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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事先设计好节目的分镜头脚本，弱化导播的

功能 （事实上英国节目的导播在现场根本不用

决定何时切镜头，完全听从脚本总监喊的音乐

节拍来进行操作），使整个直播团队更加整齐划

一，分工明确，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现场直播的

失误率。同时根据音乐的旋律和节拍设计每一

个镜头的切点，精确每个镜头的时长和运动模

式，让每一个镜头根据音乐的节奏运动起来，

使整个直播节目既严谨规范又生动有趣，达到

完美呈现的最佳效果。分镜头脚本虽然前期的

准备工作比较费时和烧脑，但它精准的“工业

化”流程可以省去后期制作的许多繁琐流程，

大大降低了制作成本。④目前，《中国有嘻哈》

《乐队的夏天》《天猫双11狂欢夜》等大型音乐

节目也纷纷引进了英国分镜头脚本体系，取得

了很好的效果。

2022 年杭州将举办第十九届亚洲运动会，

开幕式的现场直播晚会也将吸引全世界的目光

和焦点。我们的直播水准能否像伦敦奥运会开

幕式直播一样办得如此成功？笔者以为这或许

是一个契机，在我们中国电视工业原有的基础

上引进英国音乐直播节目分镜头脚本体系，使

我们的电视直播团队更加专业化、工业化。并

能够从分镜头脚本中展现自己的艺术创作理念，

为观众呈现更好的节目视觉效果。

新的体系带来新鲜的“血液”，眼界的开阔

为我们带来新的思路。随着英国电视工业化逐

渐融入到国内电视直播之中，不断地提高我们

的电视直播水平，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

可以看得更远、更深。在此基础上，我们更应

该“取长补短”，更好地完善中国的电视工业体

系，从而探索出中国电视工业化的模式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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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媒体融合加快推进，新媒体

迅速发展，信息传播呈现出碎片化、实时化与

群际化的特点。在这个背景下，纪录片开始向

微纪录片的形式转变。而传统的历史文化类纪

录片在新媒体语境下面临着叙事主题、视角与

方式的挑战。以 《如果国宝会说话》 为例，可

以总结出历史文化类纪录片的新叙事策略，包

括概念先行、个体化叙事、多元化审美表达与

网络化语境表达，为同类题材微纪录片创作提

供了参考。

关键词：新媒体传播 微纪录片 叙事

策略

2018 年，《如果国宝会说话》 第一季在央

视纪录频道首播，随后在哔哩哔哩等互联网平

台上线。在豆瓣平台上，《如果国宝会说话》取

得了 9.4 分的高评价。该片通过其崭新的视角

与表现形式收获了广泛的好评，尤其在以年轻

观众为主的哔哩哔哩平台上收获了超过五百万

的播放量，平均单集有超过四万条弹幕评论。

纪录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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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杂论

作为历史文化类微纪录片的优秀代表，《如果国

宝会说话》 可以说是新媒体时代该类纪录片的

成功探索和突围。

一、新媒体时代的纪录片创作概述

在新媒体时代，随着制播媒介的改变，纪

录片的传播渠道从院线、电视媒介转入互联网

传播，从而形成了纪录片院线、电视、网络融

合传播相互融合的格局，从而对纪录片的创作

模式与叙事风格产生了巨大影响。

进入 21 世纪 10 年代后，视频网站迅速崛

起，包括腾讯、爱奇艺以及后起之秀哔哩哔哩

在内的各大视频网站纷纷设立了纪录频道，拓

宽了纪录片的播出渠道。而随着 2018 年短视

频的崛起，抖音、快手和微博等新兴短视频成

为了纪录片传播的新潮流。媒介融合对纪录片

创作的影响可以说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上溯”

过程：从纪录片的播出与营销平台出现多样

化，到开始上升为纪录片文本呈现的新形态与

理念的创新，并最终上溯到纪录美学等本体

因素。

新媒体的传播特征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首先，新媒体的传播形态充分细分化与碎片

化。在传播的过程中，信息的接收者同时也是

信息的传播者。这种传播方式呈现出散射式的

传播特征。通过各类网络媒体，包括短视频平

台、微博、微信等，信息在传播过程中逐渐碎

片化，从而带来了传播内容的细分化。在这种

细分化与碎片化的信息传播过程中，媒体的形

态也逐渐小众化，甚至出现了信息茧房的现

象。其次，移动互联时代的设备与通信技术推

动了信息传播速度的瞬间化。随着信息传播摆

脱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新媒体平台上信息的

传播者与受众的零距离互动使得双方都可以获

得及时反馈。再次，新媒体平台的发展扩展了

信息传播的渠道，使得传播方式从“点对点”

