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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主题宣传

为创作出视觉精品，摄制组运用许多新技术

加以呈现，引入特殊改装的超高清镜头穿越机和

大量微距延时摄影，呈现浙江自然山川之美。

“不是旅行攻略！但这部浙江纪录片，美到你想

去自驾游”，这是看了这部纪录片后，许多观众

给出的评价。

绝美镜头来之不易。为记录最壮美的画面、

最真实的故事，浙南普降大雪时，摄制团队徒步

背着设备上了冰雪封锁的大山；为了呈现千年粮

仓的四季变化，航拍师用精准定位在春分、小

满、小暑、立秋守候拍摄同一片稻田；为呈现超

级工程山川相连的震撼，摄制组上天入地，下到

100米以下的隧洞工地，为呈现数字赋能自然科

学的精妙，创作者们在酷暑天的田间头顶烈日，

在自然保护区的森林里攀岩走壁，在窑炉前汗流

浃背，为呈现山海合作的浙江经验，拍摄团队还

横跨东西几千公里去采访去记录。

节目播出后，有观众留言道：“遇山开山，

遇水架桥，天堑变坦途，这是过去生活在浙江

山里的人穷尽想象力也无法想象的场景吧。”

“感觉节目里的每个工程全部都是奇迹。”有观

众说，“很多素材第一次看到，很多知识也是第

一次获得。这是一部让时间有痕、历史有声的

片子。”

挖掘本土特色，留存人文历史，展现时代风

貌，是浙派纪录片的使命和担当。

（作者单位：浙江卫视总编室）

党的二十大召开期间，浙江广播电视集团联

合浙江大学精心制作的三集文化工程纪录片《盛

世修典》在浙江卫视、中国蓝新闻客户端、美丽

浙江新媒体矩阵联盟同步播出后迅速破圈传播，

助推国潮热，累计观看人次破3000万。微博话

题总阅读量近2亿，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相

关内容播放量突破4000万。学习强国、中国视

听、国博君、腾讯视频、优酷、爱奇艺、B站、

小红书等平台开设专区推荐，形成了国产纪录片

的现象级传播热点。

一部纪录片如此火爆有多方面的原因，但艺

术表现的成功与否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一

般而言，纪录片（documentary）创作需要一个

较为漫长的跟踪、拍摄、制作周期，以完成从脚

本（拍摄意图）到图像呈现的二次创作。纪实性

纪录片不同于政论片和专题片 （political docu-

mentary），它不是用影像去完成对解说词的诠

释解读，而是力求最大程度地用图像去消解文字

（解说）。笔者认为，这大概就是美国艺术图像学

家威廉·J.托马斯·米歇尔“图像转向”理论本

质①，以及在纪录片中运用的意义。米歇尔通过

图像转向质疑西方传统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试

图回归人类理性思维的原始状态——图像思维，

这也是图像的理性本质。②

纪录片的灵魂是叙事，也就是客观真实地讲

故事，其创作手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在讲述故事

的过程中，将故事的教化功能寓于故事讲述之

中，这就是文学艺术常常隐藏其真实目的的所谓

“掩蔽功能”，或者说是这部片子中多次提到的宋

代美学核心：“掩映之美”。

纪录片要求导演完成从文字叙事 （脚本）

到图像叙事 （纪录片） 的转换，要把脚本中想

表达的价值诉求通过图像传达给观众。从这个

意义上看，三集文化工程纪录片《盛世修典》还

不能说是纯粹意义上的纪实纪录片。首先，我们

不具备长期跟踪拍摄的条件，投入也比较小，制

作时间过于紧迫。其次，片子对解说词的依赖还

比较大。再者，大部分中国观众对图像叙事的

解读能力，尤其是对艺术类纪录片的欣赏能力

尚需培养。

一、由点带面，用彩线编织记录影像

为了尽可能丰富本片画面语言的叙事功能，

笔者在创作过程中采用了一些叙事技巧，与大家

一起探讨。这里仅举两个例子，一个是片中经常

纪录片纪录片《《盛世修典盛世修典》》意象运用简述意象运用简述
王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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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的“文化空间”——美术馆；另一个是贯串

全片的“意象”——“彩线”。

换句话说，笔者试图在片子中用一个“点”

带动“大系”这个较为复杂纷乱的叙事“面”，

用“彩线”连接“大系”工程巨大的古今中外历

史张力；用“牵”与“连”这两个画面意象暗指

本片“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与国脉相连”的主

题，不断用这两个小工具凸显“盛世修典”的片

名，用以说明只有在今天这个时代，才能完成这

项“光荣的历史任务”，用它们串联三集片子，

以期达到通过“汇聚”“赓续”“弥新”三个视

角，彰显和赞美“大系”团队 17 年踔厉奋进、

笃行不怠的攀登历程。

二、用倒叙方式走进历史

在叙事层面上，笔者采用了一个策略，即：

“大系”团队从2021年起，记录在川美艺术馆、

浙大艺博馆、浙江美术馆、嘉兴美术馆、国家博

物馆等举办的一系列阶段性成果展陈活动，把这

些展陈活动作为叙事的出发点，用倒叙的方式走

进历史。让观众从当下走进中国千年美术史的巨

大文化空间，走进“大系”团队17 年的编纂历

史。

于是，浙江美术馆就成了本片总叙事的起

点。这座象征着粉墙黛瓦、黑白相间，具有“掩

映之美”的现代建筑，成了列斐伏尔意义上的

“文化空间”。它不仅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符号，而

且也是文化符号集聚的地方，它是人沉浸于文化

和美育的社会活动空间，它集空间性、历史性和

社会性于一体，③是纪录片图像叙事和串联的较

好工具。

浙江美术馆这一文化空间的建筑理念本身也

解读了宋韵文化。在这里发生的“大系”成果

展，如同一个巨大的文化容器，装载了“大系”

