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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人文类纪录片来说，再现发生在过去的信息并进而清楚地讲述历史，历来是一个难题。

传统的普遍做法是，由文献资料、空镜头配合富有文学色彩的解说词构成文本，更多倚重抽象

的解说词来叙述历史，而本应具有丰富表现力、冲击力、感染力和渗透力的画面和声音元素，

却显得苍白乏力，历史片段多少是面目模糊地进入了受众的认知领域。 

然而，去年8月起每个周末在《东方时空》播出的30集系列历史人物纪录片《记忆》（今年又

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的《人物》栏目播出），却给了我们 耳目一新 的感受，伴随这种感受

的不仅是知晓了 回味悠长的故事 ，还有受众对30位影响中国当代的人物的历史阶段的清晰且

丰富的认识。这种效果与文本中俯拾皆是的被称之为 真实再现 的手法的运用是分不开的，这

四个字频频出现在电视屏幕的右上角，时刻提醒观众，关于这些历史人物的鲜活画面不过是

对 历史真实 的一种 再现 、一种模拟扮演。 

在中央电视台文化专题部副主任陈建军导演的大型系列电影纪录片《中华文明》中，也大量采

用了 真实再现 手段，不仅由真人扮演和模拟古代社会生活、战争的场面，还有部分现代考古

过程也以这类模式表现。然而，在国内纪录片创作界和评论界中，对 真实再现 手法存在着相

当激烈的争论，认为它 以虚构悖离了纪录片的原则 。那么， 真实再现 手法究竟是不是 以

虚构悖离了纪录片的原则 呢？这是个前提，澄清这个前提，我们才可以继续探讨 真实再现 

手法的具体表达方式和效用。本文从认知语言学和解释学的角度出发，力图对历史人文类纪录

片中 真实再现 手法进行辩证的认识。 

一、示现：创造性再现历史情态的表达式 

以虚构悖离了纪录片的原则 是业界对 真实再现 的责难焦点。简要说来，分歧在于：纪录片

应该是在摄录客观存在的基础上观照历史或生活，客观真实是基本原则。然而， 真实再现 却

是以真人在精心营造的模拟情景中扮演历史为方法，是虚构的，因而是不客观真实的。 

在本文中，我们不仅把“真实再现”看作是一种修辞手法、一个新的表达式，更把它看作是一

个关于如何纪录历史的创作理念、一种认知和表现历史的方法，一种解释历史人文题材的态

度。从心理活动的方式来讲，这种新的表达式、新的态度，是对原有的关于历史信息表达习惯

的分碎和重构，然而既有经验的完整性和具体性，却会对这种分碎和重构形成阻抗作用。 

事实上，按照修辞学的概念， 真实再现 隶属 示现 辞格。示现是把原本早已过去，或还在未

来的、尚未发生的，或纯粹是说写者想象中的一些实际上并没有发生在眼前的景象描述得活灵

活现、如见如闻的一种修辞手法。[1]在历史人文纪录片中，许多重要的信息，是原本早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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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或是人物抽象的想法、情绪，难以拍摄到实际的形态变化。根据实际调查的情况，传播

者进行合理想象，构造并摄取与该信息形态相似的场景（意象），活灵活现、如见如闻地把信

息形态再现到观众面前，这种方法就是示现（鉴于纪录片基本上是纪录过去的或正在进行的信

息，真实再现在本文中可以等同于示现）。 

以《记忆》中的《黄兴·1911》为例。辛亥革命领军级人物黄兴的一生极具传奇色彩，他领导

过多次武装起义，但均以失败告终，他的革命历程是辛亥革命的真实写照，他在革命过程中内

心世界的波动，真实地反映了民主主义革命者的革命信念的变化。但是，黄兴这样的历史人物

生活的轰轰烈烈的过去，没有影像资料可以利用，不能向观众传达黄兴的故事，就难以给观众

以情绪感染；缺少感染，观众对辛亥革命风云沧桑的历史意义的认识就难免打折扣。传播者根

据有关史料的记载和相关当事人的叙述，模拟构造了一幕幕场景，逼真地再现了处在革命起伏

阶段的黄兴的遭遇，这些历史性记忆片断，引导观众进入一个多少有点悲壮、凄凉以及无助的

历史氛围，对深刻认识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是不无裨益的。 

《黄兴·1911》（《记忆》系列中的其他作品同样如此）运用示现手法攫取了最触动人物内心

的、也是最典型的战斗场景，通过构造的意象重新描述一遍，使观众能置心其中，从而感受到

历史人物当时的情绪变化。运用示现，可充分发挥观众的想象力，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可

