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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到近代湘湖退去变成沼泽和陆地，到遗址

最终被发现，配合带有神秘感的文字描述，向

观众直观形象地展示了沧海桑田的概念。

三、过犹不及——特效运用要有节制

近年来，三维动画特效已经成为许多电视

片取得成功的重要乃至核心技术，在历史类、

考古类纪录片中的应用也非常广泛。在历史纪

录片的大投入大制作中，也有被观众诟病“3D

动画特效过于泛滥”，甚至有“画面不足 CG 凑

数”的情况，如讲述某些抽象的事件和概念时，

用一些并不贴切的 CG 动画，甚至 3D 文字的动

画变化来对付。

还有一种情况是，在历史纪录片的大投入

大制作中，以较大的资金人力投入，营造出过

于逼真的古代场景和建筑，几乎类似于动画片

或者游戏画面，让人感到真假难辨。丢弃了

“电视记录”这个纪录片的本体，也严重削弱了

动画特效在可视化表达方面应有的强项和优势。

笔者认为，“纪实”是电视纪录片的基本原

则，特效只是可视化表达的辅助手段。特效在

纪录片中的运用一定要有节制，“主次”“本末”

不能颠倒。针对纪录片中一些难以用实景画面

表现，也没有合适的电脑动画 （绘画） 加以表

现的内容，可以用写意或象征性的空镜头来配

合解说词，准确传达作者意图。

对于特效制作在纪录片中的比例，虽然没

有一个权威的规定，但笔者根据以往的创作经

验认为，在考古纪录片中，实景拍摄画面包括

资料图片等纪实性的画面应该是整个片中的主

体，其占据篇幅的比例应不少于80%。“情景再

现”“特效制作”等虚构的画面应该控制在20%

以内，而且必须慎重和准确地使用，不得不用

时才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基本保证纪录片

应有的纪实风格，而不会演变成类似虚构类故

事片或者三维动画片。

（作者单位：杭州电视台综合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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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是纪录片创作的灵魂。对于历史题

材的纪录片来说，体现真实性的主要元素有实

物、照片、文字记载、现场遗迹等，如果时间

不是很久，能对事件的当事人进行面对面采访，

则是体现纪录片真实性的核心所在。

《浙东大北撤》是一部反映浙东游击纵队响

应党中央号召，于 1945 年 9 月底分三路开始渡

过杭州湾，向北实行战略北撤，到苏北、山东，

与粟裕大军会合的纪录片。该项目被评为 2019

年浙江省首届文艺基金扶持项目，根据规定，

必须于 2020 年 12 月底之前完成拍摄。如遇特

殊情况，允许申请延期一年。

让人意料不到的是，2020 年 2 月，新冠疫

情爆发了，原定的拍摄计划全部陷入停滞状态。

直到 2020 年 6 月，全国疫情比较平稳之后，纪

录片 《浙东大北撤》 才开始启动拍摄工作。但

是，片子涉及到的人物采访内容依然是一大难

题：那些当年参加北撤的新四军老战士，由于

年事已高，加上疫情带来的影响，其子女婉拒

了我们的采访要求。

纪录片 《浙东大北撤》 只有不多的照片和

实物，影像资料很少，要完成一部总时长60分

钟的上下集片子，这些资料显然无法支撑整个

内容。按照我们的拍摄构想，必须通过当事人

的回忆，再插入情景再现等画面，“还原”当时

的北撤过程，特别是战争场面。

纪录片的拍摄，需要讲故事。因此，“还

原”需要细节，那么，细节从何而来?

