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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是最好的位置。但我们常在电视节目中看到，

胸麦被夹在领口处，因为领口离唇部最近。不

过在领口处收到的声音可能会导致低频不足，

声音听起来很单薄。如果将其贴在胸口位置，

还能收录到胸腔共振的声音，可以让声音的低

频更加丰富，听起来也更舒服一些。拍纪录片

的胸麦放置，与做电视访谈不同，我们一般选

择放置在摄像机拍不到的部位。通常的做法是

大力胶叠小三角，把胸麦粘在衣服的内侧，避

免穿帮。

立体声麦克风的放置：立体声麦克风通常

用来收环境声。在收音时要尽可能在避开人声

的环境下放置，单独收录环境声。在使用立体

声麦克风时还要特别注意方向性。声音的方向

和画面的方向要相配合。比如说一辆车从左往

右开过的画面。那么我们用这个立体声麦克在

录制马路车流的时候，也一定注意，不要站反

了马路的边、站反了方向。

第二、控制录音电频大小

控制录音电频的目的是把录进来的声音大

小控制在一个合理稳定的范围内。在纪录片拍

摄的时候，时常会遇到声源的音量变化较大。

这时，我们要及时调节录音机的输入电频音量，

把声音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要控制好录音

电频，必须有实时监听。这样就能最直观地感

受出声音大小的变化，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同

时我们要学会看电频表。因为机器比人的感官

更加精准，同期录音的时候，我们要观察电频

表是不是稳定在绿色的范围内，偶尔到黄色的

区间也是可以的，但是绝对不可以冒红，因为

冒红就意味着爆表了。通常来说，同期现场录

音的电频输入的平均值要求控制在-20db 到-

12db之间。最高峰的峰值不要超过-6db。

第三、控制现场的声音

控制现场的声音就是我们要尽可能去选择

一个友好的、更可控的声音环境来拍摄。在实

际拍摄时，周围的环境常常有各种噪音干扰我

们的录制工作，比如室内环境的空调声、风扇

声、讲话声、室外的噪音等等。碰到这些情况，

我们就要尽量关掉用电器的电源、关上门窗，

杜绝室外噪音、提醒周围的人停止讲话，以保

持空间安静。但也有一些噪音是无法避免的，

比如工地旁的施工声，马路旁的喇叭声。我们

没办法使其消失，这时，我们就要想办法让这

种噪音合理化。合理化的方法就是我们在片子

中通过画面交代主人公所处的环境，让观众在

镜头中看到噪音合理存在的画面信息，观众自

然也就接受了。

纪录片的现场声音不是纪录片中声音的全

部，但这部分的声音无疑是最为真实、最具有

现场感，也是最能打动人的。现场声音在纪录

片中的地位不容置疑。如何收集到最完美的现

场声音，值得每一个从业人员的探索和总结。

（作者单位：三门县电视台）

摘要：红色专题片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探索，

早已走出说教的框框，立足独特的红色历史资

源优势，用多种表现形式和方法可以增强表现

力和感染力，探索创新艺术的表达方式，最终

达到润物无声的红色教育与传承效果。

关键词：红色传承 创新表达

《红色档案》栏目在浙江电视台数码时代频

道开播至今已有整十年，每期30分钟的日播节

目，汇聚了近年来国内众多带有“红色”印记

的各类系列专题记录片 3600 多集，从“五四”

运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到抗日战争、新民

主主义革命、新中国成立、抗美援朝、改革开

浅析浅析《《红色档案红色档案》》艺术创新表达艺术创新表达
许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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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到今天步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节目

