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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 80 周年，嘉兴

市广播电视集团、嘉兴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

出品了历史文献纪录片《奔向延安》。该纪录片

选取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在陕北延安的沙

可夫、陈学昭和徐肖冰等一批嘉兴籍文艺工作

者，以他们的成长经历为主线，向观众徐徐展开

了一幅走进名家青年时代、感知革命文艺沧桑、

体悟人民文艺力量的历史画卷。

长期以来，历史文献纪录片作为一种政治立

场鲜明、文化底蕴深厚的作品，一直存在官方色

彩浓郁，弘扬英雄史观，解说词严肃呆板等弊

病，对于大多数观众，甚至是创作者本身而言，

遇到此类纪录片都会望而却步。因此，采取怎样

的叙事策略是一个值得探究的话题。本文试从叙

事学的理论方法入手，对该纪录片创作进行分析

和解读，探讨其在叙事上的创新与突破，希冀有

益于当下历史文献纪录片的创作和批评。

一、叙事元素多元化

纪录片的主要功能是通过纪录事实传递信息

与观念，在纪录与讲述事实的过程中产生叙事。

真实是纪录片的生命，也就是说，纪录片所拍摄

的内容必须是真实的环境、事件和人物，这些是

纪录片必不可少的叙事元素。《奔向延安》的叙

事元素包括主要人物后代的讲述、人物生前的日

记、口述片段、历史影像资料等。合理使用这些

元素让观众回顾历史烽烟之中的抗战文艺之歌，

这种多元素相结合的叙事策略，有力地增强了真

实性，具有感染力。

（一）历史资料画面

对于历史题材纪录片而言，面对历史纪实影

像严重不足，如何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是创作者

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奔向延安》所聚焦

的主要人物徐肖冰是我国人民新闻纪录电影事业

的开端——延安电影团的初创成员之一，他们用

摄影机为时代留下了最直观真实的影像记录。创

作团队在这些宝贵的历史资料画面处理上做了大

量创新性实践。

为了避免画面的简单堆砌，在表现延安电影

团独立完成的第一部电影《南泥湾》首映时，创

作团队借助美术馆的巨型幕布，将新影修复版

《南泥湾》投影上去，并在美术馆空间内播放当

时放映队用扩声器对影片的解说，力求制造身临

其境的观看体验。这些当下时空的纪实影像不仅

解决了过去单一时空叙事的单调问题，而且还拓

展了纪录片的叙事维度。

针对特定情景的历史影像记录，创作团队在

剪辑过程中，强化了画面大、中、特景的区分，

用更加现代化的剪辑节奏突出画面的重点和趣味

点。这种记录方式营造了一种真实可感的过去时

空，增加了纪录片的生动性和立体感。片中借用

了1938年秋苏联摄影队记录下的沙可夫与丁里

带学生外出写生的画面，师生专注的神情、饱满

的精神状态，较文字解说更有力地表现了80年

前延安文艺星火燎原的曙光。

（二）回忆文章和日记的运用

人物生前的回忆文章和日记，既有说服力地

描述了当时的真实场景，也是让观众产生情感共

鸣的重要手段。在《奔向延安》中，大量引用的

主要人物陈学昭的文章片段，不但留下了描写延

安生活和个人感受经历的众多片段，而且文学造

诣水平高，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也有强烈的

情感色彩。如在描写30年代末中国知识分子涌

入延安的社会浪潮时，直接引用陈学昭的文章

《延安访问记》中的片段，将当时知识分子对当

历史文献纪录片的历史文献纪录片的叙事创新叙事创新
——纪录片《奔向延安》创作谈

沈育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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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者的失望，和对延安的观察写得生动贴切、视

