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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视域下敦煌影像风格转向及价值探讨
——以微纪录片《敦煌：一事一生 一人一窟》（2020）为例

 申宁宁

（厦门理工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1）

摘要：21世纪以来的20年间，世界各国在敦煌文化的影像化传播中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这不仅成为敦煌历史的宝贵影像档案，

也成为普通人了解敦煌和走进敦煌的最佳途径。基于此，社会各界人士有必要立足于传播学视域下分析敦煌影像风格转向和现实意义，

本研究以人民日报新媒体联合敦煌研究院于 2020 年共同拍摄的微纪录片《敦煌：一事一生 一人一窟》为例，从影像传播的角度出发，

分析新媒体时期敦煌题材纪录片影像传播策略，及其影像风格、叙事视角、叙事结构的变化，探寻变化背后所折射的新时代影像传播要

素及理念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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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人们的艺术素养和文学素养

不断得到提升，其中敦煌影像受到更为广泛地关注，为弘扬传统

优秀文化，传播敦煌影像，人们有必要基于传播学视域下来进一

步研究，在把握敦煌影像价值的基础上，探究风格的转变路径和

方式。鉴于此，本文以笔者实践调研为着手点，简要阐述敦煌影

像的研究背景，以微纪录片《敦煌·一事一生 一人一窟》为例，

进行内容概述和艺术特点分析，最终能够探究从纪录片到微纪录

片看敦煌影像传播转向发展路径，以期对相关研究人员提供理论

基础和参考依据。

一、研究背景

“敦煌”是中国文艺创作的重要题材，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

着电子媒介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发展，影像传播因其声画结合的艺

术魅力和故事张力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并且逐渐成为

大众传播媒介中传播效果最好的媒介之一。结合笔者的实践调研

可知，21 世纪以来的 20 年间，世界各国在敦煌文化的影像化传播

中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这不仅成为敦煌历史的宝贵影像

档案，也成为对敦煌文化好奇的普通人了解，走进敦煌的最佳途径，

有着极为突出的研究价值。 

 自 2004 年起，中国各级各类媒体平台推出十余部关于敦煌

文化的纪录片，围绕敦煌历史文化艺术主题，从不同角度、不同

层次来纪录与解读，其内容涵盖有敦煌历史渊源、考古价值、书

画艺术等诸多门类，逐渐形成了一部敦煌历史文化的珍贵影像志。

但是除了 2010 年中央电视台推出的纪录片《敦煌》和日本 NHK

电视台于 2008 年拍摄过一部上下集纪录片《敦煌莫高窟美之全貌》

引起广泛关注外，其他影像传播内容虽然在影像艺术本身具有这

较高影像制作成就，但是并未在传播上广泛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以上类似的问题对于传播敦煌文化来讲是一种遗憾。在敦煌影像

