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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杂论

摘要：在短视频风生水起的当下，纪录片

人正在积极探索纪录片“短视频化”和短纪录

片、微纪录片的创新创优，这是融合传播背景

下纪录片创作面临的现实课题，也是一次真正

的机遇和挑战。本文试从时长、叙事和品牌打

造等角度，分析解读短纪录片、微纪录片的创

作优势和发展动态，为进一步突破纪录片的创

作形态提供一些经验和路径。

关键词：纪录片 短视频 创新创优

2021 年 11 月，QuestMobile 发布的 《2021

中国移动互联网秋季大报告》，“短视频成为用

户日常获取社会信息的重要渠道，行业活跃渗

透率稳步提升”，同时提及“短视频成为移动互

联网主要增长动力来源”。“更短，更碎片的时

间”，①短视频领域的秩序不断被重建，流量、

机遇，围绕着短视频的话题汹涌而来。

而在纪录片领域，从作品时长来看，主要

分为纪录长片 （单集时长超过 30 分钟）、纪录

短片 （单集时长在 10-30 分钟）、微纪录片

（单集时长 10 分钟以内） 这几种。随着全媒体

传播的持续深入和短视频的风生水起，那些反

映日常生活、内容参差多样的短视频到底算不

算纪录片还在争论中；但传统意义上的纪录片

生产，已经开始在“短视频风暴”中顺应趋势，

转型升级。

在短视频风暴中，越来越多的纪录片人在

努力改变语态，积极优化生态，不断提升纪录

片的影响力和传播力，承担起将优质内容升级

为优质产品的行业责任。

一、风暴中的产品适配：基于传播效果的

时长限定

5G 时代的到来，给纪录片的生产与观看带

来了新的变化：整个生产方式更为高速，传播

可以接近直播；播出渠道不再单一，新媒体平

台不仅是主要传播平台，也渐渐成为主要生产

平台；高清技术的发展实现了更为细致的内容

精度，带来了更高的感官体验；对于观看者的

画像分析也更为精准等等。越来越多的纪录片

创作者开始意识到，不是非要做一个长片才能

体现内容的价值，如何利用新技术和新媒介改

变旧有的语态，而是将有意义的纪录片作品传

播出去才更为关键。

在“长与短”的思考中，很多创作者一开

始都认为，做短视频的初衷是吸引用户去看完

整的片子。近年来，许多长纪录片针对不同的

平台会提供不同的版本，通常套剪出一系列短

视频，打包传播，引起关注；也有一部分短纪

录片走“视觉系”风格，弱化选题本身的故事

性，突出强调视觉冲击。“长与短”“故事与视

觉”，在今天的短视频浪潮中，纪录片创作者在

寻找完美配比，不断进行着产品适配。

根据国家广电总局监管中心统计调查数据，

2020 年全年共上线网络微纪录片 132 部，短纪

录片和微纪录片已经成为纪录片创作生产的主

流形态。短纪录片在生产、传播、受众方面的

优势表现为：一是周期短、创作快、传播快，

快速响应重大事件；二是切口小、主题突出，

可以着力聚焦一个人物、讲述一个故事。微纪

录片更能在短时间内达到一个信息点的刺激。

一向重视传统媒体传播效果的央视纪录频

道，2019 年改版之时就推出“微 9”“9 视频”

等“微记录，短视频”版块。2020年，在这一

版块中推出了两部科学短纪录片，分别是10集

5 分钟的 《Hi，火星》 和 7 集 5 分钟的 《飞吧嫦

娥》，以短纪录片的叙事形态分别讲述中国首次

火星探测发射过程和嫦娥五号发射、落月、返

回等关键环节，既兼顾时效性，又在传播分众

化、碎片化的当下，对应网络用户填充琐碎时

间的观赏需求，快速完成制播。这类短纪录片

既能在电视端多频次滚动播出，也可在移动端

广泛传播，形成大屏小屏的互动。

短视频风暴中的纪录片形态刍议短视频风暴中的纪录片形态刍议
王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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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之际，重大题材纪录片创作也开始积极适应