角独特，引人深思，这是属于那个时代的真实文

字给予的力量。

（三）情景再现

所谓情景再现是基于客观事实，以扮演或者

搬演的方式再现已经发生的事件的一种表现手

法。在纪录片中，情景再现的目的是解决部分历

史场景无法展示和历史事件影像缺失的遗憾，便

于观众理解和思考。①《奔向延安》作为一部小

成本长纪录片，对情景再现的运用做了冷静而克

制的处理，降低了因演员表现力欠缺或场景生硬

搬演带来的剥离感。将某个情节点或场景局部再

现，而不是整个事件或整个场景作影视化呈现，

通过采访对象的现在时空与口述历史构建的过去

时空进行碎片化的时空转换。在表现沙可夫希望

邀请冼星海前来参与鲁艺教学的情景时，由于窑

洞内景过于现代化，创作团队选择在夜间进行拍

摄，道具仅用了一盏煤油灯、一套纸笔，利用演

员和道具在窗棂中的剪影，表现彼时人物内心的

忐忑与渴望，有助于观众从局部到整体进行时空

想象，从而了解战时办学的艰难和不易。

二、叙事内容细节化

《奔向延安》注重挖掘历史细节，展现鲜为

人知的感人瞬间，增加了纪录片的故事性和趣味

性，从内容和情感上满足观众的好奇心。其中，

最令创作团队惊喜的是在鲁迅艺术文学院旧址发

现的一张聘书。这张聘书是1938年沙可夫写给

著名音乐家冼星海的，邀请他来鲁艺任教。编导

一看到这张聘书，就觉得有故事可讲。纪录片在

开篇就将主要人物沙可夫与冼星海 《黄河大合

唱》关联起来，不仅为下文留下悬念，主要人物

的形象也渐渐丰满起来。除此之外，海宁档案馆

里保存的日记本、徐肖冰的摄影集等，这些真实

可感的素材都带领观众重温那段尘封的历史

岁月。

（一） 珍贵图片资料、报刊原文的大量运

用，对纪录片情节起了重要的支撑和衔接作用

由于延安时期的历史停留在三四十年代，距

离现在时间遥远，观众会产生时间和心理上的距

离感，但图片资料和报刊版面在纪录片中的巧妙

应用，结合旁白以及文章、日记的描述，使得观

众对于这一历史时期有了更深的理解。更重要的

是，历史影像资料和图片还有支撑与衔接情节的

重要作用。为了达到的这样的目的，创作团队在

调研时走遍了延安大大小小的纪念馆、档案馆、

旧址遗迹，收集了众多影像、书信和日记等珍贵

的一手史料。例如，在当时延安的《新华日报》

中，对丁玲、陈学昭、沙可夫等人的文艺生活有

过简短的描述，他们唱外文歌、拉手风琴的生动

场景让人过目难忘。陈学昭的文稿中还有很多独

树一帜的对领导人的描写。比如在她的印象中，

周恩来副主席“很会做菜，狮子头是他的拿手

菜”；朱德总司令“最喜欢同小孩们打球，没有

一个小孩子不喜欢他”。

（二） 通过人物访谈及口述历史片段，使观

众产生亲切感

通过口述者个性化的语言、独特细腻的视角

对历史人事细节化的描述，往往能够还原历史现

场氛围，给观众真切的历史现场感。②《奔向延

安》中，纪录片团队找到了2003年徐肖冰、殷

白等人回到家乡接受采访的影像，以及让人物后

代进行口述，与其他元素实现了呼应，使得纪录

片对这段久远历史的描述更加生动客观，也因为

观众亲切感的产生起到了更好的传播效果。比

如，殷白回忆20岁刚刚出头的时候在战乱中艰

难跋涉，从西安步行到延安的路途见闻。“口述

历史”抛弃了全知叙述的手法，通过个人的视角

看待历史、重新叙述历史，并让观众也感觉到和

他们更为贴近的历史。

除此之外，由名家后人、传记作者、相关专

家等口述历史故事，还原人物心境，也是《奔向

延安》创作团队一直努力的方向。片中许多事例

的佐证都邀请人物的子女进行讲述。如讲到当时

的青年人为何向往去延安，陈亚男老人讲述了她

母亲陈学昭如何被当年的报刊书籍打动而下定去

延安的决心。很多往事，由后辈轻松幽默地讲出

来，更令人动容。

（三） 通过重新编曲的音乐，让现代观众更

容易接受上个世纪的艺术创作

在表现手法上，《奔向延安》力图通过多种

视听手段，让历史鲜活起来。比如，将沙可夫填

词的 《鲁迅艺术学院院歌》 进行重新编曲和演

唱，沙可夫的女儿沙寅女士坐在一旁聆听，观众

感受到的不只是歌曲中铿锵有力的艺术信念，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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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沙可夫对艺术教育事业的呕心沥血。将徐肖冰

