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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有力支撑，但如果单纯展示这些东西，会

让人感觉晦涩和沉闷。因此，通过灵活的手

段、多样化的元素来进行生动演绎，让已经消

逝的历史风貌与故事场景得以“重生”，是一

种有效的解决办法。比如在描述内外双城的建

筑、城墙、布局与范围时，大量运用三维建模

加以形象体现，让唐宋时代的宁波古城“活”

了过来；在介绍永丰门城墙的御敌功能时，运

用影视资料中的战争画面和乐高人偶动画场

景，两者穿插剪辑，形成“反差萌”；在讲述

王安石延师办学的故事时，把公园雕塑、甬剧

片段与沙画艺术杂糅使用，让这段千年美谈变

得有声有色、有情有境；在说到两宋时期重修

望京门段城墙时，运用黑底白线的手绘简笔画

来勾勒情节，韵味十足。

（二）节奏明快　风格时尚

千年历史，悠远漫长，《透见 ·1200 年》

的叙述节奏却力求明快，体现出一种轻松的格

调和时尚的风格。

正儿八经的高头讲章，四平八稳的叙述节

奏，显然已经很难引起当代受众的兴趣。《子

城》开篇，镜头从鼓楼门洞快速穿越，以一组

充满动感的精美快剪展示鼓楼步行街如今的热

闹与繁华，一下子就吸引了受众的眼球。节奏

转缓时，解说词旁述：“这是今天宁波最热闹繁

华的步行街，它的名字来自这座古老的城楼——

鼓楼。时光倒流，岁月悠悠。1200 年前，这

里是宁波建州筑城的原点。”这时，镜头再次快

速穿越门洞，用一组富有冲击力的快进画面把

受众带入那古老的岁月。明快的节奏、强烈的

对比，构成古今连接、新旧交融的壮阔画卷，

让观众享受到了一场不可多得的视觉盛宴。

（三）制作精良　充满创意

由于岁月风蚀与兵火损毁，加上大规模的

城市建设，宁波古城留给我们可以实拍的东西

少之又少。以第四集《望京门段城墙》为例，

全片时长 6 分 12 秒，实拍画面仅占 1 分钟左

右，其余 5 分钟都要通过后期制作加以弥补，

任务可谓艰巨。大量使用动画创作是解决这一

难题的主要办法。为了展现全片最为关键的望

京门段城墙遗址，节目以遗址的三维扫描模型

为主体，制作成三维动画。片中既有虚拟摄像

机由远及近的推进镜头，也有城墙从晚唐到元

末的 14 层断面分层切割的画面，甚至生动展

现了整段城墙从打桩、夯土、包砖到立柱的全

过程，体现了城墙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与风

貌。最后，两架由平面动画制作而成的马车，

跑在了这段由计算机建模形成的城墙上，起到

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整段动画一气呵成，轮廓

宏伟、细部清晰、展示立体，较好展现了“一

眼看千年”的效果。

动画与实景的对比是又一成功做法。片子

结尾处，以 4 幅左右分屏的对比画面，呈现古

今宁波的天壤之别。左边是动画制作的古代画

面，右边是实景拍摄的现代画面：静谧的明州

古港口对比繁忙的宁波舟山港，马车过木桥对

比天堑变通途的杭州湾跨海大桥，古城墙上行

驶的马车车队对比疾速行驶的高铁动车，展翅

空中的飞鸟对比翱翔蓝天的飞机，这种充满想

象和创意的后期制作，不仅体现了强烈的时代

感，而且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作者单位：宁波广播电视集团新闻综合频道）

张　勇　严卫平

纪录片《世界矾都》获得 2020 年度浙江

省纪录片“丹桂奖”优秀长片奖。该片以丰富

多元的视角记录了温州矾山的历史文化价值，

书写了矾山人不屈不挠、热爱家乡的精神，为

讲好温州乃至浙江故事、中国故事提供了经

验，值得大家借鉴。

