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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微纪录片后期制作研究
——以咸宁非遗微纪录片为例

李齐澳

（武汉工程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0）

摘要：微纪录片伴随着科技的发展被搬上了历史舞台，并成为当今碎片化、快节奏化社会中必不可少的文化精神需求。与此同时，

国家出台的一系列非遗文化相关的政策，意外的促使了让原本缺乏关注的非遗文化与微纪录片相结合，慢慢走进了人们的视野。本文针

对非遗微纪录片的后期制作进行研究，旨在制作出质量更好的非遗微纪录片，引起更多人对非遗文化的关注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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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非遗微纪录片大行其道时，逐渐形成了一种非遗微纪录片

质量参差不齐的局面，不少打着非遗的噱头只为盈利，这种“挂

羊头卖狗肉”的事情屡见不鲜，量变并未引起质变，没有为社会

带来多大的良性影响。究其原因，作为数字媒体设计专业的学者

在此能够看到的是非遗微纪录片的后期制作不尽如人意。

众所周知的是后期制作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部影片的质量，

而作为非遗微纪录片则更是如此。所以，非遗微纪录片的后期制

作理应值得重视起来，更值得研究探讨。

一、非遗微纪录片制作的意义

非遗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极具地域性、民

族性，是不可多得的优秀民间文化作品。然而伴随着时代快速发展，

社会的拜金主义、物质主义催生了人心浮躁，特别是我国的非遗

文化受到其迫害尤为严重，对于非遗文化的保护便迫在眉睫。

本文以咸宁非遗微纪录片为例，对非遗微纪录片的后期制作

进行研究探讨，从而提升非遗微纪录片的质量。借助微纪录片这

一新潮的传播方式，展现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促进对非遗文化

的传播与发展，实现对我国文化瑰宝的保护。

同时也希望通过这一方式让非遗文化得到更多人关注，无论

是学界还是业界都能对非遗文化出一份力，帮助非遗文化走出困

境，加强当地人对本地非遗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也让更多的

人能够看到当地的非遗文化，融入他们的生活，使其薪火相传。

二、非遗微纪录片后期制作研究的重要性

后期制作这一行业随着影视业的发展逐渐让人们熟知，简单

而言后期制作就是利用现代技术对素材进行编排合成，并加以艺

术化，形成完整的视频，给观众带来独特的视听感受。

也许听起来不是很难，然而并非如此，因为在后期制作的过

程中也会遇到很多问题，例如对素材剪辑时的逻辑是什么、如何

制作出令观众满意的画面效果、影片的整体基调是怎样的等。

虽然当今对后期制作的研究已有很多，但是对微纪录片的却

不多，尤其是非遗微纪录片。并且，从非遗微纪录片的本质上来

看便已经决定了不能给观众带来电视剧的欢乐、电影的刺激，所

以对于非遗微纪录片后期制作便是一道难题，然后这道题所引起

的关注、探讨却又极少，因此开展非遗文化纪录片后期制作研究

极具重要性。充分依靠后期制作提升非遗微纪录片的质量，利用

后期制作增加非遗微纪录片的趣味性、独特性，让更多人观看非

遗微纪录片，让非遗文化根植于民间、弘扬于民间。

三、非遗微纪录片的后期制作

咸宁市，位于湖北省东南部、长江中游南岸，当地多个民间

文学、音乐、舞蹈、戏曲等入选为国家级与湖北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本次受邀于湖北省咸宁市展览馆，制作节日、传承人、

美食等一系列非遗微纪录片，记录与弘扬咸宁当地非遗文化。

（一）剪辑

真实性，是任何类型纪录片都应遵守的基本原则，而对于非

遗微纪录片而言最好在做到真实性的同时也做到趣味性。

作为非遗微纪录片，非遗文化就是其本质、核心，所以在剪

辑的时候要通过大量非遗紧密相关的画面去编排展现非遗文化，

但需要注意不能够胡乱堆砌，要具有逻辑性，注意每段素材镜头

之间的联系与画面节奏的舒缓，然后赋予其艺术性。

在咸宁非遗微纪录片传承人系列中，我们需要将实地拍摄的

视频素材与当地展览馆所提供的素材剪辑在一起，以保证真实性。

剪辑时要考虑如何在一定的时间内展现非遗的内容，既不能让观

众感到枯燥又要提起观众的兴趣，对白与表演的结合便是关键。

在观众即将感到无趣时，表演的部分能够作为一味兴奋剂激

起观众的观看欲望，因此，我们将传承人的对白与表演进行巧妙

的结合，在其中适当位置插入花草树木、飞鸟游鱼等空镜头，传

承人对白时的静与空镜头中的飞鸟游鱼的动带来对比，形成一定

的视觉张力。

纪录片长时间的对白必然是枯燥的，合理运用舞台或传承人

展示的视频反复穿插其中，在纪录片正片开始位置放置非遗传承

人亲自表演的视频画面以引起观众的兴趣，在传承人对白中适当

插入空镜头以舒缓节奏，做到松弛有度，对白与表演相得益彰，

在展现真实性的同时也展现了趣味性。

（二）特效

特效与画面相辅相成，从视觉上丰富纪录片的画面效果。

简单直白的画面固然好，但是对于纪录片来说似乎就不合适

了。简单的画面加上特效无疑可以让原本的画面不再苍白、粗糙，

并在一定程度上为纪录片营造了氛围，这些仅依靠画面的剪辑是

无法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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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咸宁微记录片宣传片中，有一段关于丝绸之路的旁白，为

