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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 （即直接收看节目的观众） 的效果往往有限，

但二次传播却常能带来完全不同的效应。除了

观众的讨论，掌握话语权的意见领袖对节目实

验内容进行解读评论的二次传播，比如在转发

时加一句评论，往往会带来更好的效果。这种

意见领袖功能加上新媒体的多维高效传播和易

接触性，会吸引更多的人观看节目。《奔跑吧》

打头事件节目播出的当晚，微博话题“奔跑吧

这期主题真好”登顶热搜榜第一并持续了整晚，

奔跑吧主话题阅读量突破 312 亿，斩获微博热

搜 12 个、全网热搜 24 个。次日 《光明日报》

官微继续跟进发布了《一场“眼见不一定为实”

的实验，引发大众对碎片化信息时代的深度思

考》，提炼了节目主题，呼吁大众注意信息碎片

化对每个人的影响。

（作者单位：浙江卫视节目中心）

今年1月6日晚，吾颇有兴趣看了浙江卫视

推出的纪录片 《东向大海》 第2集 《探海》，深

为编导、摄像师辛勤拍摄所呈现镜头的传形传

神叫好。

这里讲的镜头传形，指镜头画面的真实连

同声音的真实，这是电视纪录片艺术真实的第

一层次。此处讲的镜头传神，指镜头画面和声

音，对生活的本质进行概括，按纪录片创作艺

术规律来表现高于生活的真实，这是电视纪录

片艺术真实的第二层次。

纪录片这一名词，是英国电视理论家、英

国纪录片运动创始人约翰·格里尔逊，在 1926

年写影评时首先使用并沿用至今的。镜头画面

是纪录片传播信息的基本手段。纪录片 《东向

大海》 的 《探海》 大多呈现镜头是主抓渔民同

东海海洋的相亲和谐又对立统一的信息，它大

多用微观视角再现及表现之。《探海》镜头传递

的信息，不仅有东海海洋文化饱满特色，而且

传递的信息纪实好看，有十分不一样的新意美。

中国电视纪录片创作实践告诉人们，镜头有信

息量，声画真实是纪录片纪实的核心，《东向大

海》 的 《探海》 已做到这一点。真实是纪录片

的生命，保持客体的客观性、真实性是纪录片

赖以存在的美学基础。我目睹 《探海》 出海镜

头，看到马力十足装有发动机的大铁船，起伏

于浪高风急的东海环境中，没有压垮东海渔民

脊梁，只见那位船老大的手稳稳把住船只方向，

只见渔船在马达声中，渔手撒下渔网，定好浮

标，望向海面；只见浮标一沉，渔手一声声拉

网号子中，满网装的是活龙活现秋刀鱼、小黄

梅鱼、马鲛鱼、鳗鱼等海货。这些镜头都纪录

了在东海真实的环境、真实的出海时间里的真

人真事。传播信息明白、饱满、有东海特点。

尤其晨曦初露，伫立船头，渔手炯炯目光，“撒

网”日出镜头和渔手微观画面细节再现，常用

特写或长镜头来实现，都十分与众不同，有新

意又令人喜欢看。中国电视纪录片创作实践告

诉人们，要做到纪实，在理论上，按巴赞纪实

本体论中讲的：“摄影的美学特性在于揭示真实

……唯有这种冷眼旁观的镜头能够还世界以纯

真的原貌。”①巴赞这里讲的“真实”，同电视纪

录片强调真实性原则是一致的。《东向大海》的

第 2 集 《探海》 出海镜头，声画真实再现纪录

东海渔手海上生活的过程初始状态，抓准了观

众关心、感兴趣又提供不少知识题材②，为此，

编导摄像花不少时间冒风浪，去熟悉东海渔民，

表现了在近海渔业资源消退过程中的生存状态，

贴近观众，有时代感，引人入胜。该片把普通

渔民作为片子视角的主体，渔民的生活本身就

是故事，故事化、情节化叙事结构，“把人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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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放到特定事件的发展中去展现，观众跟着事

