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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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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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 一 旦 离 开 了 人 的 主 体 性 ， 就 失 去 了 意

义”。②每一部纪录片，都有制作者自己的价值

倾向和政治立场，都反映出制作者的审美喜好，

“纪录片不仅要拍摄自然的生活，而且要通过细

节的并置创造性地阐释自然生活”。所谓“创造

性地阐释”，就是对素材进行排列、组合的再创

造。因此纪录片的真实是“制作者所要表现的

是他所认为的真实、他所见所闻的真实以及他

所感受的真实”。③也就是说，纪录片的真实是

被“建构”出来的，是想象的、影像化的、组

合的真实。

在纪录片创作中，真实性不仅表现在真人、

真事、真实生活情状的客观记录上，而且在主

观上要符合大多数人的生活经验和审美，营造

观众认可的“真实感”。因此，纪录片创作若要

坚持上述“真实性”创作原则，以达到纪录片

预设的艺术效果和传播意图，则需要借助影像

艺术手段来表现真实。在创作实践中，我们主

要运用以下手法实现“真实感”。

一、平视的姿态

平视，是观察事物、看待问题的一种角度，

也是纪录片拍摄的一种视角，更是纪录片创作

者对于拍摄对象的一种身体姿态。从摄影角度

说，平视是指摄像机与被摄主体基本处于同一

水平位置，平行的角度对被摄主体进行拍摄。

从创作姿态而言，平视意味着与被拍摄人物和

事件尽可能保持平等、亲切、尊重的态度，不

居高临下。创作者在尊重真实生活的前提下，

尽量与被拍摄对象处于同一角度去看待事物，

把握事物，通过真实的生活画面再现生活本来

面貌，营造出一种亲切和谐的氛围，把生活的

原汁原味，客观地表现出来，给人以最大的真

实感。

纪录片 《爱上中国》 以法国摄影师阎雷

拍摄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的经历为线索，讲述

了当下中国的社会变迁、经济腾飞、逐步实

现小康的真实故事。阎雷是这部纪录片的拍

摄对象，对于摄影师阎雷来说，摄影机既不

陌生，也不会有距离感。然而，

由于摄制组的介入，他习惯了

的工作和生活状态，突然被打

破平衡，他从摄影者变成了被摄者，这会让

他本能地产生不适感，从而与创作人员产生

心理距离。因此，在拍摄前，我们首先与阎

雷交朋友，平等相处，真诚沟通，让对方熟

悉我们，消除距离感，以他熟悉的工作方式

进行拍摄。并且在开机前，我们想尽一切办

法，通过各种手段调动阎雷的情绪，让他处

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之中。这些画面外的功

夫，虽然没有在影片中呈现，但它却是纪录

片 创 作 者 获 取 真 实 素 材 不 可 忽 视 的 前 提 和

条件。

二、纪实的手法

纪实是一种美学风格，用纪实的手法是为

了反映现实生活的存在方式和其本质意义，达

到客观真实，或者给人真实感。

从拍摄手法上来说，纪实强调“保持形声

一体化的表形结构，记录具有原生形态的生活

内容”，④使观众产生一种在场感。在拍摄 《爱

上中国》 时，我们采用了纪实手法，从都市到

乡村，从东南沿海到西北边陲，通过阎雷一系

列的故地重访行为，记录了改革大潮中中国普

通百姓最率真的日常生活，用镜头捕捉了中国

社会的历史巨变：“在上海寻找第一家股票交易

所”“在山西寻找火车司机”“在北京胡同寻找

毛竹自行车”“在侗乡寻找救命恩人”“在元阳

寻找昔日老友”等。在拍摄现场，瞬间的惊愕、

片刻的沉默、淳朴的民风、热情的欢笑，都被

一一记录了下来。这些鲜活自由的画面，都是

创作者与观众在现场同步感受的。在影片中，

