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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戏的台词都写得很精彩，有

思想的高度和深度，有丰富的

信息含量，彰显了人物的思想

之美、信仰之美、情感之美、崇

高之美。

五、结语

“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对

于革命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创

作，一位前辈积几十年的探索

实践，得出经验之谈。《情缘》以

自己的创新，遵循着这一艺术

规律。

当然，作为一个初稿，该作

仍有不少可以提升的空间。譬

如剧中的重庆谈判桥段，有些

情节在多部影视剧中屡屡出

现，缺乏新意；个别剧情（如毛

泽东赋诗《沁园春》等）明显游

离；特务行刺毛泽东又不符历

史和逻辑……这些尚待剧作者

在修改时注意及改进。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一部史诗品质的剧作已经搭就

了一个文本看台，期待着暨阳

优秀儿女以豪迈的风采，唱出

一台好戏。剧本，乃一剧之本。

我深信，有一个基础扎实的剧

本，只要通力合作，一定能打造

出一部精品力作，献礼建党一

百周年。我们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①杨咏祁，《审美形态通论》

[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

版。

（作者单位：浙江广电集团）

张克鑫

试论纪录片
情景再现使用的“度数”

摘要：“情景再现”是纪录片

的创作手法之一。由于它对于

强化主题、丰富内容等诸多方

面，具有互补性与观赏性，近年

来已经被普遍运用。但在目前

纪录片的创作中，情景再现的

使用还应当有一个“度数”的问

题。本文从多个角度，结合自

身创作体会，就如何对当前“情

景再现”的合理使用，阐释新的

见解。

关键词：情景再现 细节

度数 掌控

再现，又称情景再现，是电

视纪录片的表现手法之一，它

通常以摆拍、造型、表演及后期

加工等多种手法，根据主题的

需要，对已经不复存在的人物

活动与相关场面进行复原式的

展示。近年来，在各个类型的

纪录片，尤其是在文史类的纪

录片中，已被广泛使用。

一、丰富内容，弥补缺失

就目前的创作态势而言，纪

录片中情景再现的手法，大致

分为以下几种：

一是借助演员塑造的具体

形象进行表达的人物扮演法；

二是借助环境、道具、布景

等模拟技术进行表达的场景搬

演法；

三是借助数字化技术绘制

场景、建筑、人物来进行表达的

动画模拟法；

四是通过没有人物的自然

景观或物像，即用通常所说的

“空镜头”作为祈祷暗示、象征

和隐喻来进行表达的景物镜头

法。

这些再现的手法，具体到实

践当中，往往是会交叉使用的。

纪录片《圆明园》的导演金

克木曾说，他刚刚接到拍摄纪

录片《圆明园》的任务后，十分

兴奋，因为一位纪录片导演，即

便从事创作数十年，也未必能

赶上这样一个绝好的机会、绝

好的题材。但是，当他满怀热

情赶到圆明园旧址仔细勘察了

一番之后，心都凉了。他说，哪

怕你下再大的功夫，即便拍完

圆明园所有的角度，拍下来可

以使用的素材，也不会超过几

分钟，而要想制作一部长篇纪

录片，只有再想别的办法。研

究来研究去，最后终于找到了

以清代宫廷画家、意大利人郎

世宁进入皇宫的故事为贯穿线

索，才完成了创作构思，并让这

部片子取得了绝佳的效果。片

子播放之后，引起极大反响。

如今，《圆明园》已经成为了大

专院校影视学科的经典教材，

应当说，《圆明园》的成功，就是

情景再现的成功。

众所周知，情景再现的手

法，其实是从电影故事片当中

移植过来的，因为电影故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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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问世以来，本身就有着虚构与

