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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介环境下
国产电视纪录片的传播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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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成都610068)

暋暋摘要:随着新媒介传播形式的发展,国产电视纪录片有了明显不同于传统传播方式的表达,在新媒体所及之

处,民族文化与国家观念的承载以及中西文化的碰撞,都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方式,也增添了较多新的特征。以网络

化与普适性渗透了社会生活细节的纪录影像,正以新媒体意识、电影化理念酝酿出新的视觉创新与艺术突破,大大

扩展了国产电视纪录片存在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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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随着新的传播媒介的不断变化与延伸,自2005
年以《故宫》开始,越来越多的国产电视纪录片进入

了民众的视野,当2011年1月1日央视纪录频道开

播后更使其成为了一种最平常也渐渐被人们所称道

的电视节目形式。作为新媒介环境下的一种承载特

殊观念的艺术表达样态,我国的电视纪录片也日益

凸显出它在社会生活中的传播力与感染力,在新媒

介影响下,我国近年来的电视纪录片也表现出了不

同的传播策略。
一暋承载民族文化与国家观念,树立形象化之

标杆

在新媒介环境下,纪录信息的传播变得更加直

接和广泛,而且信息的有效性也在大幅度提升,因而

民族文化与国家观念的表达也变得更加紧迫。新传

播环境作为造就文化多元化的重要因素,同时也对

构建民族文化与国家观念起着重大的作用,为其传

播提供了便捷的渠道与多样的路径。相应地,国产

电视纪录片所承载的期待就要比此前多得多,而且

对传播形式的灵活度和传播内容的多样化的要求也

越来越高,当下“衡量一部电视纪录片艺术水准的高

低,归根结底还要看它是不是能够用通用的影视艺

术语言表达出本国或本民族特有的文化精髓暠[1],这
就让某种类型的纪录片“成为了增强国家软实力的

最好途径暠[2]45。
电视纪录片作为民族文化的一种载体,在其创

作过程中多以纪实与艺术、再现与表现的手法着意

刻画本民族文化、历史、地域以及其中的风土人情、
社会习俗、民众情感等具象化或感性化的信息,从而

构建本民族范围内的文化共识,加强民族的凝聚力。
在新媒介环境影响下的国产电视纪录片自2005年

后在表现民族文化与国家观念上有了更加“主体暠和
“自觉暠的精神,一方面是因为新媒体的个性化突出,
使电视受众的审美化要求提高及多样化选择增多,
对表现式样更加苛刻;另一方面是新媒体的爆发式

运用使民族精神与国家文化的国际传播变得更加鲜

明,文化内容的生产成为了国产电视纪录片的核心

031



竞争力。央视参与制作并播出的众多大型纪录片就

是树立形象化之标杆的最佳诠释。从2005年《故
宫》开 始,到 《大 国 崛 起》(2006)、《伟 大 的 历 程》
(2008)、《复兴之路》(2009),再到《敦煌》(2010)、《美
丽中国》(2011)、《舌尖上的中国》(2012)等等,这些

大型纪录片都以其纪实的形式与恢弘的艺术再现手

法引起了国际国内民众的广泛关注与赞许。而分别

于2007年和2009年播出的《香港十年》与《澳门十

年》,更是新媒介环境下表达我国民族文化与国家观

念的前期力作。作为主流纪录片,《香港十年》与《澳
门十年》更具有题材的特殊性,因为两地都有西方殖

民的历史,对于这样一个特殊的地域,如何将真实情

况传达而又不失纪录片本身的艺术水准? 这使两部

片子在新媒介环境下最直接地表现为从单向平面到

交互立体的形式的构建,以及从模式化与表面化到

深度挖掘的内容的表达。
在新媒体迅猛发展的推动下,我国电视纪录片

所传播的民族文化与承载的国家观念已变得越来越

丰富多样,涉及民族文化的方方面面。从内容上看,
有纪录传统文化特色的,诸如地方戏种、文化绝技、
传说、舞蹈等;有纪录现当代文化现象的,如著名作

家、艺术家、社会名人等;有纪录地域文化与民间奇

特的,如饮食、娱乐、体育以及相关人物等;更有纪录

国家历史、普通民众生活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从形

式上看,所囊括的范围是我们视野所及之内的种种

传播观念的演变,诸如英国 BBC 模式的中国化形

态,美国探索频道的本土化运用,另外更有国家表达

模式的体制化革新。当然,新媒介环境还孕育了相

当数量的社会化纪录个体,他们所表述的内容也凸

显出普通民众对民族文化与国家观念的理解,他们

将那些充满想象与活力的影像渗透到了新媒体所及

之处,这充分体现出了新媒介环境下的“文化自

觉暠[3]190,将一种可以振兴民族的软实力通过草根化

放大,被越来越多的民众所领略。
同样,从《新中国记忆》(2008)、《辉煌六十年》

(2009)、《盛典》(2009)、《望长安》(2009)到《大三峡》
(2010)、《同饮一江水》(2011)、《走向海洋》(2011)等
影片可以看出,中国电视纪录片获得了一种在主流