传播转变为“点对群”甚至“群对群”式的网

络化、立体化传播方式，显示出极强的群际传

播的特点。

在新媒体传播的背景下，纪录片的制播方

式也发生了改变。新媒体时代的纪录片同样顺

应媒介传播方式的发展，倾向于碎片化传播。

体现在体裁上，即所谓的“微纪录片”。同时，

新媒体时代纪录片可以通过多渠道传播收获大

量关注，表现出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群际传

播特点。同时，随着拍摄设备逐渐小型化与普

及化，拍摄的设备门槛逐渐降低，网民对于个

人思想、情感与意愿的表达诉求日益强烈，并

逐渐出现了“全民纪录”趋势。

这些变化都对传统的纪录片产生影响，促

使历史文化纪录片的叙事策略、产品形态、传

播方式发生转变。

二、融媒体时代历史文化类纪录片的叙事

策略转变

（一）微纪录片传播中的概念先行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新的传播形式

对于历史文化类纪录片的制播构成了新的挑

战。在新媒体时代，网络上众声喧哗，受众

的注意力是稀缺的资源。很多时候 UGC 模式

下生产出的内容更加大众化。这种贴近大众

生活且更广泛化的内容更容易吸引年轻观众。

对于已经适应新媒体语境的内容生产者而言，

通过各种方式吸引观众眼球，在头一分钟，

甚至前三十秒吸引观众已经成为业界共识。

但是传统纪录片在这方面仍然有许多不足，

原本那种平实的纪录美学已经不再适合新媒

体时代的传播。如何在保持追求真实的同时

适应新媒体时代的传播趋势，在新媒体时代

继续承担其教育作用，是历史文化类纪录片

创作者亟需考虑的问题。

在新媒体传播时代，快速抓住观众的注意

力是重中之重。一般而言，短视频平台的创作

者会通过鲜活的人物形象，冲击力强的视觉镜

头或是高度贴合生活的话题吸引观众，但是

《如果国宝会说话》则另辟蹊径，选择以“国宝

会说话”这一概念作为传播主体，用拟人化的

方式解构文物原本的严肃语境，让观众产生故

事好奇与收视期待。

概念先行的优势在于其在传播过程中，在

吸引观众注意力方面是具有更高效率的。相对

于“传统”短视频追求头一分钟吸引观众，

概念先行使得 《如果国宝会说话》 在具体的

内容呈现之前就已经抓住了观众。同时，国

宝拟人化这一概念本身也非常贴合新媒体传

播的模式。一方面作为一个“口号”，“国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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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说话”这一概念足够简洁有力和清晰明了，