表演的属性。但是，纪录片却是

以真实记录为法则的，所以，纪

录片中最初出现情景再现的阶

段，是存在着很大的争议的。然

而，当人们认识到这种手法对于

影像的缺失，确实有着极大的补

充作用并具有很强的观赏性时，

它便渐渐被人们接受了。

当下播出的纪录片中，情景

再现之所以被一用再用，就是因

为它对丰富内容、弥补缺失、强

化形象等方面，起到了较好的作

用，我们甚至可以说，情景再现

的手法，已经成为了纪录片中某

些章节里不可或缺的替身。就

我本人参加的创作实践而言，也

深深体会到了合格的、上乘的情

景再现，的确可以为丰富纪录

片的艺术内涵添砖加瓦。

二、精于构思、善于设计

从艺术法则来说，任何艺术

手法，一旦泛滥，就会沦落，即

以情景再现本身而言，如果使

用得过于频繁，也会让人产生

审美疲劳导致出现艺术创作草

率、敷衍乃至牵强的现象，从而

使艺术作品的质量明显下降，

并使情景再现从最初的良好创

作愿望走向反面。

在这些现象中，情景再现的

简单化、公式化与脸谱化，尤其

应当让人警觉。

比如，表现古代战争场面，

无非就是硝烟弥漫、刀光剑影、

马蹄飞奔与旌旗招展；

对于古代文士生活的表现，

无非就是让相关的人物摆一些

造型，诸如远眺状、思考状、聆听

状、读书状、书写状，仅此而已。

还有的纪实性纪录片，几乎

一半以上的篇幅，都在使用情

景再现，有的片子更为过分，险

些就是再现加访谈再加空镜

头，这就很难说它的属性是电

视纪录片了。

在拍摄江南古镇又必须要

展现一段古人生活的时候，我

们曾经以许多的物象，诸如巷

子、宅子、窗子、案子、椅子、桌

子、盏子、门环子、石狮子，以及

不一而足的景物作指代，发展

到后来，才出现了人物的替身。

应当说，设计出人物替身作为

情景再现的主体，已经比拍些

空镜提高了一大步，但是，这一

旦成为了一种惯常的套路，也

便落入了肤浅的窠臼，会在创

作手法上，让观众感到整个片

子显得苍白与无措。以情景再

现本身而言，它也不是包治百

病的灵丹妙药。艺术的法则也

同时告诉我们，手段的平庸与

手法的重复，非但无助于一部

作品质量的提升，相反还会形

成一种瓦解的力量。

因此，对于情景再现，我们

仍然要提倡精于构思、善于设

计和巧于运用。

三、勤于思考、别具匠心

著名的电视纪录片《金山》，

是表现 1848年数以千计的华工

去到大洋彼岸，修建横跨北美

大陆的铁路这一历史事件的，

不但拍摄得十分成功，而且对

情景再现的手法，也运用得相

当到位，这其中，就有一个非常

令人触动的场景——

在生活条件极其艰苦的劳

作中，一些华工因为劳累过度

或因病无治而死去，他们死后，

一些遗物被送回遥远的故乡。

这时，《金山》的导演设计了这

样一个细节——在遗物上路的

时候，华工们将亡友长长的辫

子，小心翼翼地盘起来，放进了

将要远行的箱子里。

来到美国淘金的华工，每个

人都留着一条长长的辫子，这

几乎是清朝，也几乎是一个时

代、一种身世的标志，而将亡友

们的辫子放进装着遗物的箱子

这一细节，有着多少含义，有多

少象征，的确让人回味无穷。

人们常说，现在频道众多，节目

如林，一部片子，能有一个或几

个让人难忘的细节，就已经很

不错了，而《金山》里这样生动

感人的细节，又远远不止这一

个。我以为，这样的情景再现，

才真的叫情景再现。当然，能

够设计出这样的细节，一定是

编导们十分用心地对史实、对

事件作过多种考察之后，并经

过认真消化与思考才最终形成

的，而这样别具匠心的设计，对

我们的纪录片创作，实在是有

着示范的意义。虽然在整部纪

录片作品中，再现部分并不占

有很多的篇幅，通常只处于从

属地位，但即便是从属的，也并

非是低级的形态。

四、“度”的把握、强化整体

除了情景再现之外，纪录片

还有一种再现的方式——人物

访谈，特别是一些文史类的纪

录片，往往请一些专家学者，在

片子里述说一些与主题相呼应

的事件与见解，这确实能起到补

充的作用。这些访谈若是语言

精短，切中要害，也未尝不可。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许多人物

访谈，却像是解说词以外的赘

述，而且有的访谈，也显得啰嗦

与繁琐。我相信，关于已有定评

的史料，那些专家学者也只是从

书本上看来的，所以，他们的述

说，就让人觉得有画蛇添足之

感，而且把解说词的文气也给打

断了，从而形成了片子的弱笔与

败笔。因此，这些用访谈的方

式构成的再现，也同样有一个

需要精到与精要的问题。

要做到再现的精到与精要，

即摆正情景再现的地位，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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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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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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抗战历史纪录片《血铸河山》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