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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题材纪录片创作的文化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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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孙  平  

  回顾我国大型的纪录片，以水为题材的作品令人记忆深刻。从万人空巷收看的央视纪

录片《话说长江》、《话说运河》，到20年后的荧屏巨献《再说长江》；从雄伟壮烈的

《点击黄河》到温婉多情的《西湖》；从历史人文气息浓厚的《江南》到直击当下现实的

《大三峡》、《水问》，从异域纪录片《海洋》在中国热映到我国第一部梳理海洋文化的

《走向海洋》诞生，以水为主题的纪录片不胜枚举。纪录片似乎与水有着不解之缘，丰富

多样的以水为主题的纪录片营造了多彩的水文化景观。  

    

  水文化与纪录片  

  伴随着人类的进化以及对自然的探索，水在人类的认知中已经从物质的层面升华到一

种精神的境界，又通过人的精神主体外化为一种“文化”，人们开始找到了水的真谛。崇

水、尚水、治水、用水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逐渐演绎成融社会内涵、经济功能、政治效

应、人文情怀于一体的“水文化”。①  

  内涵丰富、形式繁多的水文化形态渗透于大众社会生活的各个空间，以物质、精神、

体制的形式影响着大众的意识及交往行为。在社会传播过程中，这种包罗万象的水文化形

态与日新月异的传播主体和传播手段相结合，使当今的水文化传播表现得纷繁复杂，水文

化传播载体也日益多样。在各种水文化传播载体中，大众传播媒介生产的媒介产品对于水

文化的传播具有重要作用，受众面之广、影响之深是其他传播载体无法企及的。在大众传

媒的内容产品中，纪录片这种媒介产品与众不同，被公认为是电子时代高文化品格的代

表。它的真实性和关注生活的深刻性，它对多种文化形态的兼容性，都是其他电视形态所

难以比拟的。纪录片的文化品性往往能够使其对于水文化的演绎和阐释达到更为深情、深

邃、深沉的境界。  

  尤其是近年来《江南》、《西湖》、《水问》、《走向海洋》等一系列新型人文纪录

片的出现，纪录片创作者用新话语方式更为明显地体现了满怀水文化传承的责任感，同时

在纪实性的基础上有颇高的审美性和艺术性。这些以水为题材的作品，因其独特的视角和

深厚的文化，显示出人文精神的质感和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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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录片创作中的水文化表述方式  

  1.现实中的水文化诠释  

  现实中的水文化诠释是在水文化表述中结合水资源的现状、规律，从文化的视角来解

释现实问题。把当前的水资源现状置于大环境中去分析，研究地理环境、历史、制度、观

念、习俗等因素对水问题的影响，形成正确、智慧的价值观，进一步提出现实问题的应对

策略。近年关注现实题材的纪录片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大三峡》、《水问》。  

  八集电视文献纪录片《大三峡》全方位披露了备受争议的三峡工程兴建始末，多角度

展示了三峡工程的建设成就，多层次诠释了三峡工程给我国经济社会所带来的深远影响和

综合效益，体现了治水过程中自主创新、拼搏进取的时代精神。片中人和自然展开了一次

前所未有的恢弘对话，给观众描绘了一项规模庞大、工序复杂、技术含量极高的水利工

程；同时描绘出三峡工程对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的重大影响。  

  《水问》在讲述我国水环境、水污染的严峻形势的同时，以善待历史、尊重国情、放

眼全球、寻求理性的态度揭示危机、分析原因，思考并探索着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人水

和谐发展的道路。作品在揭示现实的同时，从文化的层面诠释了我们国家在面对水问题时

的人文情怀。  

  2.历史中的文化传承  

  另一种水文化表述方式是在纪录片中水文化的历史传承。如果说早期的《话说长江》

在作品中还侧重于五光十色的长江两岸风光，那么《话说运河》的创作者就开始有意识地

从文化内涵的角度加重笔墨。10集纪录片《西湖》更是以生动的气韵对西湖地域的历史、

生态、文学、宗教、戏剧、政治、经济等进行了全面的文化解读。作品以风景为切入点来

探寻历史，让隐匿于风光背后的典故、传说自然浮现并释疑解惑。比如关于西湖是自然湖

泊还是人工湖泊、断桥的真伪、与西湖相关的女子、“天堂”一称的来龙去脉等等。纪录

片把西湖当作舞台，上演了或温婉动人，或慷慨激昂的传奇故事，唤起了观众心中的文化

记忆。  

  3.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尤其是对外来文化价值的认同，是取得良好传播效果的前提。法国导演雅