创作研究过程中，仅有研究中多集中在中央电视台 2010 年拍摄的

纪录片《敦煌》的拍摄手法与叙事风格上，近年以来，关于敦煌

影视动向的关注与研究甚少，敦煌影像传播与影像风格嬗变的分

析研究更是寥寥无几，因此，有着较大的研究空间。

综观近十年来敦煌文化纪实影像的叙事嬗变，我们可以看到

纪实影像中的敦煌叙事正在实现着从小众范围的传播、历史影像

纪录到强化纪实中的艺术性和故事性，使纪实过程变为一种艺术

体验和认识过程的大众传播、审美纪实、人文敦煌的叙事嬗变，

而这嬗变背后的原因为本研究提供了学术空间。本文以 2020 年人

民日报新媒体联合敦煌研究院共同拍摄的微纪录片《敦煌：一事

一生 一人一窟》为例，从影像传播的角度出发，分析敦煌学在新

时期影像传播中的叙事策略，风格、视角、结构的变化，探寻变

化背后所折射的新时代影像传播要素及理念变化。 

二、微纪录片《敦煌·一事一生 一人一窟》概述

（一）微纪录片《敦煌·一事一生 一人一窟》简介

 于 2020 年人民日报新媒体联合敦煌研究院共同拍摄推出了

七集网络微纪录片《敦煌·一事一生 一人一窟》片，每集约为 8

分钟，并且本片以敦煌学者为切入点，着重讲述了敦煌人与莫高

窟的故事，记录了敦煌人一生坚守大漠、一生奉献的动人故事。 

其中 7 集纪录片中，每集讲述一个人和一个洞窟的故事，每个研

究者都有最钟情的一个洞窟，这也是这些研究者人生中的标志性

研究成果，莫高窟的研究者择一事、终一生，而这也正是敦煌研

究院的传统，也“工匠”精神的最佳体现。本片更大的研究意义

在于敦煌影视传播的大众化转向敦煌影视传播从典藏、绘画的艺

术传播到敦煌研究者“择一事、终一生”的敦煌精神传播，让受

众在感受影像的艺术美、敦煌人的品格美的同时，链接起精英文

化与大众文化的交融，在择一事，终一生的情感共鸣中寻找共情。

（二）敦煌文化传播现状与受众需求分析

著名思想家麦克卢汉曾说过，“媒介是区分不同社会形态的

重要标志，每一种新媒介的产生与运用，都宣告一个新的时代的

来临”，在步入 21 世纪以来，新媒体以其信息迅速整合、实时传

播等特点受到各行各业的青睐和认可。新媒体技术能够为人们的

工作和生活提供一系列便捷的交互型媒体平台。基于此传播平台

与受众需求的现状下，微纪录片则实现了传播快捷、体量微小、

更具亲民性的传播效果，一般情况下，都是以手机、网络等移动

或网络媒介为传播平台，并且会立足于个人的视角来观察记录身

边的人和事。作为纪录片拍摄的一种新业态，微纪录片的产生以

及人们对微纪录片的关注度为纪录片的创作和发展开辟了一个更

为广阔的空间。微纪录片既继承了传统纪录片的纪实性特点，又

拥有新媒体的文化特征和传播特征，给新时期处于困境中的纪录

片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微纪录片《敦煌·一事一生 一人

一窟》（2020）就凭借其新媒体时代的传播特点，使敦煌文化再

次走进人们的视野，受到更多人群的关注。

三、微纪录片《敦煌·一事一生 一人一窟》影像艺术特点

（一）碎片化、易传播的叙事结构

新媒体时代，是碎片化的传播和阅读时代，微纪录片以其节

奏明快、时长短小、信息量大、传播迅速的特点，成为新时期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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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视听产业的佼佼者，由于其需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将表现对象较

