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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随着媒体融合的日益深入，

传统纪录片的创作和制播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媒

体融合时代的制播环境和收视环境。本文通过

媒体融合制播环境和收视环境下对纪录片的创

制思维、题材选择、导向把关等方面提出新要

求的分析，就如何提高纪录片的创制质量、提

升纪录片的传播力和收视率等结合自己的工作

实践试作思考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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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 新媒体纪录片 导向把关

纪录片作为时代影像是文化强国建设中独

特的和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2021 年初，纪录

片 《东向大海》 的播出标志着浙江广电集团历

时多年精心打造的“东南西北中”人文精品纪

录片工程成功合龙。由 《东向大海》《南宋》

《西冷印社》《艺术：北纬 30 度》《中国村落》

等五部重点纪录片构建起来的“东南西北中”，

凭借独特的内容题材和新颖的创制手段，在融

媒体传播中取得了较大的影响力，用“浙派纪

录”的人文风格和艺术追求展现出了全方位的

文化之美，也开启了浙江广电人文精品纪录片

创制的新征程。

笔者认为，在媒体融合时代，纪录片的创

制探索需要清晰认知媒体融合对纪录片在内容、

形式、传播及受众等方面带来的变化。同时，

加持新媒体基因，融入互联网思维，拓宽国际

化视野，运用多元化渠道，才能探索创制出更

多的人文精品纪录片。

一、融入互联网思维

基于云计算、大数据和新型互联网技术之

上的媒体融合，给纪录片的创制、传播和价值

多维度开发带来了很大机遇和挑战。媒体融合

时代的纪录片创制在内容、形式及传播方面需

要有互联网思维，以更好地适应互联网传播和

欣赏习惯。

（一）碎片化传播、扁平化设计

在互联网环境中，碎片化、扁平化是互联

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最直接的特征。在媒体融

合环境下的纪录片，既要有恢弘巨制，依据电

视的创作理念，形式上每集 50 分钟左右的长

度、构图平稳；内容上题材宏大，节奏缓慢，

文化厚重，讲究叙事的完整性和影片所呈现的

深层次意义，如“东南西北中”等。即便是这

类传统意义上的纪录片，也需要在影片推介、

内容再次开发、价值再度挖掘等方面，探索利

用互联网思维碎片化传播和观众多元化特点。

同时，也更需要有将互联网特性与纪录片创制

深度结合、扁平化设计的新媒体纪录片，如

《早餐中国》《侣行》《了不起的匠人》《遇见

你》 等。这些纪录片形式上每集长度设置为5-

15 分钟左右，每集保持叙述的完整性；内容上

通过别具匠心的构图、丰富的色彩、大量运用

特写镜头、制作精良。在内容和形式上较为符

合互联网的传播和互联网用户的欣赏习惯，体

现互联网用户思维、简约思维、平台思维等互

联网思维特点而获得广泛传播。又如，《发现泰

州之美》，每集篇幅大多在3分钟以内，有的甚

至只有一分钟，利用当下最流行的微信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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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推送，有利于传播效果的最大化和精准化，

