

我梦想了 10 多年，包括船的基本功能，包括

船的升降，主要部分全部都是我自己设计的。

这条船的投入使用，将填补绍兴的一项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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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绍兴内河从来没有这样的救助船。”这些

采访同期声与人物脸部表情和形体动作等画面

有机结合后，让受众能更加深入地了解何关明

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对船的情结。虽然只有

寥寥数语，但对刻画人物性格起到了明显的效

果，何关明这个人物形象也更加丰满，个性更

为鲜明。

人物采访的同期声必须与作品所要表达的

内容与情感相吻合。微纪录片的同期声切忌冗

长呆板，要精炼到位、点到为止，围绕主题对

采访对象的话语进行精心筛选。作为以反映人

物为主的微纪录片，《我的船我的梦》 就是以

何关明为叙事对象，以他对船独有的感情为表

现内容，通过展示他与船割不断的牵连，向受

众表达了他与众不同的人生轨迹。

三、放大细节安排情节

细节是情节的组成部分，也可以说是情节

的细胞。微纪录片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整地讲

述故事，让观众有立体的观感，就必须通过放

大细节来安排情节。因此，不能用传统纪录片

那种娓娓道来的手法，而是应该采用一种碎片

化的结构，用跳跃性的思维将故事进行切割，

再将各个片段进行连贯组接，并理清叙事脉

络、突出作品主题。③微纪录片由于篇幅不

长，拍摄时一般很少使用表意的空镜头，画面

以写实为主。要讲好微纪录片的故事，就必须

注重作品的情节和细节。由于通常采用单线叙

事，因此以放大细节来再现生活，讲述真实的

故事。

在《我的船我的梦》这部微纪录片中，细

节主要体现在对何关明这个人物对船独有的情

结中。比如在反映他对船的执着、对船的依恋

方面，镜头重点停留在他的脸部，他的船厂面

临搬迁时，对他那种恋恋不舍的表情加以放大。

何关明有两个梦想，一个是希望他的船厂能够

借这次搬迁的机会，顺着绍兴港走向更为宽阔

的钱塘江直至无垠的大海；另一个是他同时也

希望把自己的根留住，希望把越乡古船文化更

好地传承下去。

微纪录片在影像风格上体现出了一种小众

化、自由化的创作倾向，能够通过多元化信息

的传播来满足特定受众群体的需求。④微纪录

片有微时长、微制作、微传播等特点，除了能

在传统电视频道播出外，还能够非常方便地在

微博、微信、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推送。从事

微纪录片的拍摄创作，画面处理时可以采用连

续蒙太奇叙事手法，像《我的船我的梦》就是

把何关明的传统手艺用顺叙的形式进行展示，

使这个真实故事的脉络非常清晰。

在纪录片创作过程中，创作者通过对某些特

定细节的着重展示，能够有效凸显主题表达中的

内涵，进一步提升纪录片的情节性和可视化效

果，让原本比较平淡的情景变得更加丰富和震

撼。⑤微纪录片虽然实行快节奏叙事，但也必须

注重细节的刻画，对全片结构来说，细节可以

展示人物性格特征，揭示作品内涵，激发观众兴

趣。

四、结语

微纪录片是在新媒体环境中受众收看时间

碎片化、欣赏需求个性化情况下出现的一种视

听纪实作品新类型。它既具有传统纪录片的共

性，又具有独特的个性。共性就是拍摄手法必

须客观真实，符合纪实作品的审美要求；个性

是因篇幅短，必须通过合理的结构来浓缩叙事

和表达。当下，微纪录片的创作主体已经多元

化。除了专业电视媒体外，社会上的影视公司

甚至个人都可以参与拍摄。主流媒体要在这个

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就必须在创新与创优方面

下功夫。绍兴市新闻传媒中心创作的微纪录片

《我的船我的梦》就是对一路径的较好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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