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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真实与真理的诗意

吴　超

一 . 真实性 ：纪录片的情感诉求

通常认为，以真实的生活场景为素材，记录表现

真人真事，并引发人们的思考和情感，是纪录片的本

质。的确，从电影艺术的发展来看，对真实性的追求，

对物质现实的复原，曾带给观众视觉和心理的震撼。

1895 年，法国卢米埃尔兄弟拍摄的《工厂的大门》、《火

车进站》、《婴儿的午餐》等影片，就是对工人们上下

班的状况、火车缓缓驶入站台、婴儿在父母照看下进

餐等场景的真实记录。这些以影像的方式对历史瞬间

的记录，不仅让人们对电影这一新技术感到惊讶，也

使人们因为看到生活中的某一真实景象而感到好奇。

可以说，“卢米埃尔兄弟的创作实践，不仅证明了‘真

实性’是电影艺术的天然本性之一，而且在客观上为

纪录片美学奠定了理论基石。” ①

对真实生活场景的再现，成为纪录片的一种表现

方式和审美价值，在实践创作和理论中被广泛的应用

和探讨。1922 年，罗伯特·弗拉哈迪因为其创作的影

片《北方的纳努克》，成为世界纪录片历史上时常被

[ 内容摘要 ] 纪录片的审美价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注重真实生活场景的再现，展示历史、现实的

真实性 ；二是追求真理性情景的表现，呈现诗意的审美质感。这两个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纪录片创作风格，源于

不同的社会语境、创作理念和审美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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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的“名人”。虽然影片没有脱离创作者的“安排”

和主体情感的介入，但片中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极富人

情味的纪录方式，对后来纪录片的理论与创作发展产

生了重要影响。坚持主张“电影眼睛”的吉加·维尔

托夫将“现实的片断组合成有意义的震撼”，创作了

大量的“新闻电影”，确定了纪录片最基本的表意规则。

约翰·格里尔逊更是提倡“纪录电影”，在《票网渔船》

中体现了他对纪录片创作的真实化追求。

这种以真实性为最高审美追求的纪录片，之所以

能得到观众的喜爱，主要是因为它真实地再现了历史

或生活的原生态面貌。这种纪实主义风格所强调和展

示的“原汁原味”是观众们平常难以见到或者没有注

意的。所以，当这种历史的真实和熟悉的生活情境被

静静的观赏时，就会诱发观众的好奇和对其心灵的“触

摸感”。比如 1972 年，安东尼奥尼在中国拍摄的纪录

片《中国》，它给我们展示了文革时期这样一个熟悉

又陌生，充满厚重感的时代。天安门广场、一排排整

齐摆放的自行车、清晨的人们、太极拳、幼儿园、码头、

医院里的针灸、剖腹产等，每一个充满时代文化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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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的符号，都会让老年观众们忆起一段回忆，让年

轻观众们激起内心对历史的好奇和探知欲望。

有人认为，追求历史真实的纪实主义就是“零度

情感”的创作方式，即电影纪实主义代表人物巴赞所

说的 ：“摄影机镜头摆脱了我们对客体的习惯看法和

偏见，清除了我们感觉蒙在客体上的精神锈斑，唯有

这种冷眼旁观的镜头能够还原世界以纯真的原貌。”② 

然而实际上，作为“摄影机笔”下的影像完全剔除掉

主体情感的介入是不可能的。对于真实生活场景的再

现，充其量我们只能认为是在整体上遵循了历史的真

实，有了现实的“逼真感”。“同一事件、同一物体能

以多种方式来再现。每次再现都引入一些具有不同程

度腐蚀作用的抽象物，使原物难以保持完整……最初

的真实被真实的幻觉所替换。”③由此可见，历史的真

实，是纪录片创作的一种本体特性，是用电视手法表

现历史、生活现象和本质的特殊的记录形态。它强调

用历史表现历史，用现实表现现实，用生活表现生活，

在贴近真实和生活本身的基础上，揭示历史事件的真

相，捕捉人的活动和心态，并通过银幕使观众产生一

种认知的亲切感。

随着精英文化扩张热潮的逆转，20 世纪 90 年代，

中国纪录片开始与国际思潮接轨，纪实美学成为新的

潮流。《望长城》把纪实美学扩展为一种审美思潮，《流

浪北京》也开启了记录民间历史影像的传统。特别是

《望长城》，它注重的不仅是作为文化遗址的长城，更

是长城两边的人及他们的生活，总编导刘效礼说：“长

城要拍，更重要的是拍长城两边的人。”④该纪录片在

拍摄中采用跟拍、同步录音等拍摄方法，还把主持人

寻访长城的过程编进作品，长镜头、变焦和晃动的影

像表现不仅突出了生活的质感，更建构出历史真实的

审美价值和美学风格。然而这部纪录片在让观众目睹

长城两边人的真实生活的同时，更因为创作者情感的

融入引发了观众深刻的思考。

纪录片的历史真实性，并不是要求我们一味地纯

粹记录，完全排除主体思想情感的介入，否则就成了

自然主义的表现和对“纪实性”的扭曲、误解。面对

纷繁复杂的历史过去和现实生活，创作者不仅要客观

真实的反映事实，还要根据自己的创作意图准确把握

审美性的场景、细节和实质性的思想、内涵。对于纪

录片的纪实性来说，保留“过程的完整性”和“原始

生活形态”的目的不仅是传达给观众某种真实感，更

要因为主体思想融入引发观众心灵的共鸣。巴赞曾经

指出 ：“在如实地再现某种东西时，如果不能在抽象

意义上使它含义更丰富，那就是多此一举。”因此，

自然主义的创作原则不仅实现不了纪实主义的审美价

值，而且还恰恰是违背了纪实主义美学与观众情感交

流的根本目的。纪录片的纪实主义本质，要求我们既

要遵循历史生活的真实，又要在创作中融入真实、真

诚和善良的主体情感。

二 . 诗意性 ：纪录片的审美追求

在纪实美学影响下，一批优秀的纪录片得以让观

众重读历史和审视生活的时候，媒体风云变幻，“娱

乐至死”成为电视节目新的文化思潮和美学模式。一

时之间，观众分化、市场至上，收视率成为考核荧屏

的核心指标。面对新的媒介环境和审美标准，纪录片

也开始调整影像表现方式，注重以诗意性表现对真理

的追求。正如南京大学李栋宁教授的巧妙形容 ：如果

将纪录片的真实性美学称作“刀”式美学的话，那么

以诗意性的审美影像来追求真理性则可以称作“剑”