《世界矾都》：如何讲好温州矾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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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矾都》总体来说可分为三个篇
章：第 一 个 篇 章 以 悬 念 开 始， 在 著 名 华
人作家张翎、英国考古学家罗杰的带领
下，镜头聚焦到浙江温州一个看似衰败的
小镇，并对矾山的地位、明矾的价值进行
详尽介绍，使开头的悬念得以落地，同时
又引出对第二篇章的叙述，即矾山的历史
文化。第二篇章包括四条挑矾古道上的故
事、资本介入与矾山人的抵触、矾山的两
次辉煌、矾山在现代变迁中的衰落及矾山
人的失落与迷茫。第三篇章则是矾山借
鉴德国鲁尔工业区的改造经验成功转型升
级，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传统工业区改造的
范本，这其中包括矾山申遗成功、文化得
以重建、矾山人回归等。同时在三个篇章
中都提出疑问、留有尾声，充分调动观众
的观影情绪。如在第一篇章中，提出为何
专家会对一个荒凉小镇另眼相看 ？第二篇
章结尾留下悬念：为何矾山人会对一座已
然废弃、毁于台风中的煅烧炉心痛不已 ？
历史底蕴丰富的矾山最终该何去何从 ？第
三篇章则对矾山如何有质量地转型升级提
出疑问。在三个篇章的叙述中，影片发挥
了当地媒体制作人的地缘优势，提供了诸
多一手史料素材，采访了多位知情者，使
得影片具有不可或缺的文献价值，而这是
本片的最大意义所在。

作为地方媒体制作的文艺作品，影片
的视觉语言运用出色。在专业学者的叙述
中，影片徐徐展开矾山的历史画卷，辅以
二维、三维动画、假定性的戏剧表演以及
黑白影像资料，更加形象生动地再现历史
画面，展现了矾山辉煌的过去、矾山人的
自强不息，以及在代际传承中矾山人与
山、与矾矿的深厚情感。具体到镜头应用
层面，开篇多以运动镜头、大景别、无人
机俯拍以及较高的镜头剪切频率凸显矾都
的整体环境，同时通过三点构图、对角线
构图、“S 型”构图等呈现一个个精美的
影视画面。第二篇章中有几处采用画面定
格的方式展现矾山的历史进程，将照片与
影像结合起来，具有历史的质感；同时镜

头剪切的速率也较高，展示矾山历史的风
云变幻。第三篇章中，镜头剪切的速率变
慢，表达矾山人在经历了起起伏伏之后，
开始沉下心来探索故乡的改造之路。

在色彩应用方面，本片结合叙述的内
容在黑白与彩色之间切换，富有内涵和
深意。如在开篇采用黑白的形式，配合

“推”的运动镜头，推进历史深处，体现
出历史感、衰败感、落寞感；在黑幕转场
之后便以饱和度较高的彩色展现了一个现
代的矾山镇。在假定性的戏剧表演中，宁
波商人的故事彰显了矾山人在资本压抑下
的痛苦，增强了影片在历史叙述中的真实
性和平衡感。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之初
的影像采用黑白，与现代的彩色画面交织
辉映，具有一种历史的张力。

影片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多个隐喻
性质的画面和意象，使影片更加具有历史
的诗意和深度。如影片中间段落，在作家
张翎的解说之下，展现了一个极具想象力
的镜头：在模糊的炼矾背景中，人影走向
景深的光明之处，寓意着在现代化转型的
压力下矾山人的出走。而相同的镜头在第
三篇章中同样有出现，不同的是镜头中人
走向了镜头，表明矾山改造成功后矾山人
的回归。在第二篇章中，以扭曲的树叶、
轰隆作响的雷电、灰度的画面，隐喻着矾
山人在资本高压下痛苦心境和即将到来的
反抗。影片中最为重要的意象则是不断出
现的石头，明矾需从明矾石中提炼，石头
是矾山人房屋建筑的基础、财富的来源，
更是矾山人生生不息、不屈不挠的精神器物。