使画面更生动、更形象，使得表达意义的综合符号单位更具有现场感、现实感和真实感，不仅

增强符号单位的说服力，也提高了符号单位的感染力，增强了传播效果。 

正如认知语言学家理查得指出：“好的语言是一种圆满的实现，能表达人的感知本身所不能表

现的事情。语言是不同领域的交汇点，不仅是认知的表现形式，而且也是它的组成部分。”

[2]（P99）在历史人文纪录片中，示现作为修辞手段是对语言运用原则的富有创造性的利用，

是为了使文本和人的认知倾向实现最大程度的关联性，即通过模拟历史场景激活或选择相关语

境，使观众在观看纪录片对信息进行加工处理时，能够在有限时间里对历史片断形成一个比较

丰富、立体的认识。传播者为了达到最佳关联的目标，可以在不同的场合选用从最直接的表达

式到最具有创造性的修辞表达之间的任何等级上的话语。 

事实上，语言表达式体现了来自人类的经验和认知，不同的语言表达式不仅在于它是如何表达

概念内容的，也在于这一概念内容是如何被观察、感知和理解的。任何情景都可以从不同角度

观察和表达，人们是不能完全“客观地”表达世界的，任何的表达方式都是“唯人参之”，但

不同的表达式完成不同的功能、反映不同的认知。[2]（P133）对于历史人文纪录片来说，示

现手法的有意运用，就促使观众趋向传播者所想达到的目标，即：与以往那种静态画面加解说

词的纪录片的效果区分出来。 

解释学家伽达·默尔认为，“真正的历史对象不是一个客体，而是自身和他者的统一，是一种

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理解的真实。一种正当的解释学必须在理

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真实。因此，我们把所需要的这样一种历史叫做‘效果历史’。理解本质