大大提高了传播力。《早餐中国》《指尖上的扬

州》《中国梦365个故事》 等纪录片同样采用了

当下最流行的互联网推送和互动模式而获得成

功。可以说，正是碎片化、扁平化特征适配了

互联网新技术下的推送、互动手段，满足了受

众的新需求，体现了互联网思维。

（二）创新商业模式、突出互动体验

强化创新、突出互动和提升体验是互联网

思维的核心观点。在 《了不起的匠人》 这部纪

录片中，每集15分钟的影片，在表达手法上采

用将该主人公的作品与电商购买环节打通，让

观众在观看影片的过程中实时转化为消费者，

突出互动、增强体验性，完成了跨界营销，为

媒体融合环境下的纪录片开创了新的商业模式，

完美演绎了互联网思维在纪录片中的运用。

纪录片 《早餐中国》 的摄制组创新制作手

段，以当下流行的探店方式，走街串巷，探寻

各地简朴有趣的传统早餐店，品尝最地道的中

国美食，使纪录片中每家早餐店的食客成了现

实版的吃播博主，迎合了时下流行的网红文化，

突破了对传统纪录片的认知，符合媒体融合时

代下纪录片创制的可贵探索。

二、拓宽国际化视野

5G 时代和全球高速互联互通的时代已经到

来，媒体传播早已突破了省界、国界，实现了

全球化的传播，覆盖面变大，观众更多元。政

治、文化、宗教等都成为媒体融合时代纪录片

创制时必须考虑的要素。中国纪录片素有“第

三只眼睛”的美称，是讲好中国故事、弘扬华

夏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因

此，纪录片创制需要具有国际视野。

（一）题材选择的国际化视野

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间的文化交流

日益频繁，中国纪录片要承担起跨文化传播的

重任，选题是关键。具有国际化视野是 BBC 等

国际制作机构所摄纪录片获得国际范围认可的

重要原因。长期以来，我国纪录片选题缺乏国

际性，得不到国际多元化观众的认可与共鸣。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

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

需要好的题材以及符合多元化观众需求的表达

方式。如纪录片 《舌尖上的中国》 选择了兼具

特性和共性的美食题材，让世界从了解中国的

美食开始，延伸到中国的文化与传统、伦理与

自然，充分体现了选题的国际化视野，成为我

国在媒体融合时代下纪录片跨文化传播的典范。

（二）表达手法的国际化视野

经常有人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同一题

材，国外纪录片导演拍摄的更好看？究其原因，

除了我们讲述故事的技巧不够外，对事件的表

达手法、拍摄角度和客观性呈现都有较大的差

距。这与创制人员缺乏国际化视野有很大关系。

笔者曾作为中方导演参与了浙江电视台国

际频道和卡塔尔国家电视台联合拍摄制作20集

系列纪录片《旅行者的脚步——中国篇》。这部

纪录片的选题很常见，从主持人作为自行车骑

行者的视角，全方面介绍中国的名胜古迹、中

国的文化和宗教，以及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等。

在创制过程中，我深深感受到卡塔尔国家电视

台的这支创制团队，在表达手法上的独特性和

国际性，从叙事方式、语言选择、角度切入、

画面调度及音效的选择上充分考虑了全球受众

的多元化和跨文化传播的要素，纪录片 《旅行

者的脚步——中国篇》的播出相当成功。

2019 年 《旅行者的脚步——中国篇》 制作

团队历经 3 个月走访了北京、上海、成都、杭

州、西安、银川等国内十余个城市。在纪录片

策划之初，如何真实且生动地记录“中国之大”

“中国之美”和“中国之快”是创作团队需要斟

酌考量的一个问题。因为该片的主要受众是外

籍观众，而跨地域和跨文化的影视表达往往会

因为存在固有文化的认知差异，从而造成受众

在观看过程中发生理解障碍。最终，联合摄制

组将整个系列纪录片的脉络定格在了“人”上。

纵使文化、风俗和环境存在差异，但是“人与

人的交流”“人与人的故事”在纪录片的国际传

播中更容易被受众接受和理解。从北京天安门

的国旗护卫队到杭州梅家坞的茶农；从河南少

林寺的外籍学员到银川街头的回族商贩；从四

川大熊猫基地的养育员到浙江“最多跑一次”

办事大厅的工作人员，所有的“中国故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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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中国人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展开，“中国速

度”也在润物细无声的叙述中让外国受众印象

深刻。

《旅行者的脚步——中国篇》 制作完成后，

于2019年5-6月伊斯兰教斋月期间在卡塔尔国

家电视台每晚黄金时段播出，取得了超出预期

的效果，在卡塔尔当地引发了热烈反响。节目

播出后，中国驻卡塔尔大使馆明码发电至浙江

省委宣传部表达感谢。感谢信中称：“上至卡塔

尔国家领导人、政府高层，下至普通民众和外

国侨民均对纪录片交口称赞，在卡当地掀起了

一股‘中国热’；纪录片真实、客观、生动地记

录了‘中国印象’，讲述了‘中国故事’，其他

一些阿拉伯国家民众也收看了纪录片，同样收

获广泛好评。”

三、探索多元化发展

媒体融合时代，过去由电视台等国家传媒

机构导演一统天下拍摄纪录片的时代已经一去

不复返了，市场上出现了多元化的纪录片创制

人员。独立纪录片制片人也如雨后春笋般兴起，

并在互联网视频网站、社交媒体平台上占据了

一席之地。人们只能从电视播出渠道观看纪录

片的时代已经过去。纪录片的播出平台和收看

渠道呈现多元化趋势。目前，搜狐、腾讯、爱

奇艺、网易等影响力较大的视频网站均已推出

自己的纪录片频道，其中由独立制片人创制的

纪录片和专门为互联网视频网站定制的新媒体

纪录片占据了半壁江山。随着互联网传播渠道

的不断扩大，受众文化背景、宗教背景也呈多

元化发展，创制人员的职业、文化背景，甚至

信仰的多元化等都是媒体融合下纪录片创制的

一大特点。“芝麻拍客”创制人刘远祥的本职是

一名平面设计师，只是因为喜欢视频拍摄，喜

欢用平民的眼光去观察、记录生活中的芝麻小

事，才创作出了像《西单女孩》《中国阿甘的故

事》 等一批具有极高点播率的新媒体纪录片，

这是在传统媒体时代很难做到的。这种多元化

作品能在社会上传播，是媒体融合时代纪录片

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四、强化专业性把关

媒体融合时代纪录片的全球化传播、互联

网特性，以及创制人员、题材选择、传播渠道

的多元性和跨文化传播的现实性，使纪录片的

内容审核、导向把关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重要。

一是建立完善的互联网视频网站内容生产

与分发风险管理机制。互联网视频网站已成为

纪录片制作和播出的重要平台，而这些网站又

缺乏像国家传媒机构“三级四审制”内容和导

向的严格管控机制。因此，落实好 《网络视听

节目内容审核通则》《网络短视频平台管理规

范》 等一系列内容审核与导向把关规定，加强

互联网视频网站的内容审核与导向把关成为当

务之急。

二是加强对纪录片创制人员的政治导向、

价值导向和审美导向的教育。纪录片创制人员

应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较高的文化修养、

良好的职业道德，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必要

时可设立创制人员和播出平台的黑名单制，凡

制播过违规纪录片并造成恶劣影响的，一律禁

止创制和播出纪录片等内容节目。

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和媒体融合的不

断深入推进，新的传播环境和传播平台日益多

元化。这就要求广大纪录片创制人员善于创新、

勇于探索，把最新传媒技术和先进理念交互融

合，把不断创新创制手段、主题挖掘和表达手

法相结合，使纪录片在媒体融合时代有更大的

发展空间。

（作者单位：浙江电视台国际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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