式美学。“剑”式美学不仅仅是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收

集和对现实生活场景的记录，更是借助大量的搬演手

法、情景再现，以及现代电脑数字技术再造历史场景

等，来增强纪录片的故事性、戏剧性和视觉审美性。

黑格尔说 ：“美就是理念，所以从一方面看，美

与真是一回事。这就是说，美本身必须是真的。”⑤真

实性是纪录片的生存和发展原则，然而作为一种艺术

形态，纪录片掌握了更多的真实性表现方式，而且通

过诗意性的影像表现将“美和真实”真正的融合在一

起，进一步追求真理性的美学价值。对于纪录片特别

是文献类纪录片，由于历史原因，可能无法拍摄到现

场画面。此时数字特技和演员扮演的情景再现等新的

表现手段便成了增强纪录片真实性和审美性的重要手

段。可以说，“审美形式给那些习以为常的内容和经

验以一种异在的力量，由此导致新的意识和新的知觉

的诞生。”⑥纪录片《圆明园》是迄今为止运用特技镜

头最多的纪录片，它不仅对大量的古建筑进行了最真

实的数字化还原，虚拟出了 140 多年前老北京街道，

将整个圆明园塑造的肃穆、壮观、精巧、栩栩如生，

而且还通过三维仿真动画技术，克隆出 3000 多人的

英法联军在圆明园烧杀抢夺打砸的场面。更为重要的



现代视听/65

2011年第3期MODERN AUDIO-VIDEO ARTS影视艺术/YINGSHIYISHU

是，《圆明园》以穿越历史的眼光讲述了整个清王朝

的兴衰荣辱，每一幅画面，每一个场景都蕴含着古典

绘画般的诗意和传达出对国家、民族和历史政治的深

切反思。再如通过影像表达中国浩瀚的五千年文明智

慧与精神以及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理念的《故

宫》、不急不缓地向人们诉说华夏民族的从容淡定之

美的《敦煌》、从对昆曲的影像回眸中挖掘中华文化

自我的“前世今生”的《昆曲六百年》、展现瞿秋白、

张太雷、恽代英三位革命先烈的战斗人生，讴歌共产

党人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进行艰辛探索和英勇斗争

精神的《永远的青年》等，以及《新丝绸之路》、《郑

和下西洋》、《梅兰芳》等片中，都大量运用了电脑数

字技术和演员搬演的情景再现手法。现实资料与现代

特技的虚实结合，真实客观与主体情感的恰当融合，

从而使纪录片具有了诗意性审美和对真理性追求的双

重价值。

面对受众分化和媒介娱乐化热潮的冲击，纪录片

也在坚守原则和创新形式中适时调整着自己的生存发

展策略。国内纪录片研究者也提出了“熟悉的陌生化”、

“纪录片的故事化”⑦等多种理论。总体来看，“寓教

于乐”是其生存发展的有效方式，即在真实纪录现实

生活场景的前提下，适当地借用电影和电视剧创作中

一些特技化、故事化、娱乐化艺术因素，从而使纪录

片具有视觉、情节和文化的意义。比如《再说长江》

播出后，在社会中引起较大的反响。它不同于《话说

长江》中对长江沿岸的纪实性展示，而是“以人为本，

以景写人、写人寓史”，将人物作为载体，并贯穿成

故事。在展示长江两岸自然风貌的沧桑变化时，通过

形形色色人物生活的梳理来表现长江文明的历史变

迁。甚至剧组还专门策划了“真情寻找”活动，来专

门寻找那些曾在《话说长江》中出现过的人物，以他

们20年间的人生故事来见证时代的变化。一个个人物、

一段段故事，如同一部电视剧，用微观个体的真实生

活反应着宏观社会的发展进步。

昆曲不仅仅是演唱艺术，它是一种民族流淌的文

化血脉，它的生命力就在于昆曲寄托着文人雅士的精

神，是他们思想情感和生活方式的呈现。纪录片《昆

曲六百年》的创作者们意识到了这一深度，因此影片

既不是简单地展示曲调唱词，也不是泛泛地谈论文化，

而是通过具有典型文化意义的现象和故事，来投射出

充满诗意和心灵向往的文化审美境界。正如苏州大学

朱栋霖教授对《昆曲六百年》的评价 ：“尽管全片的

历史叙述、经典剧目演出片段、种种资料图片的穿插，

这一切其实都是出于编导的可以组织与制作，但是在

电视形式的呈现上”因为融入了专家的谈话，使影片

中点点滴滴的人与事，成为“今人扣问与寻找中华文

化大美至美的回应”⑧。

无论是注重历史的真实性，还是追求诗意的真理

性，作为纪录片，我们不能脱离对其真实性本质的表

现，更不能放弃对其艺术性表现形式的追求。在历史、

事件和人物真实的基础上，建构起纪录片时尚的视听

叙述手段才是顺应观众审美需求，彰显纪录片审美价

值，促使纪录片全面发展走向市场化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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