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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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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卫视总编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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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 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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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拍摄题材，把“减法”做得恰到好处。前

期调研和谋篇布局的初定能给一部纪录片奠定

50%的基础。准备越充分，越能节省拍摄时间；

调研越准确，拍摄就越到位。

（一）资料调研

通过图书、网络，获取浙江各地历史人文

景物的基础认知，积攒原始信息，收集图片、

视觉亮点。特别是浦江上山遗址、萧山跨湖桥

遗址、余姚河姆渡遗址、余杭良渚古城遗址等

内容，要花大精力了解来龙去脉，找出各个遗

址最有代表性的信息。在查阅大量资料后发现，

河姆渡出土的骨笛是先民们用鸟禽类的肢骨中

段制作而成，用来传递信息。如今，笛子大师

蒋国基可以用大公鸡大腿骨仿制的骨笛吹奏出

美妙的旋律。资料调研的过程让事物之间的关

联清晰地呈现出来，有利于纪录片创作的展开。

（二）线人调研

根据拍摄的大致要求，找有资源的人打听，

顺藤摸瓜。比如，湖州南浔古镇不仅是中国最

早的民族资本主义萌芽地之一，也有我国著名

四大藏书楼之一的嘉业堂藏书楼，体现了浙江

经济文化双翼齐飞的一贯传统，反映浙江人骨

子里的文化基因。我们要寻觅一位书法老者在

古镇小莲庄现场书写毛笔字，讲述湖笔文化的

同时，展现古镇风貌。主创团队通过当地文旅

部门丰富的人脉资源找到一位长发飘飘、仙风

道骨、热爱书法的老者，而这位老者还是位网

红，喜欢在抖音上传播书法文化，记录日常生

活点滴。他的日常让我们从多角度了解拍摄对

象，更有利于进一步沟通落实拍摄事宜。

（三）实地调研

实地调研是拍摄前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也叫“踩点”，从实际操作和美学角度综合考量

现场布置和拍摄机位角度等因素。主创团队先

后到杭州、绍兴、湖州、台州、温州、丽水、

金华 7 个地市，实地察看、对接 18 项拍摄内

容。由于拍摄周期短，路程耗时多，主创团队

把当地的多个拍摄元素集中到一个场景中。这

样一来，每到一地拍摄时间基本可以控制在 3

小时左右。比如，浙东唐诗之路上的绍兴，民

间戏曲基因浓厚，古戏台遍布，不仅是中国第

二大剧种越剧的发源地，还有地方剧种绍剧。

于是主创团队联系了绍剧和越剧两出经典的折

子戏，在有着 230 多年历史的崇仁古镇玉山公

祠古戏台联手演出，既丰富地展现了戏曲文化，

也优化了拍摄时间。

二、以文旅融合为核心，真实记录，做好

“加”法

文化与旅游密不可分，文化是旅游的灵魂，

旅游是文化的载体，做好旅游，必须要文化赋

能，旅游宣传也是如此。作为文明交流的重要

桥梁，文化和旅游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

声音、展示中国形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旅

深度融合必将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

影响力。

《诗路寻音》用“五线谱”构建全片的框架

和脉络，五线谱中的第一线至第五线分别对应

浙江的历史、山水、戏曲、手工艺、数字经济

五条线，把 18 项拍摄内容串珠成链，以点、

线、面的方式勾勒出浙江诗路文化的概况，打

响诗路文化、诗画浙江的金名片。主创团队给

艺术家提供了认识浙江的途径，并在现场跟踪

拍摄艺术家，捕捉他的兴趣点，敏锐地抓住艺

术家的一言一行一表情，为拍摄加料、加码、

加分。

（一）加入人物故事，让历史“活”起来

纪录片拍摄的题材不少是静态的，比如龙

泉宝剑、龙泉窑、八字桥、各大遗址等。为了

让这些拍摄对象“活”起来，主创团队把事物

和人物关联起来。比如，在众多龙泉宝剑大师

中选择了周正武，他不仅技艺精湛，而且痴迷

于龙泉宝剑文化，自己出资建立龙泉宝剑博物

馆，收藏从越王勾践龙渊剑开始各时期的宝剑

供爱好者参观。在选择宋代六大窑系之一——

龙泉窑时，舍弃现在已经成为景点的宝溪龙窑，

选择传承七代的曾家古龙窑，这家人依旧保留

传统的青瓷烧制技艺，每年两次的春烧秋烧都

在院子里依山而建的 200 年历史的龙泉窑中进

行。加入手艺人故事，让宝剑、青瓷的历史更

丰满，挖掘浙江人骨子里的文化基因，彰显其

刻苦自励、坚韧不掘、奋发图强的工匠精神、

浙江精神。在拍摄绍兴八字桥时，我们意外地

发现了一位身着旗袍的女士。摄制团队敏锐地

抓住了这个中西方文化交汇的瞬间，让这座现

在依旧使用着，有着 800 年历史的中国最早的

立交桥在镜头前更显魅力，也让静止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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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了起来。