话语体系中积极展示国家形象的叙事视角[4]。而且

那些以民族文化为载体的国产电视纪录片的制作,
更是以新媒体环境下国家观念传播为目的真实地记

录了曲折历史与灿烂文化,唤醒了人们对于民族传

统的历史记忆与文化感知。新媒介环境下,外来文

化充斥着国内媒体,抢占着“认同暠先机,而以《故
宫》、《敦煌》为代表的这类纪录片所表现出来的对本

民族文化的赞扬和推崇在一定程度上将国家形象与

民族观念国际化了。
二暋表达中西文化碰撞,展现新的时尚感与国

际化

在新媒介环境下,国产电视纪录片的传播形式

与表达内容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纪录环境的基本格

局与纪录生态随之发生了较为深层的转变。国产电

视纪录片所展示出来的形态,不管是宣教型、审美型

还是消费型的[5]15-16,都带有不同于传统叙述的时

尚感与国际化;而某些涉及中西方文化的纪录影像,
更在新媒介环境的包围中,体现出了我国民族文化

存在与突围的某种新策略。在新媒体普遍发展之

前,中国文化在西方主流文化语境中缺少话语权,
“中国暠往往成为落后与保守的代名词。自19世纪

以来,西方人所提及的、所认识的东方,“往往是带有

某种神秘性的东方,更多的是烙刻着某种他者性和

历史性的屈辱的事物暠[6]206。而随着新媒介的迅猛

扩展,交流变得非常便利,社会个体对纪录的渴求及

满足感的获取愈来愈趋向于对审美化的人的现实理

解,进而对国产电视纪录片的主体地位和国际声誉

的改变与提升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使国产电视纪

录片在进一步挖掘传统的情况下,有了与西方直接

对话以及产生平等文化碰撞的可能。
纪录文化的传播流向与媒介的形态和表达方式

是密不可分的,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进一步提升,与
新媒介环境影响下国产电视纪录片的整体战略有极

大关联。现实环境告诉我们,必须具有自己的主动

性,即从一个新的高度诠释中国形象,如在央视已播

出的《圆明园》(2006)、《昆曲六百年》(2007)、《台北

故宫》(2009)、《望 长 安》(2009)、《公 司 的 力 量》
(2010)、《华尔街》(2010)、《当卢浮宫遇见紫禁城》
(2011)等就是这样的作品,它们探索出了我国文化

