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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用访谈牵出背后故事；用重现感恩革命先辈；既有人物内

心独白，偏向戏剧化地展现；也有在特定的背景下，影视化的演
绎，在这样多重叙事的艺术表达下，《故》不仅重现了经典，更
挖掘出经典背后荡气回肠的真实印记和时代精神，真正达到了引
人重温历史，感受民族精神的节目宗旨。

1  栏目中多元化叙事风格
如何摒弃老套的叙事方式，打破固有的思维模式，对于一

档新节目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栏目的标新立异、节目样态等都是
关键之所在。《故》在栏目创意上突破了传统，无论是其叙事风
格还是演绎方式，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突破。

1.1多重叙事打破传统结构
与央视众多节目相比，《故》采用了比较新颖的多重叙事

的表达方式。对影视而言，叙事艺术是通过画面、灯光等造型手
段来完成的，在节目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故事里的中国》
节目得以突破传统小说的线性叙事,以影视画面构建了主题并置
的叙事结构[ 1 ]。”“访谈 + 戏剧”的模式使它在叙事结构上将

“渐进式叙事结构”和“戏剧式叙事结构”交叉进行。同时，《故》
还打破了传统的叙事模式，采用了“1+N”多舞台空间，从横向空
间和纵向空间进行多线并行的立体化叙事，横纵交错的多维空间
为塑造生动立体的人物形象和人物故事创造了更多条件。节目
中，有访谈、有戏剧、有影视、还有综艺，通过多角度、多视点、
立体化展示人物形象，层层深入到人物本身，从而完成整个人物
故事的叙述。整个节目除了借助舞台表演来进行叙述外，还依附
于嘉宾的纪实访谈，由访谈串联整个节目的内容，完成了多线且
立体的叙事结构，多样化的叙事结构转换自然,减轻了观众审美
疲劳,丰富了叙事内涵。

1.2多重舞台演绎历史故事
《故》是将历史与文化结合，通过影视、戏剧、综艺这三种

艺术形式来演绎经典片段、访谈主要人物以及再现真实故事背后
的情感力量。“我们这次设计了三个舞台，一个是主舞台的一号
台，演员内心的表达都可以在主舞台上展现。我们还有二号台和
三号台，是影视化的表演空间[ 2 ]。”栏目在表达内容的基础
上，也进行了舞台上的创新，节目组同步搭建影视放映、综艺访
谈和戏剧表演的三维空间，而这种空间，恰好迎合了年轻人的

“时尚”、“潮流”，不仅演绎了经典，更拓展了受众群体，拉近了
当代受众和时代经典之间的距离。

1.3多重叙事中戏剧表演
《故》因为要演绎经典的历史故事，所以对演员的要求是

非常高，不仅要理解人物还要把人物给演活，这就需要演员更
加精准地拿捏人物、演绎人物。营造并运用沉浸式的戏剧表演
方式，更能够给观众带来视听震撼。所以，多重叙事的重担
不仅落在了编剧、导播、舞美、剪辑身上，还真真切切的落
在演员身上。“随着电视制作技术的发展、外在媒体竞争和自
身创新革变的需要，对电视舞台美术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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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故事里的中国》（以下简称《故》）通过系统梳理与总结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现实主义题材文艺作品，以“戏剧

+影视+综艺+访谈”的综合表达方式，演绎经典片段、访谈主创人物、再现真实故事背后的情感力量，使之成为新中国的“影像

艺术博物馆”，尤其是多重叙事手段的运用，使故事更加鲜活，使节目更加张弛有度，节奏感极强，把观众带回到历史之中，引人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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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既要有效服务于电视节目的艺术要求，又要实时结合现代
艺术元素，融入现代媒介技术。在演播室现场，舞台表演空间是
有限的，而舞台美术的形式是多变的，在通过舞台背景来体现节
目的主题、意蕴内涵下，充分运用现代媒介技术，并与灯光、人
物造型等相配合，进一步强化节目的艺术感染力。”这一切的呈
现都是建立在各部门齐心协力的基础之上。

2   多重叙事视角下的时空新格局
对于《故》而言，无论是时间叙事还是空间叙事，都是

为了再现经典、表现革命精神，歌颂英雄气节。它不仅使用了传
统叙事手法，同时融入空间与时间多重叙事的艺术性，并承载着
巨大的思想价值。

时空架构是传记类题材作品较为常用的叙事手法，以人物真
实的人生经历作为叙事的起点，展开大跨度的空间跳跃，从中截
取符合的人物形象，用完整的叙事时间和稳定的叙事空间形成对
人物身份的全方位解读。《故》在时空架构中营造历史氛围，强
化时间概念，并用于对人物形象的典型化塑造。当事人讲述完之
后，让观众跟随当事人所处的物理空间，寻找英雄传奇之精神，
在情感和精神上得到观众的认同。

戏剧舞台的再现场景设计是《故》在时空表现上一大亮点，
能够有效地拉近观众的距离。从《永不消逝的电波》到《红高粱》，

《故》采用多维度的立体空间结构，将影视作品中的真实故事在
明确的空间构架中再现，每一期的戏剧效果都十分震撼人心，不
仅通过营造真实的物理空间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更对英雄人物
精神进行了深层次的解读。戏剧化的叙述模式、多维化叙事视角
是栏目“多重叙事化”的基本手段。作为一档戏剧、影视、综艺
汇聚于一体的栏目，《故》的精彩之处还在于通过戏剧化叙事加
重了精神的新格局。“多维度叙事视角”的叙述者不仅包括事件
当事人和参与者、见证者、知情者等多类相关人，而且包括以解
说、字幕、音乐、包装等多种形式进行第三人称叙事的创作者。

3  结论
《故》用偶像演绎偶像，用真人讲述真事，用经典致敬经

典，邀请经典的创造者和时代亲历者讲述文艺作品背后的真实故
事，让弥漫着时代光辉的中国故事、中国精神代代相传。《故》采
用“1+N”多舞台形式，立体化、多线并行的多重叙事结构是其最
大亮点之一，逻辑清晰、节奏鲜明。对观众而言，观看时的“上
帝视角”，更是一种置身其中的“VR体验”，沉浸在与舞台中人物

“同呼吸共命运”之中，对平凡的英雄、戏剧背后既鲜活又真实的
真实人物，充满敬畏与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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