可以使受众在快速理解的基础上对影片产生

观看期待。同时，“国宝拟人化“这一概念本

身具有很强的互动性。当文物成为叙事主体，

具有表达上的主动性，这在传播过程中可以

与受众充分互动，进而产生受众之间的群际

传播与分享。

通过“概念先行”的叙事方式，《如果国宝

会说话》 从主题层面就已经与新媒体传播形式

高度黏合，为其后续的叙事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二）微纪录片的细节化叙事视角

在新媒体传播的整体环境下，传统的宏大

叙事不再适合碎片化、细节化的新媒体传播，

而转向全方位的细节叙事。一方面，随着观众

接触信息的增加，观众的审美水平在不断提升

已经成为事实，因此叙事需要跟随观众审美需

求的变化。另一方面，新媒体平台本身也改变

了观众的观看习惯，因此细节叙事，包括镜头

语言的细节化与整体叙事风格的细节化都是不

可避免的趋势。

在 《如果国宝会说话》 中，创作者抛弃

了传统历史文化类纪录片中宏大背景的叙事，

转而关注文物本身的故事，并通过这种细节

性的故事反衬大的历史文化背景。通过细节

化的叙事，观众得以与拟人化的文物产生共

鸣，快速进入创作者的叙事语境之中。在这

个基础之上，微纪录片更注重讲好故事，尤

其是单线叙事的故事。

在故事的叙述过程当中，微纪录片虽然保

持了比较单一的叙事视角，但依然需要注意故

事的层次和维度。纪录片追求的真实并非是肉

眼所见的现实，显然所见即所得并不是纪录片

追求的效果，多层叙事维度可以丰富影片的内

涵，并更加贴近真实。纪录片叙事应当有三个

维度。首先是现实维度，这毋庸置疑是摄像

机所能记录到的内容。其次是人物内心的情

感维度，情感是人们行事的驱动力之一，是

理解他人的重要渠道。再一个是精神维度，或

是社会维度，是纪录片谈论问题的拓展，是对

人行为的另一个层面的理解。虽然微纪录片将

叙事的视角细节化，但其通过解说等方式营造

了多元的叙事维度，从而保持了其严肃的叙事

主题。同时在历史文化类纪录片中非常重要的

知识性内容在 《如果国宝会说话》 中也得到体

现。通过解说词与镜头语言，微纪录片将信息

量融入叙事之中，展现了文物背后的历史与人

文精神。

这种通过个体叙事表达宏观抽象主题的方

式，适应了新媒体碎片化、快节奏的观看需求，

但同时保留了原本纪录片精英化的特质，维护

了纪录片叙事应当承担的严肃主题。微纪录片

对传统叙事的解构更多地集中在故事叙事的层

面，这也是其特征之一。

（三）微纪录片的多元化审美表达

相对于传统纪录片中强调的真实和电影的

摄影技巧以及克制的搬演重现，《如果国宝会说

话》 采用了更为激进大胆的表现手法。通过大

量意向性的镜头语言与解说词，将国宝进行了

拟人化。同时配合大量的细节性镜头展现文物

本身的特点，使得文物“活”了过来。如第一

季第一集 《人头壶》 的开篇，人头壶在星空变

化下仿佛在凝视着时间，这样的意向性镜头将

时光流转的概念表现得淋漓尽致，营造出了一

种诗意之美。

同时，《如果国宝会说话》对各类新技术的

充分应用与呈现也是其特点，包括三维扫描、

电脑建模与动画，将传统的纪实摄影无法表现

的内容呈现在屏幕之上。通过技术性手段，一

些原本普通拍摄无法呈现的细节性内容也获得

了充分的表现，进一步扩展了纪录片内容的丰

富性。

“我们凝望着最初的凝望，感到另一颗心跨

越时空，望见生命的力量之合。六千年，仿佛

刹那间，村落成了国，符号成了诗，呼唤成了

歌。”这是 《如果国宝会说话》 第一季第一集

《人头壶》的最后一段台词。这种诗意化的表达

通过解说词展现，为影片营造了独特的意境。

由于历史文化类纪录片丰富的人文知识与信息

量，单纯依靠画面不足以使观众充分理解与接

受影片传递的历史文化内涵，因此解说成为了

视听语言的重要构成内容。解说词并不是单纯

的对画面内容的描述，而是一种配合与补充。

同时通过解说词，创作者可以借语言表达一种

意境之美，升华影片主题。这种情绪的烘托与

纪录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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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克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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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氛的渲染借助解说词，以一种贴合影片整体

叙事风格的形式带动情感表达。《如果国宝会说

话》 的文案保留并凸显了这一特色，优美的语

言表达与诗意的意境在凝练了丰富信息量的同

时也为观众带来了更丰富的审美体验。

（四）微纪录片的网络化语境表达

传统的历史文化类纪录片是电视纪录片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类别，在承担宣传传统文化的

同时，也可以为观众带来丰富的历史文化知

识。同时，在传统的传播平台上，这种类型的

纪录片也逐渐被固化为一种模式，比如注重文

献性和学理性，叙事四平八稳，多陈述，少抒

怀，虽然在新媒体时代到来之前，业界已有自

我改革的探索，加强了陈述的故事性，但终究

是外部压力不大，内生驱动力不足。在新媒体

时代，为了更好地吸引观众，顺应网络化语境

也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之一。《如果国宝会说

话》 在 文 物 拟 人 化 的 基 础 之 上 为 其 赋 予 了

“萌”的特点，通过这种舶来的网络概念包装

原本严肃的文物与历史，对传统的文物叙事语

境进行了解构。同时可以在传播过程中有一个

营销的抓手，适应了新媒体传播过程中对于互

动性的追求，为后续的推广提供了方便。通过

网络化的表达与营销，《如果国宝会说话》 得

以在年轻人中间走红，成为了历史文化类纪录

片创作的新方向。

三、结语

综上所述，是笔者以 《如果国宝会说话》

为例，感悟分析新媒体时代纪录片生产的一些

新特点。新媒体时代，新媒体平台信息传播

呈现出作品结构碎片化、表现手段多元化与

网络传播群际化的特点。历史文化类纪录片

在创作过程中应当根据新媒体平台的诸多特

点，及时调整作品叙事策略，顺应新媒体传

播平台的网络语境，使得影片更加贴合新媒

体时代传播的特点，从而更好地进行创作与表

达，并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也是 《如果国宝

会说话》 这类传统题材的纪录片在新媒体时代

的创作方向。

（作者单位：浙江电视台教科影视频道）

电视纪录片源于电影纪录片。1926 年，英

国电影导演约翰·格里尔逊首次提出“纪录电

影”一词，英文为“documentary”，该词源于

法文“documentatre”，意为“文献的”“档案

的”。格里尔逊把“一切摄自自然素材的影片都

归入纪录片的范畴”，他认为，“纪录片是这样

一种电影形式：在这个形式中，电影制作者放

弃了对电影制作过程的某些方面的、某种程度

的控制，并以此含蓄地向人们昭示影片在某种

程度上的真实性和可信性”。①

从形态上来说，纪录片具有许多新闻的特

征，属于新闻范畴。它以真实生活为创作素材，

运用摄像机镜头，真实地记录社会生活中的真

人、真事、真情、真景，着重展现生活原生形

态和完整过程，排斥虚构和扮演。

纪录片最大的魅力是通过真实画面传递最

为震撼人心的力量和情感，并用真实引发人们

的思考。这些基本特征决定了纪录片真实性的

创作原则。真实是纪录片的生命，是纪录片的

灵魂。

然而，纪录片的“真实”是相对的，美国

哲学家 H·G·布洛克说:“真实永远不会是一

般人理解的那个排除了人的主观主义倾向的真

实。世界上任何事物，包括艺术家们推崇的真

纪录杂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