为立体地展现出来，因此，微纪录片抛弃了传统纪录片中长镜头、

慢讲述的娓娓道来的方式，碎片化的叙事结构和方式、跃动的叙

事思维成为微纪录片的叙事策略。 微纪录片《敦煌·一事一生 一

人一窟》每集聚焦一位敦煌学者，将学者与其所钟情的洞窟相勾

连，为观众展示各个洞窟的故事，从而辐射到历史文化的每个层

面。 由于微纪录片时长短的特点，所以其内容相对来说比较集中，

每一集都是一个小碎片，碎片化的叙事构成了每一集的整体内容，

而每一集又构成了整个系列的完整性，而这样的叙事方式打破了

以往敦煌纪录片片长 40 分钟的庞大体量，使其便于微时代的收看、

传播，进而能够提高其传播效能。 

（二）多元化的叙事视角

微纪录片作为网络时代的代表作品，其与传统纪录片相比更

具有亲民性和传播性。为了满足新媒体微传播时代受众的审美需

要，需要在创作过程中第一视角为主，与此同时，还要辅以内视

角与上帝视角相结合的叙事方法。与传统纪录片的宏观视角相比

而言，《敦煌·一事一生 一人一窟》叙事视角更加微观，以一人、

一景（一图）为切入点，全面地展示“敦煌人”对敦煌的研究与

情感，引领观众踏入“敦煌人”所经历的环境中，以真实的生活

场景缩短与受众的距离，从而身临其境地获得一种亲切感与参与

感，增加纪录片的人文性。 比如在“赵声良与 61 窟”这一集中，

主要讲述了敦煌壁画《五台山图》的相关知识以及赵声良对其的

研究，在赵声良的讲述中，可以感受到他在研究中的喜悦以及敦

煌艺术带给人们的震撼，如果说敦煌、壁画、宗教对于普通受众

来说依然遥远，无法取得共鸣的话，那么，一个热爱敦煌的人对

其专业的热爱、喜悦、痛苦等所有人类共同的情感则可以获得广

泛的共鸣与共情。 

（三）视听风格分析

由于微纪录片具有时长有限，篇幅短小的劣势，因此，微纪

录片是不适合在一集的内容里表现时间跨度大、历史厚重感强的

题材，也难以对人和事做全面、立体、思辨式的展现。相比传统

纪录片的宏大叙事，微纪录片是以细节见长、靠细节取胜的艺术

形式。创作者就需要捕捉人物活动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细节并在

纪录片中将其放大，通过讲好一人、一物或一事达到给观众留下

深刻的印象的目的。 与传统纪录片多线索的复杂叙事方式相比，

微纪录片则更倾向于通过以点带面来呈现要表达的内容，用对细

节的关注来构造相对完整的画面，从而将故事的全貌用最短的篇

幅内呈现出来。因此，为了彰显细节，微纪录片《敦煌·一事一

生 一人一窟》往往多用小景别、浅景深的镜头语言。这样既突出

了细节，又加强了视觉冲击力和局部叙事功能，也适合移动媒体

传播平台收看与传播特性。

四、从纪录片到微纪录片看敦煌影像传播转向

虽然我们无法从一部从微纪录片做出敦煌影像表达微时代到

来的判断，但从本片从呈现的影像风格、叙事方式的变化，我们

依然可以看出不同时代的敦煌文化传播需求所带来的传播载体、

路径、效果的变化。 

（一）微传播是全媒体时代敦煌文化传播的必然路径

全媒体时代下，互联网已经深度参与到纪录片的创作过程中，

微纪录片由于体量小、题材垂直细分、内容节奏快，给纪录片注

入了新的想象与发展空间。 网络纪录片的题材更为广泛，相对轻

松、贴近生活，极易引起受众的在线关注。网络纪录片以互联网

为主要播放载体，作品自带很强的互动性和传播性，并能在网络

与新媒体平台上结合观众及时的反馈，对内容进行及时调整。腾

讯视频 2018 年推出的微纪录片《风味人间》以矩阵的方式进行传

播创造了现象级传播。 《敦煌·一事一生 一人一窟》在人民网新

媒体用户端推出后也引起了网友的广泛关注，全媒体时代，我国

纪录片创作的题材更为多元、丰富，外在形式上体量变小、时间

变短、节奏变快，制作与传播平台改变的同时也改变了纪录片的

受众及其观看方式。 

（二）互文共生是敦煌文化传播的必然选择

近年来，我们在敦煌文化传播研究过程中可以明确感受到，

敦煌传播者所做的尝试与选择，他们在敦煌文化在主流电视媒体

渠道播出基础上，进行多渠道延伸、多平台布局。其中除去微纪

录片之外，我们还看到了敦煌研究院在抖音号、微信公众号、微

博用户端等多种新媒体平台上做出的多种探索。在此过程中，官

方尝试融合文字、动图、视频等多种传播符号来大力宣传与推广

敦煌文化，旨在覆盖多元化使用者群体。结合多媒体平台传播成

效可知，虽然新媒体用户端的运营手段与内容仍具有一定的传统

性与学术性，但是在互文作用下，依然可以在敦煌文化传播中起

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于 2015 年《生活月刊》推出的《敦煌：众人

受到召唤》与众多介绍敦煌壁画、泥塑，讲述传奇故事、飞天菩

萨的敦煌书籍有所不同，主要讲述的是关于人—— 敦煌人的故事。

这本书从各个方面着手分析，其中近乎全景式地呈现了几代“敦

煌人”在荒凉的戈壁沙漠上的日夜守护和心路历程，七十多年的

酸苦甘辛咸，在描述中如一幅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 这本书的

叙事视角与纪录片《敦煌·一事一生 一人一窟》的共通之处就是

将一座洞窑与一个（群）人的相遇为切入点，通过敦煌那些平凡

的或者不平凡的守护者的故事，让更多的读者、观众走进敦煌、

了解敦煌，从一本书、一部纪录片两种传播介质的共同叙事视角中，

我们可以看到敦煌文化传播中的传播转向与选择。 

五、结语

总而言之，在新时代背景下，敦煌文明不仅是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瑰宝，它的价值

不仅仅体现在学术研究上，更应内化为每一个中国人内心的文化

骄傲，传播敦煌文化，让受众了解敦煌文化也是敦煌研究者的职责。

综观近年来敦煌文化传播路径与方法，我们可以看到敦煌艺术已

经开始由学术研究到大众传播，由艺术赏析到人文、时代沟联，

由单一媒介传播到多媒介传播的传播趋势转向，也看到了敦煌文

化传播中由艺术、学术单一研究价值转向更能为普通民众所接受

的基于“敦煌人”的传播方式转变，这样的转向无疑将使敦煌文

化更易于走近更广泛的受众人群，从而产生更加深远的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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