克·贝汉的纪录片《海洋》给观众带来一种视听与心灵的双重震撼：生命之美与良知之

重。生命之美源于生命的自由，良知之重源于对于自由的认同。在作品中没有太多的画外

音，完全用精心捕捉的带有故事性的画面阐释了生命、自由的价值。影片深深引发了观众

的情感共鸣，在世界多国上映都引发了观赏热潮。《海洋》在明星和网民的带动下，在中

国也受到了高度的关注，作为院线纪录片赢得了空前的赞誉。  

    

  纪录片创作中的水文化意识  

  在此类题材的纪录片创作中，创作者应具有自觉的水文化意识，在作品中有意识地提

高水文化含量，提升水文化品位。要实现纪录片中水文化的有效传播，可以采用深刻的镜

头语言、多样的技术手段、丰富的文化符号来提升纪录片的文化品质。  

  1.深刻的镜头语言  

  纪录片《西湖》开头用三个繁花满枝的空镜头引出了画面背景中的西湖，营造出优美

的意境，抒发出“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的感慨。就整篇作品而言，《西

湖》显现出画面语言精致、考究的特点，彰显了跟山水诗画一脉相承的含蓄、隽永风格。 

  《海洋》的镜头首先从大处着眼，表现海洋的广阔和深沉，长镜头画面和大量的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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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全景构图，把大海之远、之深变得无比清晰和令人震撼。海洋中那些色彩斑斓的生命

在镜头下蹁跹起舞，述说着生命之强和自由之美。影片开头的画面里，在某个火山岛上，

一只水蜥蜴瞪大了眼睛，惊恐地望着远方，一艘火箭正在发射升空，画面的感染力十分强

烈，人们不得不思考人类自身的行为对自然、对生物的伤害。  

  2.多样的技术手段  

  《大三峡》拍摄中使用了国内先进的高清拍摄技术手段，同时运用特殊的摄影手段，

如超长焦距镜头和超广角镜头、卫星遥感拍摄、航测飞机拍摄等，将航空摄影、水下摄

影、地面移动摄影等多种方式相结合，在形象化的基础上增添了动感、现代感、震撼力和

视觉冲击力。②在刻画细节时，采用了国内顶级的动画制作技术，大量枯燥的、专业的、

复杂的、难以理解和描述的工序、流程技术，用二维或三维动画进行了逼真、形象的演

示，通过这些多样的技术手段为观众呈现出壮观、鲜活、富有震撼力的三峡新景观，从而

使观众感悟到三峡工程的智慧和雄伟。  

  3.丰富的文化符号  

  如果没有能够让人记住的文化符号，水文化是很难感染观众的。纪录片作品中的水文

化符号不仅涉及作品的知识层面，更涉及作品的美学品格。《西湖》除了镜头中西湖的石

桥、佛塔与石灯，放置在西湖边的古琴、古钱币，不同年代、不同国别的摄影师曾经拍摄

的西湖旧影，白娘子与许仙的断桥传说等，还从历代文人著名的诗词中提炼出了探寻西湖

灵性美的“柳”、“雨”等，丰富多彩的文化符号演绎出了厚重温婉的西湖文化。  

  人类创造着文化，文化塑造着人类自身。人类在社会活动中和水资源发生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由此而产生的深厚的水文化应该得到有效的传承，当前的水问题也应该得到更多

的关注和更深刻的认知。纪录片这种影视艺术形式由于其自身的高品质特征，是水文化传

播的良好载体。纪录片在以水为主题的创作中，应该注重水文化含量的增加和水文化的品

质提升，带着自觉的文化意识来进行以水为主题的纪录片创作。  

  注释：  

  ①薛惠锋 程晓冰 乔长录等编著：《水资源与水环境系统工程》[M]，国防工业出版

社，2008年12月版，第6页  

  ②陈小娟：《浅析央视纪录片〈大三峡〉的艺术特色》[J]，《新闻界》，2010年第2

期，第152页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博士生、石家庄经济学院副教授） 

  来源：青年记者2013年2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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