“移动优先”的全媒体传播生态，探索“短视

频”“碎片化”传播模式。其中《百炼成钢：中

国共产党的 100 年》 以每集 8 分钟，共 100 集

的轻体量方式，小切口折射大主题，生动回答

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

“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重大

问题。这批讴歌党的辉煌历史、体现伟大建党

精神、彰显鲜明时代特征的短纪录片，从策划

之初就注重对党史知识进行言简意赅、生动形

象的表达，使得重大红色题材具有了“轻体量、

微表达”的全新呈现，摄制和传播也遵循互联

网思维。以《百炼成钢：中国共产党的100年》

为例，8 分钟版本是其主力产品，还同步开发

了一批时长 30 秒到 1 分钟不等的版本，精准适

配电视端、电脑端以及移动端的各类渠道和平

台。

不同平台也在根据自身特点选择其纪录片

主打产品。比如脱胎自今日头条视频版块的西

瓜视频，日前发布了2021年的相关数据，显示

每月有超2500万用户在西瓜视频免费观看纪录

片，其中超过 24% 的用户来自三线城市，80、

90 后是用户的“主力军”。围绕这一用户群的

生活喜好、工作痛点，西瓜视频选择在美食、

职业观察和科学科普赛道上重点发力，并主打

10-15分钟的纪录片产品。由此我们可以看到，

那些有着短视频基因的热门平台，正在从短纪

录片入手，拓展其纪录片布局。

二、风暴中的叙事革命：应用平台思维的

“真实纪录”

今天的纪录片创作者如果还觉得“短视频

只是视频的快消品”，他们可能正在放弃某种特

殊机遇；很多优秀纪录片甚至现象级纪录片，

是由丰富的细节构成的，在叙事过程中创作者

会有取舍，表达也会有侧重，如果将那些精彩

的细节“短视频化”，让纪实故事和知识点变得

更为凝练，更“触手可及”，也不失为一种以纪

录片思维改变短视频生态的尝试。

在短视频风暴中，真正的“故事捕手”捕

捉到了全新的创作模式。2020年4月22日，纪

录片 《口罩猎人》 以每集约 8 分钟的形式上线

腾讯视频，一共 7 集正片加一个番外。拍摄者

是网络大V“花总丢了金箍棒”。非专业人士的

他仅用一台 SONY 黑卡 7，在 2020 年 3 月的土

耳其，记录了中国商人林栋前往伊斯坦布尔采

买口罩熔喷布的故事。这部网生纪录片“没有

脚本”，在拍摄之初，“花总”只想把这个故事

当做 VLOG 来拍，并没有想到会一连跟拍十几

天。而在疫情来袭的 2020 年，《口罩猎人》 的

视角独特且极具话题，原本普普通通的口罩贸

易，变得混乱而充满戏剧性。该片的创作历程

又区别于一般的调查报道，拍摄者并不需要太

严谨地对信息源做验证。观众可以在整个过程

中感受到创作者更关注商人林栋作为个体的状

态，一次“惊心动魄”的记录，最终使 《口罩

猎人》 成为了一部复杂又现实的纪录片作品。

《口罩猎人》 分集片长每集约为8分钟左右，用

“入局”“困局”“僵局”“对局”“骗局”“赌

局”“布局”这样的分集片名，借助字幕、拍摄

者的画外音等手段，把握住了叙事节奏，用短

视频化纪录片的形式，利用新媒体平台，成功

地完成了一次“传播议程”，成为一部记录了客

观事实，又有传播力的纪录片。

《口罩猎人》短片版的后期剪辑由腾讯新闻

好雨知时工作室完成。拍摄者“花总”曾在采

访中表示“剧情的跌宕起伏归功于他们”。②随

后，《口罩猎人》推出了60分钟的导演剪辑版，

展现的是另一种纪录片形态，“以更节制的叙事

风格和节奏呈现了主人公的故事与个性”。③

在当下这场短视频风暴中，“由长变短”的

纪录片对如何叙事提出了全新要求：在最短的

时间里讲述最精彩的故事，但同时又不能放弃

纪录片对一个时间段、一个事件或者人物的整

体性的记录和沉淀。探索中的纪录片“短视频

化”依然要在“真实纪录”的基础上，去呈现

更为精彩的情节，然后才是通过多种多样的媒

介平台抵达受众，接受他们的检验，定位纪录

片的价值。而在“短视频化”的风暴中，用手

机记录生活、记录世界的门槛被降到最低，人

人都是记录者，纪录片的叙事技巧也就此打破

了固有的传统。

疫情期间的另一部短纪录片 《手机里的武

汉新年》 恰恰取材于短视频。创作者将 11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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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手用户上传的短视频进行了剪辑制作。因为

