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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 文

我们知道，一部完整的电视片，包含的要

素有镜头画面、解说、同期声、音乐音响、图

文信息、特效转场、MG 动画制作、视觉包装

等等。当然，不同类型的电视片所包含的要素

会有所不同。

2011 年 3 月 11 日，北京时间 14:46 分，在

日本东北部太平洋海域发生了里氏 9.0 级超强

地震，并由此引发了巨大海啸。第二年，日本

最大的公共传媒NHK （日本广播协会） 为纪念

3·11 大地震一周年拍摄了纪录片 《映像记录

3·11 难忘那一天》。九年后的今天，我再次

完整观看了这部长达 1 小时的纪录片。这次观

后感，除了再次感受到大自然的可怕威力，更

多的是日本NHK电视台拍摄纪录片的水准。篇

幅所限，本文仅从图文信息在这部纪录片中的

运用谈粗浅的认识。

一、收视提醒类字幕

该纪录片一开始，就以三幅黑底白字字幕告

诉观众拍摄制作本片的初衷。特别是“其中内容

可能对灾民尤其是儿童带来痛楚”，更是体现了

纪录片的悲悯精神和人文关怀。在国内一些纪录

片的开头，也会出现类似的字幕，比如“谨以此

片献给……”“谨以此片纪念……”等等。一般

性的纪录片则没必要把拍摄目的直接通过字幕告

诉观众，但是选择题材时，或者开拍之前，作为

纪录片创作者心中一定要有立意，即“为什么

拍？”“想传达给观众一个怎样的理念？”“社会传

播效果会是什么？”等问题的思考。

纪录片 《映像记录 3·11 难忘那一天》

中，还有几处提醒字幕出现。比如 5 分 22 秒

处，提醒观众“以下连续播出剧烈晃动的映

像”；34 分 56 秒处，提醒观众“以下连续播出

海啸的映像”。

对于长纪录片而言，这样的提醒很有必要，

这是对观众的充分尊重。一则起到内容预告的作

用，二则对可能引起的收视不适起到预警作用。

我们欣喜地看到，最近几年在互联网上播放

的很多视频，对于一些血腥的、暴力的、恐怖的

画面，除了作一些模糊处理外，都会在视频之前

有收视提醒，譬如“以下画面较血腥，请谨慎观

看”等字样，其实这就是人文精神的体现。人文

精神始终是人类一个永恒的命题，在创作纪录片

时，必须一以贯之，充分尊重人与人之间的情

感。所以我们在前期拍摄时除了血腥的、暴力

的、恐怖的画面之外，还要避免一些涉及人物过

度悲伤的、外貌有缺陷的、不雅的和关乎儿童权

利的、非常密集看了使人不适的等等镜头，确实

无法避免的，后期制作时应作相应处理。

二、时间地点类字幕

我们在用摄像机记录画面时，不太容易通

过画面直观表现的有很多，比如时间、地点、

方位、楼层、距离、气温、味道、触觉等信息，

那么如何在纪录片中去表现这些信息？其中通

过“打字幕”就是常用的一种方法。该纪录片

以时间轴为主线，将地震前、地震时、地震后、

海啸前、发生海啸时的诸多一手影像资料以及

灾后一年来市民的思想感情的变化串接在一起。

时间及地点的字幕在该片中处理得非常细致认

真，只要有灾情画面，就有时间、地点的字幕，

让观众即刻明白是发生在哪里、何时发生的，

这是对观众的一种负责。

我们在制作一些诸如事件性的新闻专题、

以时间发展为主线的纪录片以及需要跑多地的

专题片时，不妨多留意一些时间、地点信息，

使片子更富张力。

浅谈图文信息在纪录片中的浅谈图文信息在纪录片中的运用运用运用运用运用运用运用运用运用运用运用运用运用运用运用运用运用运用运用运用运用运用运用运用运用运用运用运用运用运用运用运用
——日本 3·11大地震纪录片为例

纪录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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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楼层方位类字幕

前述在第二点中提到，楼层、方位、地理

位置等很难在画面中体现。那为什么把楼层、

方位、地理位置的信息展现单独拎出来说呢？

正是因为该纪录片编导的细心和专业深深打动

了我。我们知道，地震对于楼层高低会有不同

的影响，楼层越高，摇晃得越厉害，影响及破

坏程度也会更大。该纪录片分别选择了 7 层、

10 层、12 层、14 层、20 层、70 层六个楼面的

摇晃程度来说明这次地震的威力。在 7 层，人

们就已无法站立，在日本第一高楼横滨地标大

厦的70层，人们更是恐惧到近乎绝望。

该片中还有体现方位的字幕。

观看该纪录片时，让人印象最深的是，屏

幕右下角时不时会有地理位置的信息出现，即

一个地名加一张地图 （在第二点“时间地点类

字幕”中已有体现，这里不再截图）。这次强震

虽然发生在太平洋海域，但是整个日本全域都

受到了影响，所以在用影像展现各地的灾情时，

就很有必要同时展现地理位置。这样通过现场

画面加地理位置，可以使人们对本次地震灾害

的认识更加具体和全面。

结合到我们的日常，有些新闻和专题中，

也很有必要展示地理方位的信息，比如一条交

通事故的新闻，常常会有类似于“在杭金衢高

速杭向 100KM+300M 位置”这样的描述，其

实这样的描述在观众的脑海里一点都没有地理

方位的印象，假如能在地图上大致标一下，就

会让人一目了然。

四、特殊信息的展示

纪录片 《映像记录 3·11 难忘那一天》 中

有许多特殊信息的展示令人印象深刻。

1. 在8分06秒处，通过电脑动画制作，展示

震中与日本的距离，及通过不同颜色展示地震对

各地的影响程度，达到非常直观的效果。如图：

2. 在9分12秒处，通过在当时实拍的画面

上叠加地震振幅的波形图，使现场还原非常真

实，富有身临其境的效果。这一画面长达 110

秒，却没有让人感觉拖沓或者没有必要，反而

让人更好地了解这次地震的强度和持续时间。

3. 在14分41秒处，通过NHK电视台楼顶的

监控摄像头画面，展示新宿的高楼群的摇晃幅度。

因为摄像头本身也在不停地摇晃，所以画面中高

楼大厦的摇晃并不明显。但是编导做了特殊的画

面处理，即通过技术处理把摄像头的摇晃消除，

使高楼大厦的摇晃幅度更加清晰可辨、一目了然。

以上这些特殊的信息展示手段，有些我们

可能也会想到要这么做，有些则是我们从未想

到过的。当然，从纪录片题材来讲，这是记录

和讲述发生在2011年3月11日的日本大地震为

人类历史上的“第四大震”，因为题材特殊、灾

情严重、画面冲击力强、一手资料丰富、世界

关注度高，所以容易制作出大片佳片，但是，

该纪录片还是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除

了以上讲的图文信息在该片中的充分运用，还

有对当事人的采访也非常有设计感，比如采访

冲浪爱好者山田祥充，摄制团队就让他带上冲

浪板来到了海边；采访生活合作会的拍摄者本

间贤二，摄制团队让他带着摄像机重新回到现

场作当时的情况描述；采访市民真真天均时，

摄制团队让他模拟当时的拍摄场景。所有的这

些采访安排，都能很好地还原当时的场景，而

不像我们通常的做法，让采访对象在一个没有

特殊意义的环境里面对镜头讲一通话。

学习靠点滴积累，只有不断地去归纳总结

一些片子的优缺点，我们才能使自己的业务水

平不断提高。 （作者单位：金华广播电视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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