了达到生动丰富画面的效果我们制作了一段地图路线动效的动画

加入其中。

微纪录片的转场效果如何也很重要，在咸宁微记录片传承人

系列中，传承人问题回答的结束与下一个问题回答的开始之间的

过渡位置画面效果该怎样表现是需要思虑的。

在非遗这类的微纪录片转场上尽量以舒缓自然的过渡效果为

主，如交叉溶解、叠加溶解、黑白过渡这类，而不宜过多采用交

叉缩放这类较为夸张的效果，特效上应当尽量简洁、淡雅，选择

使用磅礴大气、富有文化气息的特效，如印章、风吹飘散、水墨、

笔刷等效果。

所以在纪录片中的过渡位置，我们先制作了带有中国风云纹

纹路、山水线条纹路的壁纸作为过渡效果的背景，再搭配着风吹

粒子飘散的效果带来下一段视频标题的出现与消失，为视频增添

优雅、大气的气息，提升了纪录片的整体气质。

其实，无论纪录片的特效如何，都应当是在保证特效不喧宾

夺主的前提下去让纪录片画面变得丰富多彩，增添纪录片的渲染

力。

（三）音效

音效从听觉上增添纪录片的气氛，在音效的选择上同样以画

面为准则，贴合画面，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

好的背景音乐对于纪录片十分重要，选对了可以让观众静下

心来去观看、去思考，调动观众的情绪，使观众深深陷入其中。

同样为了体现纪录片的真实性，在纪录片中插入的表演画面可以

采用真实的现场实地表演声去匹配，而并非单纯的只改变画面不

匹配原声，如果觉得现场实地的表演声过于嘈杂也可以适当进行

降噪等电脑技术处理。

在咸宁非遗微纪录片节日系列中，对于纪录片的背景音乐起

初我们偏执于一律采用偏于中间调的背景音乐，然而在成片时发

现与画面略显突兀，背景音乐中的钢琴、大提琴、小提琴等音色

出现无疑打破了原本的纪录片基调，最后我们寻找了好久终于商

定了四首具有中国特色并带有时尚感的音乐，春节的喜庆祥和、

清明节的淡淡忧伤、端午节的龙舟激情、中秋节的祭月思念，四

个节日的背景音乐虽然都不相同，但其整体氛围是一样的，都是

极具中国特色的音乐，并且每首音乐都非常贴合节日的主题，四

首带有中国风的特色音乐却不失时尚感，伴随着画面渲染了气氛。

除了背景音乐外，在咸宁微纪录片节日系列、传承人系列的

正片中还加入了一两段表演声，以达到真实的效果，用真实的表

演声勾起观众的内心深处的情感。最后，当所有音效素材都处于

合适的位置后，也需要处理每段音效之间的过渡，以及背景音乐、

表演声、对白声的音量大小，还有它们每段声音的音量大小逻辑

关系。

总之，微纪录片的音效基于画面内容给观众带来身临其境之

感，同时在对白声、表演声之外给与人心灵上的打动。

（四）片头

片头，是观众第一眼所看到的，是观众的第一印象，所以片

头的重要性便不言而喻。作为纪录片，同样从片头便开始考虑如

何抓住观众的眼球，快速引起观众的注意。

从片头的色调、风格、镜头的转换上来说都是要以纪录片的

整体基调为主导，如果确定了纪录片整体基调为暖色、极具文雅的，

那么片头的色调便不能采用冷色，风格上不能乱用科技、科幻等

风格，镜头的转换上也不能像抖音、快手短视频那样。

在咸宁非遗微纪录片节日系列中的片头我们则采用了水墨、

相册等风格去呈现，水墨、相册中的蒙版位置所呈现的图片内容

便是我们想让观众看到的，所呈现的图片也都经过了层层筛选，

目的是为了快速交待本片的主要内容，并结合呈现方式的独特给

观众耳目一新之感。

在片头结尾处我们还添加了特属于每个节日的元素，例如端

午节，设计了一叶轻舟淡入的动画效果；例如春节，设计了两朵

祥云浮动的动画效果。在该片头的文字介绍处我们还巧用印章元

素，极大的丰富了片头元素。

在片头的色调上与正片部分的色调保持一致，春节的红色、

清明和端午的绿色、中秋的蓝色，从一开始就奠定了纪录片的整

体基调，再从镜头的转换上严格控制每一个镜头的时间，并做好

之间的衔接，严格但不严肃，从片头到正片做到了自然的过渡。

所以，微纪录片从片头便开始，画面伴随着音效给观众带来

独特的视听感受，逐渐将观众代入到纪录片中，并确立了纪录片

的整体基调。

四、结语

其实无论是剪辑、特效、音效还是片头等这些后期制作流程，

都不是一时半刻就能完成的，制作过程中会反复推敲、修改，不

断调整修改素材、特效以及音效等的内容与位置，并且要严格在

已定好的基调下进行制作，特别是非遗文化纪录片，更加注重质感，

所以在制作过程中要更加用心创作出有趣的、大众喜闻乐见的非

遗文化纪录片，将最真实的优秀民间文化以艺术化的形式呈现在

观众眼前。

总而言之，非遗微纪录片是极具意义的，它应当被赋予时代

精神远远流传下去。也许关于非遗微纪录片需要研究探讨问题还

有很多，但是我相信在今后越来越多非遗微纪录片创作者的努力

下会慢慢解决其中存在的问题，同时作为数字媒体设计的一名学

者也希望可以利用所学到的知识制作出更多优秀的非遗微纪录片，

帮助更多的非遗文化得到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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