大多数是竖屏拍摄的素材，因此将三组不同的

视频组合在一个画面中，信息量与故事感得以

加强，时间和空间得以拓展，但又紧扣主题，

这些看似碎片化的手机短视频，却拼凑出了一

个真实而动人的武汉，更记录下了一系列不可

再现的珍贵瞬间。《手机里的武汉新年》 借力

“快手”这样内容丰富的短视频社区，完成了一

次纪录片人的创作巧思。

三、风暴中的IP效应：打造纪录片之“寸

有所长”

在媒介融合的当下，从旧有的栏目化、频

道化到全面网络化，才真正迎来了纪录片的大

众化，也让更多的优质内容获得了品牌价值。

这其中，就有多部已经形成 IP 效应的短纪录片

和微纪录片。

2012 年 1 月，在央视纪录频道首播的 《故

宫 100》 是在传统媒体较早出现的系列微纪录

片。这部100集的历史纪录片分为《天工之城》

《大国大朝》《被忽视的生命》《神界与凡间》 4

辑，用每集 6 分钟的时长讲述故宫 100 个空间

的故事。在此之前，2005 年推出的 12 集系列

纪录片 《故宫》 是一部全面展示故宫文明的

“大部头”巨制。5 年之后问世的 《故宫 100》

则以短小精炼、平易近人的讲述，对故宫进行

了全新的平民化解读。例如，第一集 《天地之

间》 的解说词运用溥仪的自述口吻，提供了一

种新颖的体验，反映了现代大众文化观照故宫

的独特视角。

2018 年 1 月，央视出品的百集系列微纪录

片 《如果国宝会说话》 第一季播出，单集片长

虽为 5 分钟，但创意丰富、干货满满。有的用

拟人化的网络语态，讲述文物“身世”；有的运

用现代科技手段，全方位展现文物细节特征；

有的文案被网友称为“神作”，寥寥数语，却传

达了国宝特殊的生命质感。纪录片 《如果国宝

会说话》 以特有的趣味性、知识性、观赏性和

互动性，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尚气质，

凭借着独特的人文创意与美学呈现，实现了现

象级传播。《如果国宝会说话》 第三季在 2020

年6月播出。数据显示，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

微博话题#如果国宝会说话#阅读量就超5.3亿，

B站评分9.9分，豆瓣评分9.4分。

从纪录片爆款到现象级传播，《如果国宝会

说话》并非昙花一现的“一夜爆款”，而是秉持

着纪录片创作者的初心，坚持输出优质内容，

并且在“产品设计”上精心谋划，既有“二次

元”的影像风格，也在海报、宣传语等方面别

具匠心。在传统媒体引发关注后，又被互联网

平台精准地推送给了更多的纪录片爱好者，这

样的微纪录片由此得以拥有精品化IP。

可以说，纪录片的短视频生产和短纪录片、

微纪录片的大量出现，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纪

录片的生存方式，题材越来越丰富，创作者的

思维也越来越活跃。通过系列化、IP 化和衍生

创作等方式，许多纪录片形成了内容矩阵。美

食类纪录片一度成就了《舌尖上的中国》《风味

人间》 这些重量级 IP。而随着短视频的风生水

起，美食纪录片中“小而美”的个性化作品，

也形成了新的 IP。“只需早起，你就能找到故

乡”，系列微纪录片《早餐中国》在一众美食题

材中“杀出重围”，5 分钟一集的体量对应了年

轻受众的碎片时间，节奏轻快、画风诙谐，而

内容却不单薄，人们从烟火气十足的早餐故事

里感受到了人世间的千姿百态。

2021 年 7 月，一部纪录片将镜头对准了凭

借短视频“爆红”的理塘少年丁真。这部以文

旅环保为主题的系列短纪录片 《丁真的自然笔

记》共8集，每集约15分钟，以#丁真#带动的

热搜话题，让该片拥有了微博主话题阅读 11

亿，讨论量 27.6 万，子话题阅读量 24.3 亿，讨

论量 53.6 万的热度。丁真本身已经是独一无二

的个人 IP，记录他的成长与思考，真实还原理

塘、林芝等藏区生活的风貌，是纪录片借力名

人 IP，对其背后文化价值、乡土价值和社会价

值的开发与探索。15 分钟左右的体量，探讨了

文化、民俗等话题，也用纪录片的呈现有效提