上是一种效果历史的关系。”[3]（P210） 

对历史人文纪录片来说，遵循客观的历史是根本要求，不能篡改或歪曲历史真实。但是，纪录

片毕竟不是历史本身，而是传播者对历史解读后并通过电视元素表达出来的历史，是带有历史

本质和现有电子技术特征的解释的“效果历史”。纪录片在中国滥觞时，解说词配合历史资料

和空镜头的手法成为共识并延续下来，几乎成为历史人文纪录片表达信息的金科玉律。然而，

谁都不能否认这种解释文本是囿于制作技术和观念进步进程的，它对历史表达的有限性也不容

置疑。示现作为解释手段，与此前常用和此后可能出现的任何手法，都是为了在时代范畴里更

清晰地表达一种能动的、立体的历史。因此，简单否定示现，认为它违背了历史真实，显然是

陷入了机械主义和纯自然主义的缠绕。 

至此，我们认为，示现手法的运用，与早年的如《西藏的诱惑》式的表现手段以及《望长城》



的“以寻找历史来表现历史”的表达方式等一样，都是在不断探索着历史人文纪录片的最佳表

达式。历史人文纪录片中的示现手法着重点在于与其他画面资料及解说词一起构造一个立体化

的情境。尽管解说词仍然是作品表达意义的中心，但是，模拟再现的历史画面与解说词相辅相

成组成的符号体系或情景模式，一定程度上可以摆脱传统的“解说词+画面”表达式的“两张

皮”的困境，不仅能够提供有关的情景作为观众理解历史的背景，而且可以激活观众有关的其

他概念和知识，使观众的理解和记忆加深。 

示现的逻辑基础在于：客观存在过的场景和情感由创造性的“意象”来替代。运用示现手法，

其根本目的就在于生动地再现历史中的重要场景以及表达必要的情感。根据所再现内容的性质

和状态的侧重，我们把示现分场景环境示现和心理情感示现两大类。 

二、示现：立体地再现历史情境 

1、呈现动态的场景环境变化 

在历史人文纪录片中，既要展现令历史人物和后人刻骨铭心的具体的场景，又要概括比较宏观

的时代环境，把这两者再现在观众眼前，不仅有利于扩大信息流量，更能够激活感染力和历史

凝重感。 

（1）具体场景的示现。具体场景的一般都是历史人物亲身经历过的或确实存在过的，而且往

往是难忘的或有意义的。场景示现立足于事件发生时的场景与被用来再现场景的“意象”之间

的物理相似性。也就是说，画面所展现出来的场景，与历史场景并不是完全一致，而是具有内

在同一性，前者是对后者的物理性的相似模拟。场景示现所拍摄的场景，可以是原发地点，也

可以依据原发地点的关键元素构造一个相似的场景。 

如《黄兴·1911》中，解说词叙述：武昌战事爆发后，群龙无首，黄兴到——城内人人精神焕

发，气宇轩昂，青年们打扮成武松、石秀在大街上大摇大摆，庆祝新时代的到来。画面是：

（黑白）一片挥动的枪杆，一军人骑马擎旗从人群中驰过，大旗上“黄兴到”三个字处理成金

黄色，几个穿武生行头的青年在街道上大摇大摆地走。音响则是：时强时弱的欢呼声，有节奏

的马蹄声。 

这段符号，不仅把黄兴在革命队伍中的受拥戴状况表达出来了，也使观众对此加深了感性认

识。示现的心理作用，也正是基于对历史场景的相似性模拟上，以此达到对观众的吸引和感

染。这种示现比较有立体感，由相关镜头叠加模拟的现场音响再与解说词配合来完成，传播者

营造的画面和音响并茂的场景，能够真实再现历史场景中的典型运动状态、方式或空间特征。

画面是对事件发生的形态变化进行视觉再现，音响则是听觉再现，两者不可分割，共同再构成

当时的情境。 

（2）宏观环境的交代。交代宏观环境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历史人文纪录片的难点，惯常运用

的空镜头和历史资料，虽凝重但层次单调。 

《黄兴·1911》中有段解说词：4月23日，上海的一家报纸刊登了两广总督给军机处的一封密

奏，称广东当局对暴动采取了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小皇帝还不懂事，不然，他一定会问，这

些革命党为什么一定要推翻朕的宝位，他们就不怕杀头吗？画面是：（火焰的橘红色为基调，

局部特写，摇晃）官兵迅速奔跑的小腿和枪管，地面上晃动的影子；（黑白）小皇帝头像；

（一块透着黄色灯光的布，剪影）刽子手抡起大斧，鲜红的血溅在布上；迭映出革命党人头

像。节奏紧张的音乐伴随段落始终。 

这段符号，充分地运用示现的特点，传播者选择了几个典型的画面，就比较浓缩地交代了一个

复杂凶险的革命环境。 

2、寓抽象情感于形象中的情感示现 



在历史人文纪录片中，对于人物心理活动、思想情感变化等抽象信息，普遍做法往往是出相关

人物半身头像进行追述，或者就依靠解说词来表达，画面传递的信息不丰富。示现则是在相关

人物追述或解说历史事件的基础上，有意摄取与这种情感信息具有内在规约性的画面、声响并

加以艺术处理，对这种情感信息的表达进行辅助解释、强化。 

情感示现的基础不像场景示现那样注重物理相似性，而是摄取甚至创造一定的意象，这种意象

能够成为人物在经历历史时的情感状态的附着物，观众把这种主观化后的意象置于上下文情境

中，从而感知当事人的情感。因此，情感示现是通过蕴涵着某种情感的场景来暗示、启发观

众，唤起观众对该类情感的感知，它必须借助心理联想来实现。这里有必要把情感示现和隐喻

进行一下区分：情感示现是以同类事物为基础的，而隐喻则往往基于不同类事物。 

（1）、当事人或替代人显性的情感示现。历史人物往往是事后被人们评判的，在他们的生涯

里，有意摄取当时情形的可能性比较小，绝大部分场景没有资料可循，可以采用相似状态进行

模拟。《东方时空》为建党8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中的一部《革命的理想·向警予》中，向警