情发展脉络看下去，逐渐被吸引到特定情境中

去。”③

“拍过程才能纪实，纪实了才能真实。”④纪

录片要录好同期声。拍过程还是先拍结果，不

仅是个方法问题，它关系到画面的真实可信度。

《东向大海》 的 《探海》 拍摄过程中，花8个月

时间拍了紫菜的一生，强调影像自然原始的表

现力。《探海》还拍摄列入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玉环延绳钓”，片中就有玉环市坎门区某社区

女主任的同期声，声画合一同步的同期声发声，

表示了女主任以社区名义支持延绳钓。同期声

引入，画面现场感加强了，声画真实十分可信，

即镜头十分传形。

同期声引入，画面空间真实感加强了，但

纪录片文字解说功能起了变化，说明画面作用

小了，而深化揭示主题作用却大了。写得恰到

好处的解说词，正是由镜头真实通往本质主题

艺术真实的桥梁。说 《探海》 编导拍摄的镜头

十分传神，就和片子的解说一样打动人心，有

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声画不同步的画外音的播

音员解说，深化了 《东向大海》 中 《探海》 片

子对生活本质的提炼，使片子在生活力度方面

有典型的表现。纪录片的纪实不允许虚构，但

在不同人的拍摄下，对生活“真实”选择把握

上是不完全相同的。“纪实只不过是借实物实录

来体现摄像师的认识与情思”⑤。也正如巴赞在

《电影是什么》 中说：“摄影师的个性只是在选

择拍摄对象、确定拍摄角度和对现象的解释中

表现出来。”所以，“它与真实生活之间，存在

着创作者、摄像机、再现的作用与方式等因素，

电视纪录片中呈现现实，已是按创作者艺术观

加以选择、安排与组织过的了。”⑥

可见，纪实并不完全排斥造型与表现，“不

管采用何种风格，作为纪录片，它的纪实品格

是永远不能动摇的”。⑦ 《东向大海》 中的 《探

海》 全是出海镜头，尤其是“玉环延绳钓”镜

头拍摄，全摄制组远赴最远海区，在海上颠簸

了十几个小时，正如纪录片 《东向大海》 总导

演黄小裕专访时说的：“每个人都在船上吐过，

真的吐到苦胆水都吐出来了，什么晕船药，完

全没用。”我想支撑起摄制组拍下去的，是浙江

电视人干事业的坚强信念。黄小裕还说：“拍了

日出多少已数不清，反正每天三点起床拍日出，

都成了全剧组习惯。”“常态的是到一新地方第

一件事是早拍日出，晚拍日落。”不过前期拍了

那么多日出，经后期剪接编辑，在观众观看片

子中的日出，就是片中后期经再度创作剪编成

作品的镜头。它倾注创作者思想于其间，对原

来拍片现实进行纯化与强化处理。它是立足全

局对记录日出镜头进行再选择，传达出作者表

现意图，使镜头传神。

《探海》前的第一集是《瞰潮》，《探海》后

的第三集是《乘风》。组成全篇三集的《东向大

海》，以如诗如画的镜头，美轮美奂，美美与

共。它以好听好看的声画，讲述今天新的东海

渔民故事。该片揭示了人类与东海相亲相爱、

相依相存，以及人类和东海如何和谐共生的主

题。正如黄小裕总导演深深体验“玉环延绳钓”

经历后，呼吁：“这是目前世界公认的最佳生态

捕捞方式，不伤幼鱼和带子母鱼。”我在《东向

大海》 的 《探海》 这一集中，看到了镜头呈现

野生的活带鱼，被这种延绳钓独特钓带鱼方式

深深吸引。感谢黄导和采摄剪全体创作者的辛

勤付出，使我有机会见到长得比腰带长、鲜活

的带鱼，银光闪闪、光影亮亮，钓入船上，活

蹦活跳，拍得好看，传形传神，形神俱备，大

开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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