国际化传播的一种可行性路径;因而,新媒介环境下

的国产电视纪录片所选择的诸多可行策略,如内容

民族化、传统化、情感化,形式国际化、时尚化、个性

化等,传播网络化、及时化、普遍化等,都使我国传统

文化精髓的国际交往与交流成为可能。
新的传播环境要求国产电视纪录片在策划中具

备全球意识,在内容展现上不仅要体现出精准的力

131

骆志伟暋新媒介环境下国产电视纪录片的传播策略



度,在节目形式上还要表达出国际环境中不同受众

的意愿。电视版《故宫》的电影化处理,并在全球发

行;《圆明园》中以三个传教士作为叙事者;《望长安》
与同一时期鼎盛的罗马帝国文化进行比较;《昆曲六

百年》也如同前三者,在中西文化的对比之下呈现了

某种碰撞。最值一提的《当卢浮宫遇见紫禁城》,更
是中西方文化碰撞影像化的直接体现,通过合理有

效的安排与巧妙的对比,使中西方文化观念在声画

中显示不同于传统叙事的美感与深度。该片以比较

的形式审美化地创造了中国艺术史与世界艺术史的

完美结合,既清晰地呈现了融中国艺术于其中的世

界艺术史的发展脉络,也在比较之中深度探讨了中

国艺术精神在世界艺术史中的独特地位,是将中西

方文化的碰撞影像化表述的里程碑式的代表作品。
作为一部展现了东西方审美交流与艺术探索的大型

国产电视纪录片,《当卢浮宫遇见紫禁城》以艺术史

为线索,根据卢浮宫的馆藏分类,分别演绎了古代中

亚、埃及、希腊、罗马以及中世纪文艺复兴不同时空

背景下的东西方艺术的历史演进,在宏大的视觉飨

宴中展示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碰撞与融合,实现了

对中西方审美与艺术的解读,探索了艺术史的传承

与反思,从两种维度对中西艺术文化做了解读,以经

典个案解剖了各个历史时期东西方文化的独特内

蕴[7]89。这种在新媒介影响下的中西文化的碰撞十

分具有新意,呈现了不同于传统叙事的某种形式。
从新媒介发展前后的国产电视纪录片的表达方

式都可看出中西方文化碰撞的点滴,只是新媒介使

这一现象变得更加明显与广泛,使如今的国产电视

纪录片更加具有了审美意识与输出理念。中西文化

最大的差别在于,中国文化强调整体,而西方文化强

调个体,其中的不同可以看作是直线与圆环的区别,
“西方文化的线性表现为直线的单点独进,强调个人

潜力的发挥、个人目标的实现以及个人利益的追求。
中国文化的环性表现为圆环的整体向心,注重群体

关系 的 和 谐、群 体 目 标 的 统 率 和 群 体 利 益 的 维

护暠[8]69。如此的“单点独进暠和“圆环向心暠在新媒

介发展后的传播中衍变为了中西文化碰撞的无限可

能,使不同文化最终趋于互进互补与和谐发展之态。
三暋创造“即时暠影像时代的话语规则与新媒理

念

纪录片既是对真人真事的真实记录,也是由编

导完成的一次创作行为,镜头记录的是被创作主体

所折射的现实。在主观与客观、发现与表现的纪录

影像中,如何挖掘故事的细节、彰显真实性和感染性

是新媒介环境下国产电视纪录片发展中尤为重要的

方面。自2005年《故宫》后,国产电视纪录片在情感

类型与表现手法上与之前的纪录表达有了较为明显

的差异,具体体现为对大众化与普适性的追求真正

迈向了更为宽广的平台,进而使国产电视纪录片的

网络化传播成就了另外一种纪录文化,即网络影像

时代所形成的纪录话语规则。其传播内容包括社

会、经济、自然、历史、人文、地理等。在新媒介时代,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参与到以“个人化、数字化、网络

化暠为标志的新纪录片风潮当中[9],某种渗透社会生

活细节的纪录运动在新媒介的簇拥下昂首而行。
国产电视纪录片的网络化与普适性衍进仍在继

续,但我们看到了在某些框囿和规制变化之后,它将

回到新的纪录高度。“即时暠影像时代的到来使国产

纪录片关注了更多样的现实视野,并拓展了更宽广

的理论维度,而新媒介环境本身所具有的多元性和

异质化所形成的话语规则,已经影响了国产大型纪

录片的美学表达方式。中央电视台2012年元旦起

播出的《故宫100》,就以每集6分钟时长的方式,讲
述了故宫100个空间故事,并首次公开展示故宫的

众多非开放区,如皇家私密空间、宗教场所等。这种

短小精致的方式就是网络新媒体时代快捷及时和多

样灵活的体现。网络化正影响着中国电视纪录片的

传播方式,使其从小众走向大众,从宣传的手段变为

了生活的内容,从而形成了“即时暠影像时代的独特

景观。
传播学者麦奎尔在其知名著作《受众分析》中提

出这样一个观点:在新媒体环境下,所谓的被动的收

听者、消费者、接受者或目标对象,这些典型的受众

角色将会终止,取而代之的将是下列各种角色中的

任何一个:搜寻者、咨询者、浏览者、反馈者、对话者、
交谈者[10]158。而国产电视纪录片在新媒体的影响

下选择利用网络的方式来扩展自己,其实就是对纪

录民众所建立的话语规则的正面回应。国产电视纪

录片网络化发展更使某些边缘化的纪录影像的传播

态势有了根本的改变,民众影像时代的纪录片借助

于网络的开放性发展,依托于网络实时互动性分享,
形成了新媒体时代纪录片的传播模式,而这种模式

所表达的生存理念正是形成新规则的基础。在新媒

介的影响下,纪录片创作者越来越突出强调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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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众性,并尝试在纪录片中融入故事化、娱乐化、
个性化元素。发展大众纪录片的叙事语言与多元类