这些信息不仅使观众获得真实感，而且从细微

纪录杂论





BROADCAST
B
R
O
A
D
C
A
S
T

T
E
L
E
V
IS
IO

N

视听纵横2021·2 …………
…

…

▲

之处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间的变迁和

发展。

三、长镜头记录

长镜头指影片拍摄中开机点与关机点之间

较长的时间距离，即对某一场景或人物进行长

时间、不间断的跟踪记录，以及在后期图像编

辑时不加剪辑，完整、详细、全面地展现纪实

画面。纪录片通过运用长镜头吸引观众对特定

事件和人物的注意力，使观众产生身临其境的

感知效果。纪录片的长镜头既能让观众全面了

解和感知场景，又能强调纪录片的真实性，紧

紧地抓住观众的感情。采用长镜头拍摄有利于

营造写实氛围，突出事件重点，是纪录片常用

的摄像手法之一。

例如，在拍摄第一集“寻梦”时，我们通

过长镜头记录了主人公阎雷与“老杨”见面的

场景。“老杨”是阎雷当年的向导，1986 年阎

雷进入侗乡拍摄，当地村民中只有老杨敢收留

他住宿。可以说，老杨当时的行为成就了阎雷

的作品。30 年过去了，在当地政府和媒体的

帮助下，阎雷终于要和老杨见面了。拍摄这

个场景时，摄像机从主人公阎雷离开驻地就

开机，一路车行，崭新的公路和村舍，正在

修建的高铁和现代化的数字通讯技术，都被

一一记录下来。尤其是阎雷与“老杨”见面

的拍摄现场，当“老杨”踮起脚尖远远地张

望，而后又突然认出阎雷时，双方的惊讶、

现场的瞬间沉默、喜出望外后的热烈拥抱等

都被记录了下来。此外还有阎雷对老杨当年

的感怀、对侗族人民和侗族传统文化的热爱

等信息都是创作者与观众在现场同步感受的。

在影片中，这些信息不仅使观众获得真实感，

而且从细微之处展示了 30 年来的变与不变。

变化的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发展，不变的是人

物之间的友情。

此外，在拍摄实践中，运用长镜头拍摄时，

还应当特别注意焦点的把握，及时跟焦并关注

与主题相关事件和人物行为的持续纪录。

四、细节的把握

许多纪录片往往因全景式的恢弘展示而忽

视细节的力量。事实上，细节是实现纪录片真

实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任何生活过程，

都是真实生活细节的累计叠加”，⑤纪录片反映

客观的社会生活，这就更要求创作者发现和运

用细节，以增强作品的真实性。细节可以是某

个物件，也可以是拍摄过程中发生的行为，或

者是人物的某个瞬间表情。《爱上中国》 通过

“寻梦”“探梦”“圆梦”讲述了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的漫长历史，但却十分注重细节的刻画。

比如在拍摄中，我们发现阎雷不管穿什么衣服，

他总是在胸前佩戴一枚蝴蝶别针，这个嗜好与

他五尺高的男子汉形象构成了巨大的反差。后

来我们发现阎雷很喜欢蝴蝶，他不仅从小就喜

欢抓蝴蝶，收集了大量蝴蝶标本举办展览，而

且还常常在胸前佩戴蝴蝶别针。我们及时捕捉

并放大了这一细节，把抓蝴蝶与拍照片两者有

机地结合在一起，用阎雷的话说，“抓蝴蝶和拍

照片一样，都是捕捉美丽的瞬间”。在纪录片

中，“蝴蝶”作为意象和象征符号反复出现，起

到了强调、渲染主题的作用，达到了很好的艺

术效果。

总而言之，真实性是纪录片的本质属性，

纪录片的真实性是创作者建构起来的艺术真实。

摄像在建构纪录片艺术真实的过程中起到了积

极、主动的作用。纪录片摄像在理解和消化导

演意图的基础上，通过主观能动地介入、平视

的身体姿态、长镜头跟踪记录和局部细节把握

等艺术创作手段，从日常生活中获取反映纪录

片艺术真实的影像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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