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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大众的历史意识 ---历史题材纪录片的话语重构 

作者： 李镭  

┊阅读：280次┊ 

一个社会中各个群体的联合与团结在很大程度上依赖 于各个群体的成员对共同历史经历的认识。从过去的经验 中吸取

教训，形成时代和群体的历史意识，是人类生活不 可缺少的部分。所以制作历史题材纪录片的终极目标不能 囿于诠释

革命话语的核心内涵和颂扬领袖人物的非凡气度， 而应扩展为重建大众的历史意识，在大众心中确立权力结 构的历史

合法性。 

一、话语重构的共同特性 

近年来，正是《百年中国》、《刑场上的婚礼》、《胜利 的那一天》和《记忆》等作品的播出，体现和印证了历史 题

材纪录片背离传统的创作自觉，显示出其突破自身、重 塑自身的建设性趋势，其共同的特征才有所显现。 

1．视角：官方一民间 

政论纪录片和文献纪录片，本质上是官方宣传体制的 产物。在我国，它们的视角主要落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上。 而要

做好这类题材，惯用的做法是反映伟人的丰功伟绩， 回顾重大的历史事件。而近期的历史题材纪录片正是在视 角上实

现了平民意识的历史复归。 

平民意识的历史复归意即在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创作中 以平民视角来审视、选择和表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并 以之作

为创作的基础。《东方时空》的短纪录片《刑场上的 婚礼》将一对革命夫妻的命运与情感放在新的语境进行了 再现。

《东方时空》的编导在审视这一题材时，以其惯常的 对老百姓的人文关怀还原了一对革命夫妻的情感生活，从 而解构

了大众心目中革命志土与政治符号等同的惯性思维。 当代大众对历史人物共同的情感体验将大众自身带入了历 史题材

的第一层次，接下来作为深层次的政治主题的接受 便有了实现的可能。 

归根结底，历史题材要实现政治主题对于当今大众历 史意识的渗透，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在制作理念上确立普 通民众

作为历史主角的地位，用大众的眼光去看待大众在 社会变化中的经历。另外，必须寻求一个准确的切人点， 而切人点

的基础就是大众共同的情感体验和审美情趣。空 中楼阁式的精英模式只能导致孤芳自赏。 

2．领域：单一一多元 

对于历史领域的认识，长期以来人们的知识和理解是 非常狭隘的。民族国家的政治发展沿革成为惟一的文本主 题，领

袖和精英的思想和行为成为惟一的参照模式。这便 决定了历史题材纪录片在选择题材、确定主题和收集素材 上呈现出

单一的状态。事实上，从外延上讲，历史题材纪 录片应当以人类过去的全部存在和经历及其各个侧面作为 表现领域，

它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日常 生活及其他专题性内容(如人口史、劳工史和妇女史)。换 句话说，大众

的历史意识依赖于历史的全面观照。 

近期的历史题材纪录片明显拓宽了表现的领域。历史 自身丰富多彩的面目被推向观众。在这方面较为突出的作 品当属

中央电视台推出的大型文献纪录片《百年中国》。(1) 《百年中国》最大的成功在于反映历史的多元性。除了政治 与经

济，它还涉及到了文化、生活、思想和妇女等以前均 被忽略的内容。 

3．叙述：宏大一切片 

传统的历史题材纪录片本质上是政治叙事，从叙述方 式上讲，也可称为“宏大叙事”。文献纪录片所内含的主题 要求

作品不能就事论事，还应该在宏大的空间场景中叙述 历史的变迁。为了直面主题，历史背景不再是衬托和解释 载体，

而与事物和人物平列为叙述中心。 

相比之下，近期的历史题材纪录片是以切片的方式展 开叙述的。所谓“切片”，就是说作品在表现历史事件或历 史人

物时，以事件的高潮或人物最闪亮的瞬间为叙述中心， 辅之必要的背景，篇幅短小而精致。许多平凡的历史人物， 甚

至包括一些精英，其非凡之处没有必要长篇累牍。择其 一端，以小见大，更有利于展示主题。 

以《记忆》为例，它是选取中国现当代30位历史人物 最精彩的一年为叙述基点，一人一年，通过对历史人物的 真实细

节的追寻，浓缩中国百年史的若干方面。“切片”式 叙述的功能在于，它消解了文献纪录片中政治符号能指与 所指的

分离，而实现了两者的合一。“切片式”叙述就是要 将所指的范围相应缩小，与能指匹配和统一，使之充分地 体现能

指。 

二、话语重构的背景分析 

历史题材纪录片的话语重构是综合因素的必然结果， 既有文化格局层面的话语竞争和话语重建，又有纪录片发 展的内

部整合与主体嬗变，其背景可归结为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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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流话语的积极重构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化格局的变化可以归结 为多元，也就是学者们常提的“众神狂欢”。 众所周知，这一时期