予的女儿追述自己在妈妈多年后回来时跟妈妈一块睡觉时的高兴劲，画面就是一个小女孩在田

野里蹦蹦跳跳。显然，向警予的女儿小时候是不可能拍摄到的，画面里蹦蹦跳跳的小女孩和田

野，不过是对当时情景进行一次模拟性的描述，但欢快和高兴的情绪却通过这样的画面传递给

了观众。 

（2）、当事人隐性的情感示现。如《黄兴·1911》中有一段解说：在那些岁月里，乱哄哄的

中国政坛上，黄兴感觉确实有些累了。那个时代，是阴谋家的黄金岁月，而英雄，也许该回老

家，种几亩田，看看家乡的山山水水，想想幼年的陈年往事。与此相配合的画面依次是：树叶

特写，树叶摇动（闷雷声），黄兴故居，有鸭子游弋的小河，河岸及岸边的柳树，（男童清亮

的笑声回荡），镜头跟进而后快速向右旋转，（灿烂明快的一段音乐）。这种方式的画面内不

出现当事人或替代人，人物隐藏在画外，镜头与人物的视角和立场一致，摄像机直接攫取并强

化的场景，正是触动当事人内心深处的情形。这样不仅直接展现了人物内心的情感变化，也使

得观众较为迅速地进入画面所蕴涵的情境之中。 

应该注意，作为对客观存在过的场景和情感的再现，其作用于观众接受心理的原理虽不完全相

同，但两种示现之间并不存在截然的界限，一个符号单位，完全可能既表现场景又包含情感。 

三、示现的实现方式和具体表现 

示现手法一定程度上可以营造或者模拟出当时的历史情境，尽量扩充立体化的信息量。当然，

对于这样一些镜头，进行艺术化的处理是必要的，通常是对色彩和运动状态进行修改和标识。

此外，在运用了示现的画面中，人物几乎从不开口说话，这不仅是为了和实拍镜头区分开来，

更是示现手法得以存在的内在要求，否则就混淆了现实和模拟。 

1、色彩处理。 

场景环境示现所针对的场景基本上是过去的，带有回忆色彩，一般处理成黑白或泛黄，或者对

彩色画面进行虚化和模糊处理，以便和清晰的实拍镜头区别开来。有时还在屏幕右上角打上

“情景模拟”、“真实再现”的字样。比如《记忆》中，画面除空镜头、历史资料外，大量被

“真实再现”的画面都与解说词相统一，因为一般都表现过去的信息而几乎都经过处理，有些

是黑白色，有些以泛黄或橘红为基底，有些彩色画面被柔化或虚化，等等。只要画面颜色和节

目的常规色彩不一致，就容易引起观众的注意。 

2、运动状态处理。 

运动状态一般是在色彩处理的基础上进行处理的，如摇摆不定、跟进、慢镜头等动作，运用了

 



非常态的镜头运动方式，就意味着对该画面的强调，并由此唤起观众的格外注意和心理感应。

当然，运动状态的处理往往还伴随着特别的镜头景别（如《记忆》中大量采用特写，以突出被

示现的场景，容易给观众以心理冲击。）。 

比如《黄兴·1911》中，有段解说词是：1911年4月27日，黄兴率领三十余人扑向两广总督

府。在混战中，黄兴冲进后花园，却发现只有他一人。他知道大势已去，便越过一堵矮墙往下

跳。画面则是：（黑白、镜头快速跟进 、摇晃、空镜头）街道、房屋，左拐，花木，一堵围

墙。音响则是时强时弱的枪声和节奏紧张的音乐。黑白的色彩预示着事件发生在过去，快速跟

进和摇晃以及左拐，则再现了黄兴率领部队扑向总督府以及越过墙头逃跑的紧急状态。 

场景环境示现注重的是对历史事件发生时环境的展现，心理情感示现注重的是通过符号来揭示

人物的情绪变化。但两者往往是相互依存的，场景变化激烈不可避免地激发并携带着人物的情

感变化。无论哪种示现，都是一种想象性的重构。这种想象必须以历史现实为基础，必须从观

众的生活经验和作品中的相关人物或传播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出发，必须符合特定的上下文

情境，要做到既合理又逼真，而不能胡编乱造。此外，充分运用历史资料、人物访谈和精到的

解说词，与示现共同构建一个多向度的符号体系，是示现得以发挥作用的基础。尽管示现一定

程度上能够弥补信息表达单调的缺憾，但必须运用在关键的场景变化或人物感情发生深刻变化

之处。否则，滥用或不当运用示现手法，将可能消解历史人文纪录片的客观真实性。 

注释： 

[1]唐松波，黄建霖.汉语修辞格大辞典[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 

[2]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3]王岳川.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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