与电影、电视剧不同的是，影视剧中的故

事细节都是编剧、导演们在生活中提炼、设计

纪录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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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的；而纪录片则不同，纪录片不可能借助

虚构来制造情节，它必须是真实的细节，只有

通过一个个真实的细节来激发观众的情绪，片

子才能增加引人之处。因此有人提出，纪录片

可以没有情节，但决不能没有细节；还有人说，

捕捉和运用细节，是纪录片的灵魂。

采访专家、当事人、当事人的后代、目击

者、知情人等，通常是纪录片人物采访的范畴，

也给我们拍摄采访纪录片 《浙东大北撤》 提供

了许多选项。但是，选择的采访对象不同，其

真实性、可信度也大不相同。出于制作精品考

量，我们选择的采访对象必须是当年参加浙东

北撤的四明山新四军老战士。

此前，我们已经阅读了大量的历史资料，

也跟不少浙东北撤老战士的后代有过交流，但

总感觉缺乏有血有肉的细节。我们只有通过采

访当事人，从他们的回忆中获取有价值的细节，

才能将再现场景“演活”。

纪录片 《浙东大北撤》 的编导通过电话联

系后了解到，这些当年参加浙东北撤的新四军

老战士对拍摄这部纪录片很支持，他们的子女

虽然也很支持，但不乏顾虑：担心我们这些走

南闯北的摄制组人员的“安全问题”，说白了，

怕我们与新冠病人有过接触。

这种顾虑，我们非常理解。怎么办?我们想

到了几个办法：一是录音采访，然后配老战士的

照片。作为纪录片，在特殊情况下运用这样的采

访方法，虽然也可取，观众也能理解和接受，但

总感觉我们没有做得更到位。二是通过电话连线

采访，让其子女拍下老战士接受电话采访时的视

频。比起第一种采访方法，应该进步了不少，至

少保证了动态视频，但还是存在两大不足：因为

是手机拍摄，画质无法保证；老战士接受的是电

话采访，面前因为没有采访他的人，无法面对

“观众”，表情也很难到位，还是不够理想。

最后，我们想了一个办法：我们剧组人都

做了核酸检测，拿着核酸检测证明与新四军老

同志们的子孙辈见面，教他们如何开机，如何

布光，如何提问，如何拍摄等技术性问题，还

特别拟定了一些采访大纲，要求他们尽量让老

战士们多回忆一些细节。同时，我们还模拟采

访场景，让老战士们的子孙们担当摄影师、担

当主持人，如此反复操练，直到我们认可为止。

通过这样的办法，我们最后得到了 7 位当

年参加浙东游击纵队北撤老战士的采访视频。

这些视频虽然离我们的理想要求还有差距，但

已经是在疫情背景下能够拍到的最好效果了。

纪录片 《浙东大北撤》 最后选用了 4 位浙

东游击纵队老战士的采访视频内容。他们的讲

述内容成了纪录片 《浙东大北撤》 非常重要的

组成部分，承担着重现时空、联结叙事内容、

补充故事细节、展现人物情感性格等重要作用；

也起到了解说词和再现场景无法完成的作用，

还同时具有情景再现的真实感和解说词的可掌

控性，对纪录片 《浙东大北撤》 的叙事表达带

来很大的帮助。

在这些采访视频中，焦润坤特别提到了何

克希坚决下令占领澉浦城的重要性；章洪珊提

到了国民党第98军军长段霖茂送来一封劝降书

的细节，为我架构整部纪录片的走向提供了重

要的史实依据。

那些新四军北撤老同志的子女们多数已步

入古稀之年，他们同样支持我们的拍摄工作，

但也担心被新冠病毒传染。基于这样的情况，

我们经过分析权衡，最后做出一个决定：让老

战士的子女们尽可能多地提供先辈们的回忆文

章或照片、实物等资料。我们最后通过扫描回

忆文章的办法，加上后期的特效制作，与拍摄

的情景再现场面交织使用。这样既保证了史料

的权威性、完整性，又较好地烘托和彰显了当

时的紧张氛围，起到了较好的审美效果。

纪录片 《浙东大北撤》 已经完成了全部的

后期制作工作，即将与广大观众见面了。这部

纪录片以详实的史料，宏大的背景，再现了

1945 年发生在浙东的这段精彩历史，讴歌了新

四军的铁军精神。

在拍摄和制作上，这部纪录片多次采用电

影的拍摄手法和剪辑技巧，避免冗长的旁白，

从受众心理出发，多用对切手段，加速推进叙

事进程。这是对纪录片常规拍摄方法的一次创

新和突破。

（作者单位：杭州市萧山区广播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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