型风格,这已成为了新媒介环境下纪录片发展所关

注的主体。在营销成本低廉、传播效果极佳的网络

化媒体的影响下,国产电视纪录片也必将在丹·吉

尔默所言的“自媒体暠时代塑造出纪录的新纪元。
自2008年开始,部分网络媒介涉足纪录片领

域,使网络成为了纪录片播出的又一重要平台和渠

道。2009-2010年间,很多网络媒体,如中国网络

电视台、搜狐网、奇艺网、优酷、土豆等纷纷创办纪录

片频道,电视纪录片的网络化表达就成为了其传播

中非常重要的部分;而从2011年至今,网络化更是

旗帜鲜明地成为了纪录文化的独特形式,显示出新

媒介环境下纪录片传播的即时性、开放性、多样性与

交互性,那种及时、分享的话语规则以网络化普适性

渗透到社会生活的细节,使新媒介环境下的国产纪

录影像形成了自我的话语规则,《舌尖上的中国》就
是发端于电视,火爆于网络,最终形成“舌尖暠文化的

突出代表。
四暋扩展纪录维度,酝酿鲜明视觉创新与艺术

突破

随着数字媒体的深入发展,影像传播的社会环

境也发生了质的变化,网络技术、数码艺术、数字电

影电视等新兴媒体技术不断挑战着传统媒体的表达

形式。新媒体技术也使视觉传播由单一转向多维,
国产电视纪录片在新媒体影响下也突出了其数字化

理念,加强了其新媒体意识。国产纪录片新媒体意

识的表达以创造性思维为先导,通过纪实而蕴含张

力的影像显示独特、新颖的意念表达方式和呈现形

式,并以巧妙的叙述形态传达新颖的信息内容,引起

民众关注并形成思考,产生共鸣。在近几年的纪录

影像中,众多电视纪录片都有如此体现,诸如《大明

宫》(2010)、《中国现代奇迹》(2011)、《千年菩提路》
(2011)、《青铜王朝》(2012)等等。

这种在新媒介环境下精心营造的富有自然平

衡、社会精神与人之生活气息的纪录影像正在以电

影化的创制理念吸引广大的纪录片观影者。这种纪

录片的电影化理念以一种客观的视点为基础,以平

实生动的影像造型呈现事件以及人物的自然状态,
形式上是电影大片之感,内容上是质朴与自然的,呈
现出既精心营造又充满生活气息的味道,近期热播

的《舌尖上的中国》就是此类作品。

新兴媒体的应用不仅给受众带来了全新的视觉

感受,而且在视觉样式的扩展和应用方面也为受众

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从而使受众有了不同于以前

的心理状态、价值取向、审美意识以及时空观念等。
国产电视纪录片近几年的发展就是在充分利用新技

术形式及新媒介传播样态的情况下,呈现给观众如

此大气又极富情感的作品,给了观者一种全新的体

验。纪录片编导们通过新媒介形式的创造性把握,
把纪录主体的形象做得更具有想象性、创造性,表现

更具美感性、情感化。“我们看到的式样,已不再是

日常世界中的‘自在暞之物,而成为一个完备整体内

精心设计的一个部分。电影形式甚至可以让我们重

新认识事物,打破我们惯常的积习,提示听、看、感受

和思考的新方式暠[11]33。国产电视纪录片的电影化

创作理念使纪录影像更富有美感,使思辩和逻辑更

具力量,《舌尖上的中国》所掀起的一轮纪录片观影

热,就最直接地使观者产生了听、看、感受和思考纪

录的新方式,该片所运用的图像处理及声画剪辑手

法都是目前国产电视纪录片电影化叙事的新拓展,
其视听语言的质朴表达值得借鉴和推广。

而那些通过真实改编的电影化的纪录短片将更

具灵性的东西赋予了纪录本身,使树木做着手势,群
山充满着深意,每个物件都变成了人物[12]。如此人

性化理念的影响,在美学上夯实了纪录的内涵并扩

展了纪录的维度。新媒体环境所要求的纪录片的这

种短片创作意识与电影化拍摄理念使国产电视纪录

手法作出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在这个以数字技术为

特征的时代,真正让纪录声画更具视觉冲击力,增添

了观众更丰富的视觉想像。
新媒介信息时代,如果国产电视纪录片所抓取

的信息不独到,在深度与广度上无见解、无发现,它
便缺少了吸引观众的基本价值;以新媒体技术为手

段的时代,如果手法不新颖、不丰富,它便不足以吸

引观众的眼球,便没有最鲜活的表现力,国产电视纪

录作品就有可能被看多了好莱坞大片和西方纪录影

像的新时代观众所撇弃。因此,以新媒体意识、电影

化理念作出视觉创新与艺术突破,不仅在内容和形

式上扩展了国产电视纪录片纪录的维度,而且更重

要的是给了国内纪录片观众更多的审美感受和更具

体的关注理由。

综上四方面所述,新媒介下的国产电视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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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承载与表达、创造与扩展暠诠释了其在新环境

中的传播策略,形成了某种适应性及鲜明特色的中

国化纪录片表现形态,而此种形态还将随着新媒介

的扩展与延伸发生更为具体的改变,最终形成以某

种类型或模式为核心、以多样显现的纪录影像为外

围的和谐统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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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CommunicationStrategyofDomesticTVDocumentaries
inNewMedia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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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thedevelopmentofnew media,domesticTVdocumentarieschangedtheir
traditionalwaysofcommunication.Withinthereachofnewmedia,thewaysofcarryingnational
cultureandideaofstates,aswellasthecommunicationbetweeneasternandwesterncultures
havegreatlychangedandgainednewcharacteristics.Thedocumentariesofalldetailsofsocial
life,withitsweb灢basedserviceanduniversality,iscreatingvisualinnovationandartbreak灢
throughwithnewmediaawarenessandcinematicnotion.Therefore,thedimensionofdomestic
TVdocumentariesisbeingenlar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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