内容丰富，十年来，红色专题片早已走出单调

乏味说教的框框，在不断地被赋予新的血液和

精神内涵的同时，也在不断改进创新表达的艺

术。摈弃了冗长的表现方法，立足独特的资源

史料，用多种表现形式和手法创作了生动好看、

教育感人的精品，增强了表现力和感染力，达

到润物无声的红色教育和传承作用。

一、用历史真实再现红色足迹

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红色的革命史大

都发生在过去，我们无法追回直视，中国是怎

样进入二十世纪的社会。百年的血雨腥风，留

下的真实历史和红色足迹，有文献档案的佐证、

历史影像和口述对历史的补充。

（一）影像资料带来的视觉冲击

真实是电视专题片的生命，“我们的任何史

学的创新，都不允许我们离开以往的历史进行

随意发挥。”①但是我们可以借助历史的真实，

传播最难忘的时刻。通过展现历史珍贵的图片

和影像资料，冲破时间空间及地域的限制，把

历史最真实的一面带到观众面前，让人身临其

境、感同身受。

《红色档案》中播出的系列专题片《苦难辉

煌》 在第 1 集就把旧中国军阀割据混战、百姓

流离失所的场景，通过历史的影像资料呈现在

观众眼前。虽然胶片年限过长，画面有些斑驳

抖动，但还是带来视觉的冲击：远景中黑压压

的大批流离失所的难民，画面中人群里有的挑

着担子，有的背着包裹，人们在人群中裹挟地

挪动着；紧接着一个老人蹒跚地走来，却摔倒

在地，只能自己艰难地爬起来，背起沉重的包

裹；逃难的人群中一个小脚的女人没办法行走，

只能无奈地在地上爬着前行。这组画面把一个

战火纷飞百姓涂炭的旧中国，生动地呈现在观

众眼前。此时的解说词是：“在凄风苦雨中诞生

的中国共产党，身上没有任何幸运的光环，等

在它前面的是不尽的坎坷和苦难。从此中国的

历史上有了一抹用无数生命染成的红色。”画面

与解说的配合，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传播了最

难忘的时刻。

（二）口述对历史的补充

口述不仅是对于历史事实的补充与丰富，

还能从个体亲身感受中和历史相互印证，弥补

文字材料的不足，丰富历史的细节。

《口述》 系列专题片采访了 50 多位红色革

命史中重要时期的亲历者和他们的后代，通过

他们生动的语言描述，让红色历史更丰富更直

观真切。在 《口述·风雨华章映于蓝》 中，老

一辈艺术家于蓝讲述她当年因为不能忍受日本

人对北平的侵略，在还是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时，

与另一个姐妹结伴冲破层层关卡，历经两个多

月终于从北平来到延安。但是她没有想到延安

的生活是那么艰苦，住在窑洞里，每天只能吃

白菜，被子破旧单薄。最没想到的是还有虱子，

每天起床都要在身上被子上抓虱子。这对于刚

从城市里来的女孩子是难以忍受的，但是对革

命的理想和信念让她们坚持了下来。她说：“延

安是世界上最艰苦也是最快乐的地方。”这段话

经得起文献的检验，有细节相互印证，既有广

阔的视角，又留给观众自由思考的空间。节目

通过口述实现了“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

的人群，回顾中感受温暖、求证中积蓄力量”