文化的显著特征即是市民社会由 隐到显，其文化表达也由自发转为自觉。因此，主流话语 和大众话语必然在共存和有

限融合的基础上有所交锋。 

在这样的背景下，主流文化及其作为表现形式的主流 话语开始了由被动的反击转向主动的竞争，表现为转变主 流文化

的生存方式。关于此前主流文化的生存方式，有学 者曾指出： “那就是让主导性文化处在行政力量的保护之 下，不是

让它在文化竞争中生存，而是运用行政力量抑制 或消灭其他文化而让其独享文化空间。”(2)而现在是要依托 多元性的

文化格局，按照文化规律来创新主流文化，使其 更符合文化特性和审美特性，增强文化竞争力。而近期的 历史题材纪

录片为重建大众的历史意识，改变以往同类型 纪录片的刻板面孔，在艺术性上锐意创新，可以说是主流 文化和主流话

语自我调整的延续。它的预设对象已不再局 限于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而真正触及到了大众，因为只 有重建大众的历

史意识，才能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维护政治 主题的合法性。 

2．文献纪录片的失语状态 

当历史题材纪录片的使命从传导政治理念转向重建大 众的历史意识的时候，文献纪录片本身固有的弱点便显现 出来，

并导致了今天的失语状态。析其弱点，总括有三： 

其一，偏重于政治史，而忽视历史领域的广泛性和历 史人物的层次性。文献纪录片在选题上，过分集中于政治 范畴。

从它的两种基本形态来看，“伟人系列”表现了众多 的共和国开国元勋，事件系列记录了无数影响深远的历史 瞬间。

这都未突破政治的框框。“历史题材”外延的单一化 必然产生文献纪录片在内容上的模式化。由此，历史的丰 富内涵

被消解，大众的历史知识和历史意识走向残缺。 

其二，偏重于政治理念的传播，而忽视大众历史意识 的全面建构。在这类文本中，常常充斥着关于政策的叙述 (通常由

解说词来完成)。此时由于缺乏直接对应于解说的 画面，“声画两张皮”的问题仍屡见不鲜。 

政治理念只是历史意识的一部分。历史意义还应包括 历史情绪、历史责任感、历史使命感等丰富的内涵。文献 纪录片

在激发历史意识时，无疑显得狭隘。因此在广大受 众面前的“失语”在所难免。 

其三，偏重于对文献的考证，忽视对历史背景和历史 人物的表现。文献史料的不完整和支离破碎及历史问题的 复杂性

决定了不偏不倚、完全重现的历史只是乌托邦式理 想。文献的严谨，又使纪录片文本呈现出刻板单调的感觉。 理性素

材的堆砌，只能起到观念论证的作用。对于历史的 影视表达，不应停留在简单的观念论证上面，更需创作者 创造性

地、批判性地但有控制地重建历史。 

3．创作主体的多元化 

每一部纪录片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品格均是其创作主体 角色意识和创作风格的物化形态。多元化的主体风格必然 营造出

千姿百态的作品样式。近期历史题材纪录片之所以 能够实现话语的重构，创作主体的结构转型是一个重要原 因。 

80年代后期以来，多部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创作者大多 具有自觉的政治意识，长期承担重要的宣传任务，趋向于 “金戈

铁马”的创作风格。 

直到90年代中期，历史题材创作主体的构成开始重 组，加入了一批具有鲜明个性的导演或制片人，如陈晓卿、 阎东，

还有最近饱受赞誉的系列片《记忆》的总策划白岩 松及总导演时间。 

他们的特点是选题集中精致，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 浓厚的人文色彩，价值取向注重文化意味和审美情趣，创 作风格

为“纪实与表现”并重，结构多为开放式。对于这 些新的创作主体，根本的转型在于制作观念的更新，即在 历史题材

中突出“人的主题”，体现历史的人文关怀。他们 将精英文化的观念视角和反思意识与大众文化的个人叙述 和民间视

域渗入历史题材之中，使影视历史文本能够整合 不同的话语形态，从而激发了广大受众的历史意识。 

以重建大众历史意识为目的，历史题材纪录片必将拥 有广阔的前景。“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文化策略才 能真

正实现。  

注释：  

① 严格意义上讲，《百年中国》仍属于文献纪录片，因为它以文献资料为创作基础。但从内容范围，表现手法及叙述方

式看，明显有 

别于传统的文献纪录片，因此将它划入新的作品类型加以讨论。 

② 黄力之：《中国话语》，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4页。 

(作者系南京政治学院哲学系五队硕士研究生 邮编：210003) 

[责任编辑：姜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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