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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播出版角度浅谈中国纪录片的未来发展 
◆魏一迪 

（中国传媒大学  北京市朝阳区  100024） 

 
摘要：通过对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到 2000 年和 2000 年至今的国产

纪录片历史发展轨迹进行概括性描述，继而从拍摄题材变化、拍摄技术

变化和传播方式变化三个方面对中国纪录片的未来发展进行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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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随着我国经济水平大幅提升，人们对休闲娱乐和精
神文化方面的需求也与日俱增。然而，此时充斥在我国人民眼前
大小屏幕上的却大多是模仿韩国的以真人秀为代表的综艺节目，
这些综艺节目娱乐有余，却文化性不足，属于典型的快餐节目，
看后即忘，很难真正满足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综
艺节目增多，但真正能走进观众心中的节目却越来越少，这不能
不算是我国电视和网络节目发展的尴尬阶段。 

而就在此刻，以《舌尖上的中国》和《我在故宫修文物》为
代表的国产纪录片却杀出重围，闯出了一片新的天地。这两部纪
录片都是一经播出，就广泛收获好评，网络上经久不息的话题讨
论度和几大视频网站上多达几百万的视频播放量都足以显示，这
样的节目就是现在观众真正需要的节目。纪录片，这个似乎已经
在我国大众眼前消失很久的节目形式，终于以崭新的姿态和让大
家喜闻乐见的方式又回来了。 

然而，仅有两部纪录片的成功并不能真正代表国产纪录片的
光辉岁月就要到来，我国的纪录片产业想要在未来的发展中一步
一步走向辉煌，还有很多努力要做。本文就旨在通过对我国国产
纪录片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简要概括，进而探析中国纪录片未来的
发展要点和方向。 

一、我国纪录片的发展历史及现状 
通俗意义上讲，纪录片就是创作者对真实的社会环境或自然

环境进行跟踪拍摄，力求展现真人真物的真实生活状态，随后辅
以一些艺术加工手法，最终以电影或者电视节目的展现形式表达
出来。通常其表达内容都是客观、公正、且发人深思的。 

改革开放之前，由于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人民教
育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都有很大的不足，所以我国的纪录片行业
发展得也十分缓慢。再加上特殊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因素，此时我
国拍摄的纪录片非但内容和画面不够精彩出色，还大都带有浓浓
的政治色彩，其中以新闻纪录片最为常见。 

改革开放以来到 2000 年之前，这一时期我国人民正享受着
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效益和崭新的生活。此时，我国和国际其他
国家的文化贸易交流越来越频繁，经济水平不断提升，科学技术
也在飞速发展，从事电影、电视和纪录片行业的工作人员的拍摄
理念和手法取得了飞跃式的进步，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习俗观念也
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系列的内外在因素都在推动着我
国国产纪录片的发展走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一时期，我国
拍摄的纪录片题材不再局限于政治新闻纪录片，而是广泛取材，
包括人文历史、自然风光、军事战争片等等。 

2000 年至今，我国纪录片行业正式进入了百花齐放，百家
争鸣的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的市场经济得到飞速发
展，人民群众也更加追求个性化的生活方式，所以早期传统的、
叙事节奏缓慢的、教化意味强烈的纪录片几乎已经完全不能适应
当下人们的生活需要，逐渐要被市场淘汰。这十多年里，评价高
的、影响广泛的纪录片比如《大国崛起》《故宫 100》《舌尖上的
中国》《最美中国》《鸟瞰中国》《我在故宫修文物》等等皆是叙
事节奏清晰明了，剪辑快速，声音画面完美契合，并且又带有一
定的趣味性和娱乐性的，可以说甚是符合现代中国人心理需要和
生活节奏。而这也正是国产纪录片今后发展的方向之一。 

二、我国纪录片的未来发展要素及其方向 
（一）拍摄题材的变化 
1、题材的多形性 
从我国纪录片的发展历史和近些年受到广泛瞩目的纪录片

类型可以看出，由于我国历史悠久，文明源远流长，加之特殊的
政治制度和刚刚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科学技术水平和发达国家相
比还有一定的距离，使得我国的纪录片拍摄取材更多地集中在人
文历史方面，而较少关注现实社会题材和自然科学题材。这无疑
是不利于我国国产纪录片的多样化发展的。纪录片作为时代发展
的见证者，时代特征的记录者，有权利更有义务重点聚焦于引发
社会广泛讨论的现实热点话题，通过真实、客观的拍摄记录，向
广大人民群众揭露事情的真相，展示事情的原委，引发群众的思
考与反省，以此才真正算得上是记录时代的声音。这也应该是所
有纪录片从业人员引以为傲的源泉。 

除了缺少更多的现实题材纪录片外，我国上好的自然科学题
材纪录片也寥寥无几。央视九套的纪录频道曾经播放过很多品质
极佳的有关自然风光、自然科学题材的优秀纪录片，比如《地球
脉动》《南太平洋》《非洲》《冰冻星球》等等，然而这些名震一
时、引得人们交口称赞的纪录片都是引进 BBC 或美国电视台的
纪录片，到目前为止，我国还从未拍摄出来过能和这些纪录片比
肩的同等质量的自然科学片，这不得不说是个很大的缺憾。而想
要弥补这些遗憾，更绝非一日之功，这背后所仰仗的不仅仅是整
个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和工业力量，更重要的是对自然的敬畏、
对生命的珍视和为了拍好片子可以守候多年的耐心。随着我国素
质教育的不断深入，自然科学教育的不断普及，更多具有开阔眼
界和先进拍摄理念的人才逐渐进入纪录片工作领域，相信我国在
不久的将来也会拍摄出更多高质量的自然科学纪录片。 