（二） 带入沉浸式体验，让艺术家“玩”起

来

文旅深度融合的过程，同时也是对文化抢

救、传承和弘扬的过程。大力发展文化旅游，

可以加快文化形态创新，助力文化繁荣兴盛。

艺术家品尝龙井茶、体验青瓷拉坯、欣赏永嘉

昆曲等采风的过程就是这样一个体验、挖掘、

弘扬的过程。艺术家对设置好的场景做出的各

种反应也让纪录片更有真实感。比如他对中国

的六大茶类很感兴趣，但面对缫丝机缫丝却不

敢触碰；在“百戏之祖”南戏的故乡永嘉听永

嘉昆剧时，走入表演区域模仿起来，增强代入

感。从前期的被动应对到之后主动提议坐乌篷

船，穿行在居民生活区；请扮演孙悟空的绍剧

演员为自己勾脸，自娱自乐演孙猴子；再到看

见悬挂晾干的索面，觉得它像西方乐器——竖

琴，甚至在现场边“弹”边唱起来。这些意外

惊喜超乎想象，循序渐进地把拍摄对象带入沉

浸式体验。和拍摄对象建立起信任，功夫在

“弦”外，能为拍摄加分不少。

（三）融入声音元素，让音乐“流淌”出来

纪录片紧紧围绕“诗路寻音”的主题，设

置了诸多声音场景。马克先生作为作曲家、钢

琴演奏家、小提琴演奏家，采风创作过程一定

要发挥其对乐器、对声音敏感的优势。主创团

队在有天然音乐厅之称的温岭长屿硐天观夕硐

内摆设调试好钢琴，为其提供即兴弹奏创作的

空间；在良渚遗址莫角山宫殿区请其和笛子演

奏家蒋国基一起即兴表演，笛子和小提琴，中

西音乐合璧，合奏出美妙旋律。此外，马克先

生和浦江上山遗址发现者蒋乐平一起现场体验

石磨盘磨稻谷，了解中国上万年的稻作文明，

同时这种先民劳作时发出的声音让他联想到很

多时候音乐是通过摩擦产生的。铸剑打铁产生

的韵律让他非常痴迷，吸引他穿上围裙，参与

其中。交响乐创作的灵感被这样一个个声音元

素所触动、迸发。

三、以融媒矩阵为路径，全球传播，做好

“乘除”法

人文音乐纪录片 《诗路寻音》 创作为期一

年，阶段性地进行宣传推广，向全世界生动展

现纵横山水之胜境、汇集锦绣之文章的诗路文

化带，表达与海内外宾朋分享浙江大地上的精

彩与美好，品鉴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增进理

解与认同，促进繁荣与发展的美好愿望，吸引

更多的人在疫情之后，来浙江走走看看，欣赏

如诗如画的山水风光，体验别具一格的风土人

情。整个宣传过程突出主题亮点，找到文化共

通点，拓展传播范围，充分发挥融媒矩阵传播

的“乘法效应”，将传播效果最大化。

（一）新闻全球覆盖

这次“诗路寻音”采风活动成为浙江文化

旅游界的一大盛事。音乐没有国界，它的传播

不受语言的限制，可以作为一个有效的载体宣

传推广浙江旅游和文化。海内外1000多家媒体

对此进行了新闻报道。报道翻译成英语、法语、

德语、日语等 10 种语言，在全球 5 大洲，超过

80个国家 （地区） 传播。

（二）纪录片海外落地

纪录片 《诗路寻音》（英文名：《A TRIP

DOWN POETRY LANE： A NEW SYM-

PHONY》） 在欧美国家电视台及互联网平台播

出。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

阐释推介具有浙江特色、浙江精神，蕴藏浙江

智慧的优秀文化。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内容是

通过一位外国友人的视角来展现的，跳出中国

看中国，跳出浙江看浙江。

（三）短视频全网传播

对采风中的内容进行精准取舍，把精彩部

分剪辑成短视频在新媒体端发布，助力纪录片

推广的同时，对热点、亮点进行新一轮发酵。

微博“诗路寻音”话题阅读量超过388万。

（四）艺术家社交帐号自发分享

马克·夏泰是蜚声世界的音乐家、好莱坞

作曲家、钢琴演奏家。世界顶尖音乐奖艾美奖、

泰利奖 （3 次获得） 等众多奖项获得者。其参

与创作的影片多次获得美国奥斯卡、金像奖提

名，其创作的音乐作品更是风靡欧美。这首交

响乐中西合璧，在世界范围内具有较强的传播

能力。在浙江采风期间，马克先生自发地把每

天工作中有趣的事、有故事的人发布在个人帐

号上，与乐迷们共享，自带流量。

（作者单位：浙江电台音乐调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