总揽上下两千年的中华优秀美术图像，因而也是

通过电视纪录片达到社会传播的理想场域。

三、凸显主题 立意深远

文化工程纪录片《盛世修典》的主题是鲜明

的，它的立意是将“中国历代绘画大系”这一浩

瀚的文化工程以国家命运、国宝绘画的命运和

“大系”的编纂故事编织在一起，绘就一幅波澜

壮阔的文化强国建设长卷。但是三集的诉求不尽

相同，叙事的重点也各有侧重，而“大系”工程

的历史回望是它们共同的叙事诉求。这就像本片

总撰稿人所总结的那样，片子的三集实际上是分

别回应“大系”三问。④即：第一集“汇聚”回

答了“大系”是什么的问题；第二集“赓续”回

答了“大系”有什么的问题；第三集“弥新”回

答了“大系”有什么用的问题。这三个问题其实

蕴含着这部片子的哲学思考，从本体、认识、实

践三个哲学维度深层次地展现和诠释了“大系”

这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标志性文化工程。

如何实现脚本的哲学内涵，又要使纪录片通

俗易懂，作为本片总导演，笔者唯一的出路只能

在图像中寻找答案。

在创作伊始，“美术馆”就成了这部纪录片

的文化空间表达，“大系”展陈活动成了片子的

叙事意象，全片以浙江美术馆展陈开启，以国家

博物馆的展陈结束，几乎全部采访都在美术馆中

进行，故事情节的推进大多用美术馆过渡。美术

馆外景和内景、浩瀚的展陈物、3D打印石窟雕

像、参展观众，这些都成为这部片子“画与人”

“历史与当下”“中国与世界”“‘大系’与社会”

的叙事驿站。美术馆这一文化空间串联起全片的

故事，成为承上启下、起承转合的叙事枢纽。

在图像叙事技术上，笔者采用各地“大系”

成果展中反复出现的彩色丝线作为贯串全片的意

象 （Image）。简单地说，意象是客观图像与主

观心灵交融，带有某种意蕴与情调的艺术形象。

英国诗人庞德对意象主义定下三个原则，“第一，

直接表达主观或客观的事物；第二，绝对不用任

何无益于显现意象的词语，第三不允许依照节拍

机械重复节奏”。⑤在纪录片中，意象的巧妙运用

常常会收到特别好的效果。如在笔者的另一部纪

录片《爱上中国》中，“蝴蝶是一个具有鲜明象

征意义的符号，它贯穿整部影片，从阎雷身上别

的蝴蝶胸针，到他在故乡森林捕捉蝴蝶，再到老

家地窖里的蝴蝶标本等，都是创作人员的设

计”。⑥

同样，纪录片《盛世修典》中的彩色丝线是

“大系”收录的12405件 （套） 中国历代优秀绘

画作品和“大系”团队17 年踔厉奋进的隐喻和

象征。在片头和片中，“彩线”的意象不断出现，

它们时而实、时而虚，时而具象、时而抽象，解

说词没有对它做过多的解读，也没有机械地重复

出现。它们忽隐忽现，隐隐约约，寻它时无，无

意中有，彩色丝线这一意象把全片的美学意蕴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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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优之我见

盖其中。

彩色丝线这一意象表达了中华文脉“连绵不

绝、生生不息”的政治文化含义。片中“彩线”

的物理形态和暗指画的“散”与“聚”，对这一

意象的运用，实际上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

“文明互鉴”的一种解读，具体体现在一个“连”

字上。它意味着“大系”团队与全世界200多家

博物馆的连接，一个展览与人民群众的连接，

“一头是当下，一头是历史；一头是中国，一头

是世界；一头是大师名作，一头是人民群众；一

头是国运，一头是文脉，‘连’字成为整部纪录

片最中心的语言”。⑦

综上所述，这部文化工程纪录片获得了较好

的传播效果，一方面反映出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

进程中，人民群众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日益增长的

兴趣和喜好，对“大系”工程和团队的认可；另

一方面也表现出观众对这部纪录片叙事手法和艺

术创作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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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浙江卫视）

摘要：当下，以“一条”“二更”等为代表

的原创自述式人物短视频风靡新媒体平台，传

播力和影响力不容小觑。央视 《新春走基层》、

浙江卫视《周末面孔》《浙江新闻联播》等传统

媒体新闻栏目也开始大量采用“自述式”的报

道形式。在全媒体融合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完

成自述式人物短视频的日常创作？本文将以

“二更”自述式人物短视频为例，从微观层面探

寻该类型短视频的“起承转合”之道。

关键词：自述式 短视频 人物报道

自述式人物短视频最大的特点是以主人公自

述同期声作为旁白进行叙事，在风格上类纪录片

化。国内媒体出现这一报道形式可以追溯到央视

2002年4月1日开播的《真诚·沟通》栏目。直

到2014年前后，随着“一条”“二更”等自媒体

的崛起，自述式人物短视频迅速蹿火，可谓经久

不衰。

相对于传统的人物报道，自述式人物短视频

用富有情感的自述同期声代替传统说教式的解说

词。作品呈现出天然的亲切感、沉浸感和代入

感。然而，在大量的创作实践中发现，很多创作

者由于创作功力不足，或是主观偷懒等原因，滥

用“自述”这一形式，从头到尾就是主人公的同

期声配空镜头。这不但将“自述”的天然优势消

耗殆尽，而且让成片比传统的人物报道更呆板、

生硬和沉闷。如何巧妙使用“自述”这一创新形

式讲好人物故事？笔者认为关键要把握好起、

如何把握
自述式人物短视频的自述式人物短视频的““起承转合起承转合””

张毓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