2、题材视角的变化 
在我国时间不长的纪录片史里，特别是 2000 年以前，大多

数纪录片中都弘扬着一股主旋律的味道，讲述的视角也是从上而
下的精英视角，文案和旁白经常渗透着大量的说教意味，或者掺
杂着许多突如其来的煽情桥段，很多时候这都让观众难以理解，
甚至感到莫名的尴尬和不适。这无疑是脱离普通观众的，尤其是
在每个人都更加注重自我意识的今天，可想而知这样精英视角的
纪录片的市场只会变得越来越萎缩。从近些年受欢迎的纪录片中
可以看出，如今观众正在摒弃说教意味浓的纪录片，取而代之的
是接地气的、风趣幽默的、能和现代网络社会相融合的纪录片。
人们已经厌弃了高高在上的指引教导式宣传，只有改用和普通群
众相接轨的平民视角，在客观讲述中添加一些时髦用语，以此谆
谆善诱，才能取得效益最大化。 

（二）拍摄技术的变化 
1、剪辑节奏和文案旁白的变化 
现如今随着新技术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准的提高，人们的生活

节奏变得越来越快，以往以人文历史题材为主的那种叙事节奏缓
慢、文案冗长复杂、旁白语调拖沓的纪录片已经愈来愈无法满足
现代人们的生活需求了。纪录片既然以作为记录时代特征的见证
者和记录者为己任，那么其技术的发展必须要跟上时代的潮流，
符合时代的发展节奏。以这些年大火的《舌尖上的中国》为例，
其剪辑风格快速清晰，层次分明，需要深入刻画的情节循序渐进，
不该拖沓的画面便一带而过，配合着轻快动听的背景音乐，甚是
引人入胜。 

文案与旁白的转变更该是重中之重。现如今的观众用户都是
长期沉浸在互联网中的资深网民，所习惯接受的信息大都是简
洁、清晰，足以一言以蔽之的。所以传统纪录片那种冗长、煽情、



2019 年 8 月（总第 209 期） 

1449  

文体艺术 

刻意说教般的文案风格已经不能再继续沿用下去了，取而代之的
应该是更加贴近大众生活，平实真切又带着几许诙谐幽默，能真
正抓住观众耳朵、走进观众心里的从“平等视角”来写的文案。
对于纪录片来说，发人深省的教育意义自然是不该缺少，但如何
寓教于乐，让观众在轻松观看的同时思考其中深意，这才该是未
来纪录片发展的方向。倘若一味的注重深刻内涵，却没有找到让
观众易于接受的传播方式，其效益必然是有所折损的。 

2、内容情节和表演的变化 
如今大部分纪录片的拍摄技术都紧跟着时代的脚步，比如在

《大明宫》和《楚国八百年》等纪录片中就用到了大量的 CG 技
术，其画面较之前更加逼真、精致，让人很有代入感。同时在这
些纪录片中也加入了很多真实演员的现场表演，配合着 CG 画面，
使整部纪录片看起来甚至不输电影。这种运用新技术和真实表演
使纪录片看起来更加真实可信的方法无疑是未来纪录片发展的
一大趋势，但就目前来说，我国纪录片中的演员表演水平、服化
道的应用和整个故事情节的起承转合相较于国外还是存在一些
差距，这也是未来国产纪录片发展需要重视的一点。 

（三）传播方式的变化 
1、新媒体的运用 
《我在故宫修文物》短短仅有三集的纪录片在央视播出后不

久，就在 B 站上达到了两百多万次的播放量，极好的口碑迅速传
播，微博上的话题讨论度也是节节攀升，而随后的大电影的拍摄
及播出也先是在 B 站和其他社交媒体上造足声势，最终引起了全
社会各个年龄阶段的广泛热议，播出效果甚佳。这一例子便让我
们看清了新媒体在如今传播领域的优势。所以说，未来的纪录片
行业要想拍出真正走进千家万户、引起积极社会效应的一流纪录
片，除了自身实力要过硬外，还要充分发挥新媒体优势，广泛掌
握各种宣发渠道，质量优势与传播优势相结合，才能真正立于不

败之地。 
2、国际合作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国产纪录片想要向更高的一个台阶迈

进，就需要和众多拍摄出经典纪录片的电视台和节目组开展广泛
合作，比如 BBC、NHK、ABC 等，这些节目组拍摄纪录片时间
悠久，经验丰富，技术先进，与他们展开深入合作，有利于国产
纪录片行业取其精华，快速发展。同时这也是个软文化输出的机
会。通过国际合作，很多优秀的国产纪录片也有可能在国外播出，
让他国人了解中国当下发展和生活状态，有利于文化走出去。 

三、结语 
国产纪录片从其诞生之日起到现在，风风雨雨几十年，经历

过低谷，也经历过高潮，但风雨不动的就是幕后从业人员始终如
一的坚守与奋斗。如今国内娱乐产业风起云涌，纪录片人理应抓
住此机会，推陈出新，积极寻求发展之道，为将国产纪录片带向
一个新的高峰而不断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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