的宗旨。

二、真挚情感展现鲜活人性

在百年红色历史中，共产党人不乏真挚的

情感，有着鲜明的个性、坚贞的信仰和浪漫的

情怀；直抒胸臆朗朗上口的诗句畅快淋漓，视

死如归的精神感天动地，浪漫的“刑场上的婚

礼”纯真高尚，许多感人故事、英雄事迹曾教

育感动了一代中华儿女。随着时代的发展，怎

样让现在的年轻人更好地理解这份红色情感，

不仅要展示鲜活的历史，还要展示鲜活的人性。

专题片《理想照耀中国》采用朴实的语言、

平视的镜头语言，让一段段真情在荧屏上自然

流淌，直达受众内芯，让人产生情感共鸣，令

人难忘。第 1 集 《尽善尽美求解放》 讲述在山

东播下革命火种的第一人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

烈士，呕心沥血为山东的革命打下根基，却因

劳累交加没有条件救治而在27 岁病逝。在那个

白色恐怖的年代，他的母亲为了保留住他的唯

一照片，把照片层层包裹起来藏在了墙角里面，

再用泥浆糊上，母亲想念他时，就望向那个

“墙角”，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几十年后全

国解放新中国成立，照片才被从厚厚的泥巴糊





TELEVISION

B
R
O
A
D
C
A
S
T

T
E
L
E
V
IS
IO

N

视听纵横 2022·4

▲…
…

…

………

纪录杂论

住的墙角里取了出来重见天日。这也是我们今

天能看到的王尽美同志唯一的一张照片。照片

慢慢地被放大，镜头从远景推到近景，从模糊

的影子到清晰的脸庞：仿佛是从母亲的视线仔

细辨认着这位面庞瘦弱温和、眼神坚定的青年。

经过漫长的黑暗岁月，他清晰的面庞上终于迎

来了光芒。

第 4 集 《为人民和祖国服务》 在讲述科学

家钱学森时，并没有细数科学家为中国科学事

业做出的巨大贡献，而是回顾了老人一生中最

难忘的 4 次激动三回笑，第 1 次是 1955 年回到

祖国的怀抱，他激动无比，热泪盈眶地笑了；

第 2 次是成为共产党员的那天，他心潮起伏，

夜不能寐；第 3 次是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

的时候，人们在电视屏幕上看到这位中国航天

之父灿烂的笑容；第 4 次，中国的宇航员将五

星红旗伸展在太空的时候，晚年的他再一次激

动地笑了。晚年的钱学森收到美国总统科技顾

问发出的访美邀请，并将授予他美国国家科学

院院士和美国工程院院士，以及美国国家科学

奖。这个平和的老人婉拒了。他说：“一个科技

工作者，一个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

就是为人民服务，而人民对我的嘉奖才是最高

的嘉奖。”

三、英雄传承与时代相连

百年的红色斗争史中，英雄辈出、传奇的

故事不断涌现，每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的

时代背景下都会有英雄的诞生，因为“一个有

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

不能没有先锋。”②英雄的诞生与人民、与国家

命运息息相关。

专题片 《誓言》 以入党誓词从无到有，从

有到不断完善为线索，在节目中揭示宝贵的精

神实质，激发传承的力量。第1集 《赤子之心》

讲述李大钊一生探求真理、追求真理，他的赤

子之心不仅停留在一篇篇启迪民众、介绍马克

思主义的文章和激情的演讲里，还与他的献身

精神结合在一起。他把自己的一生融入到追求

真理、挽救中国的大我之中。第 2 集 《热血长

城》里赵一曼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时怒斥敌人：

“你们日本把奴役中国人当作你们的信仰，那我

们怎么就不能把反满抗日当作我的主义、我的

信仰！”作为抗联的一员，她把自我融入到了抗

日救国的大潮中，小我融入到国家命运的大我

中。

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统一。《誓言》 第 5 集

《复兴征程》 讲述在 2008 年汶川地震发生后，

空军大型运输机接到紧急命令需要首次在高原

复杂地区、无地面引导、无地面标志、气象条

件非常恶劣的情况下，采用伞降方式直抵震发

中心，15 名空降兵作为空投先遣引导组，出发

前每个人都写下了遗书，从五千米的高空跳出

机舱时，没有一丝犹豫，“我们是人民的军队，

在党和人民需要时，随时奉献牺牲自己的一

切。”正是因为有了无数像他们一样的年轻人，

绝望的灾区人民才感受到了光和热，感受到了

生的希望。他们把自身的价值献给社会，个人

的价值升华到了社会价值。到汶川震区考察的

外国友人感慨到：“有一条‘经’我们很难取

走，就是你们有这么多勇于献身的中共党员。”

《纽约时报》在总结2008年的中国时这样评价：

“你只有去了中国才能看见未来。”

历史只有与现实沟通，今人才能读懂前人；

英雄的传承要与时代相连，“历史中人的生命和

现实中人的生命必须直接对话，否则无从激发

新的、令人震撼的生命力。”③

近年《红色档案》不断探寻艺术创新表达，

随着时代的发展，意识形态的变化，力求从符

合现代审美需求的思维方式出发，从不同视角

解析红色基因、传播红色根脉、彰显红色精神，

为的是让年轻的一代人，更好感受，更深理解，

从而达到传承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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