升了丁真的文化属性。该片还得到了金典的独

家冠名，这也为纪录片的商业化带来了更大的

想象空间。

《如果国宝会说话》《此画怎讲》 是“高度

浓缩的艺术科普”类纪录片；《早餐中国》则是

轻松诙谐的美食微纪录片；《丁真的自然笔记》

作为泛纪实内容、明星 IP 纪录片，也成功地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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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文化标签。这些优质内容与渠道的融合，

IP 与商业的赋能，使得纪录片突破了传统的模

式。短纪录片、微纪录片在短视频风暴中转型，

同样能够成为极具价值的互联网产品。但无论

如何，长片仍然是纪录片品牌打造的最根本方

式。在目前几大视频网站，许多优质长片都开

始付费观看。这也是纪录片全新商业模式的另

一种探索。

2022 年，短视频依然有着巨大的发展潜

能，甚至在公共服务等领域，短视频业已成为

基础设施，再加上与其他行业的加速融合，短

视频也在激发着行业变量。但在依然是内容为

王的时代，传统纪录片人在创作上有着自己的

创作支点，用短纪录片、微纪录片讲好故事。

伴随着短视频信息传播的日渐多元化，纪录片

创作者将根据更为精准的内容细分和受众分层，

探索短纪录片、微纪录片的创新创优。在大部

分短视频用户还仅仅沉浸在休闲娱乐中的时候，

尤其需要创作者从纪录片的知识传播、科学普

及等角度入手，为更多用户提供获取知识、了

解世界的真实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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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 《诗路寻音》 为例探讨音乐

人文纪录片如何在大量题材中锚定选题、设置

拍摄场景，并在有限的时间范围内，充分调动

主要人物的积极性，发挥其优势、特长，既把

控好拍摄的主题、亮点和节奏，又真实地记录

事件的全过程，并通过融媒矩阵传播达到主题

宣传效果最大化的目标。

关键词：人文音乐纪录片 文化 旅游

融媒矩阵传播

人文音乐纪录片 《诗路寻音》 记录蜚声世

界的音乐家、好莱坞作曲家、钢琴演奏家马

克·夏泰 （Mark Chait） 在浙江采风，以“在

诗路上寻找到的音乐灵感”为主线，谱写一首

具有国际风范，又体现浙江山水人文特色的交

响乐作品的全过程。纪录片在 60 分钟的时间

里，从一个外国人的视角解读浙江、展现浙江，

向国际社会展现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浙江

形象、中国形象。如何让人文音乐纪录片更生

动、鲜活地表现主题，更入眼入脑入心，达到

传播效果，本文以纪录片 《诗路寻音》 为例，

剖析创作过程中如何运用好“加减乘除”的艺

术。

一、以历史人文为基础，大量调研，做好

“减”法

纪录片围绕浙江的四条诗路带选择拍摄点。

浙江的历史文化风景名胜众多，内容丰富。受

新冠疫情的影响，美国好莱坞作曲家马克·夏

泰 （Mark Chait） 的浙江行只有短短的 10 天

时间。这两个前提条件形成巨大的反差。什么

样的内容既适合我们的拍摄主题，又符合拍摄

档期的要求呢？一要有浙江文化特色；二要能

体现声音特点；三要让艺术家有效地参与其中。

为此，主创人员开始了长达半年的前期调研工

作，找选题，拍摄场景、人物及其之间的关系，

了解人物的个性、话语方式，从大量的内容中

《《诗路寻音诗路寻音》：》：人文音乐纪录片的人文音乐纪录片的““加减乘除加减乘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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