摄制的老电影投屏在大型展厅中播放，然后拍摄

录制，相比直接贴片使用，让观众更有“看”的

感觉。通过这些有创意的艺术化视听处理，将人

物留存下来的文字、音乐和电影用最恰当的方式

讲述给观众听，既能丰富人物形象，又能增加纪

录片的感染力和生命力。

三、叙事时空纵深化

如何从繁冗枯燥的史料中寻找到人物的蛛丝

马迹，如何从千头万绪中找到人物之间的关联，

是摆在历史文献纪录片创作者面前一个个需要破

解的难题。这部纪录片要展现3个典型人物，而

且他们所处的领域各不相同，陈学昭是作家，沙

可夫是剧作家，徐肖冰是摄影家。如何在保留人

物重要经历的同时，将他们串联起来，非常考验

叙事编排能力。

（一）宏大叙事与微末叙事有机结合

传统的历史文献纪录片，大多把眼光聚焦在

了宏大的历史事件之中，在叙事策略的选择上，

也会趋向于宏大叙事，即以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

人物为中心进行叙事。③按照这一模式，《奔向延

安》的叙事应该是从1942年5月，延安响起第一

声春雷讲起。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

明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在讲话精神指引下，文

艺工作者满怀理想和激情，创作了一大批风格鲜

明的杰作，成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开拓者和代表

人物。这其中嘉兴籍的文艺工作者有文学家茅盾、

戏剧家沙可夫、摄影家徐肖冰、作家殷白等。

随着近些年，媒介生态环境发生变化，那种

通过自上而下的视角呈现的作品越来越没有市场，

基于平民视角的微末叙事方式成为纪录片的首选。

创作团队的处理手法是，除了纪录片的背景采用

第三者叙述外，关于当时生活、学习的场景，以

及人物个人的生活经历，全部采用他们著作中的

原文，用独白方式进行展现，以仿制道具还原当

时的情景与氛围。当时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召开

了这样一次会议，会议过程中有什么样的细节呈

现，人们在听完毛主席的讲话后内心起了怎样的

波澜，这是比事件本身更重要的呈现内容。

（二）纵向叙事与横向叙事有机结合

调研阶段，创作团队通过绘制几个主要人物

大事年表，勾勒出他们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集，

后来在实地调研采访中，又挖掘到更多细节和故

事，让他们的关联性更强。所谓纵向叙事在历史

类纪录片中的应用，即以时间为线索，在讲述历

史事件时以时间线为主要参照。这种完全纵向叙

事的纪录片，极易给观众造成记流水账的印象，

且缺乏生动性。

而横向叙事着重描述同时期不同地点或不同

人物的生活片段，在历史文献纪录片中，一直作

为辅助手段进行运用。④纪录片《奔向延安》没

有将横向叙事作为辅助手段来用，而是创作的主

要手段。同时，在阐释历史大背景时，又有十分

清楚的纵向时间线作为支撑，实现了横向叙事与

纵向叙事的有机结合。它打破了一直以来历史文

献纪录片所遵循的“主要以时间线索为依托”的

规则，用故事的3个阶段，即奔赴延安、延安生

活、到前线去，定位主要人物的成长路径。但在

事件发展过程中，3个人物又分别承担了同一阶

段中面临和解决不同困境的任务。这样的一种时

空结合，最终使得观众领略到了更为深刻的延安

文艺座谈会讲话的精神。

四、结语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到，要在

当下时代做好历史文献纪录片，认识时代特征并

与时俱进，是十分重要的。纪录片的核心在于叙

事。叙事的核心在于“叙”大于“事”，也就是

说，叙事的方式、方法和策略大于所要叙述的事

件本身，这是任何一位编导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和

难题。历史类纪录片应该从传统的叙事方式跳脱

出来，显示自己独特的风格。

参考文献：

①李国泉《历史题材纪录片“情景再现”应用

探析——以历史人文纪录片〈船政学堂〉为例》，

《现代传播》，2014年第 6期。

②郑晓华《当代历史纪录片的叙事策略》，

《新闻世界》，2009年第 9期第 164-165页。

③金震茅《文献纪录片宏大叙事的内涵、价

值与意义》，《视听》，2011年第 2期第 3-6页。

④武俊宏《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叙事

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年
第 1期。

（作者单位：嘉兴市广播电视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