纪录片的创作十分耕耘，一分收获。
影片的主创团队在制作过程中付出的心血肉眼

可见，为矾都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但

创作同样是遗憾的艺术，在笔者看来，影片在

成功之余，还有待于进一步改进。

首先，影片直指 60 分钟的长片。不同于

一般的电视专题短片，长片需要对人物进行深

挖，需要找到故事的矛盾冲突、起承转合，通

过这种张力增强影片的观赏性和可看性。然而

《世界矾都》这部作品中的人物均点到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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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柏台是浙江新昌人，中国共产党早期优

秀党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重要领导

人，人民政权第一位司法部长、检察长，第一

部红色宪法起草人，红色政权的反腐先驱，被

誉为人民法制和人民司法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革命烈士梁柏台的事迹

被上级党史研究部门发现后，新昌县委要求新

昌县党史办和新昌县电视台做好烈士资料挖掘

工作。1998 年，在新昌县党史办的大力支持下，

新昌县电视台拍摄创作了专题片《梁柏台》，

以更好地整理与保存相关的资料。

在建党 100 周年之际，也是梁柏台烈士纪

念馆落成之时，新昌县融媒体中心与浙江法制

报社联合重新策划、制作电视文献纪录片《梁

柏台》，力求用现实主义思维更全面、更丰富、

更翔实地找寻历史人物最根本、最核心的价值。

一、现实的视角挖掘历史与当下的“同频

共振”

近年来，电视屏幕上涌现了不少“电视文

献纪录片”，不乏大气磅礴的恢弘巨制。但也

有一些作品只是历史文献资料的简单堆积和组

合，一般是就历史谈历史，没有充分发挥电视

创造性的艺术功能。这类电视文献纪录片，犹

如将观众带入历史博物馆浏览历史图片展览，

观众与历史文献之间势必存在较大的距离感和

疏离感。

从上世纪梁柏台烈士的事迹被发现，时至

今日经过多年的挖掘、积累和宣传，已经在新

昌当地及会稽大地广为流传，并且已经成为当

地人民的骄傲，中央电视台《英雄烈士谱》也

报道了梁柏台烈士的事迹。重新拍摄《梁柏

台》，需要创作团队更加深入挖掘梁柏台烈士

更多不为人熟知的细节，结合不断得到研究充

实的中国共产党党史，以更加严谨、实事求是

的现实主义精神重走烈士走过的足迹，溯源我

们的初心和使命。

此次电视文献纪录片《梁柏台》，即是从

现实生活的自然景观出发，用一只封尘了 60

从《梁柏台》的再度创作
谈电视文献纪录片现实主义思想开掘

张晓亮

均衡用力，没有对有故事性的人物进行垂向挖

掘，如旅欧歌手、设计师等人的矾都情怀、心

路历程被大量其他的细节冲淡了。影视艺术终

归是人的艺术，要讲人的故事，没有故事则难

以长时间勾住观众，也就无法与创作者共情。

其次，从纪录片的评价体系来看，影片中

更多的是采用一种“采访 + 解说 + 资料”的

模式，其创作观念更倾向于专题片，而非真正

意义上的纪录片。正是由于缺少人物跟拍和事

件记录，影片的“纪录性”不明显，“专题性”

更突出。而在人物采访素材的运用过程中，同

一访谈对象的镜头出现次数太多，会让观众产

生视觉疲劳，让业内人士觉得素材不够丰富。

再次，从技术层面来看，本片还存在一些

细节问题。一是拍摄采访时未注意现场秩序维

持，透过玻璃反射能够看到蹿动的人影；二是

录音质量不够稳定，时任苍南县政协主席张传

君的几处采访录音有明显的回声；三是整个纪

录片的解说配音也与影片气质有出入，影响了

影片的感染力。但瑕不掩瑜，作为地方台，投

入人力物力财力制作本土纪录片，本身就不多

见。这种去功利的行为非常值得鼓励，本文的

评析同样挂一漏万，期待温州影视同行再接再

厉，创作出更多的精品力作。

（作者单位分别为浙江大学；

浙江省纪录片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