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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许多电视记者对纪录片的探索是孜孜不倦的，电视屏幕上呈现出的纪录片类别和风

格越发多种多样。在这种浓厚的探知术的氛围中，诞生了许多或意蕴深刻或情节自然或富有新

意的不错的作品，给我国纪录片的发展提供了不少值得研究与关注的课题和内容。但是尽管如

此，审美欣赏品味日益提高的电视观众仍未显示出我们所期望达到的热度及反应，似乎对于我

们的付出并不十分领情，有的观众还列数一些电视纪录片“口号大”“水分多”“太虚假”等

问题。原因何在？为什么今天如此先进的技术手段，编导者细致缜密的构思，精雕细刻的编排

和艺术加工仍然无法打动、吸引广大的电视观众，无法真正走进观众心里呢？这似乎应该成为

编导们在搞艺术创作与发展的同时必须考虑并且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 

编导者是通过作品中的画面和节目传递信息及情感的，最终目地是获得观众的认同与理解并进

一步引发更深层的思考。在这个传播与接受的过程当中，保证有效性的前提就是观众的收视情

绪，是观众是否有兴趣与节目进行“沟通”与“对话”。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编导是否找到

并使自己的作品具备了能唤起观众情绪点和思想情感的一种语言表达方式。目前观众非常反感

的、厌倦的就是一些不管观众接受情绪，只顾自吹自擂的口号式、说教式片子，严重阻碍了观

众情感的交流和愿望。比如“……铁东乡党委深入理解党的各项政策，和方针，乘着改革开放

的东风，抢抓机遇，使乡镇企业三年迈了大步……”。“胜利油田狠抓大干快上，下决心把工

作搞上去……”等等，牵涉广泛，使观众无法与之“对话”。其次，编导者过于激烈的情感渲

泻和主观色彩的渗入也使得纪录片作品的意义个人化，缺乏广泛性，甚至致使纪录的内容偏离

自然规律。再就是编导们为了深化和表现主题，急于求成地制造编排部分情节或细节，令观众

感到缺乏“诚意”。 

一部纪录片，不管它属于哪种类型，体现出什么样的风格，纪录的是人还是物，评价其成功与

否的标准就是看观众接不接受，喜不喜欢，认不认可，而观众喜欢与否的标准取决于其心理接

受的程度。不管观众面前的作品表达的是深沉的哲理意味还是平淡的生活体验，首先触动其情

感和交流愿望的是一种“态度”一种语言或者说是一种“语气”。这种“态度”，和“语气”

来自于电视画面，是流动的画面所营造和产生的。观众需要的是与自己坦诚，平等，平实交流

的语气和态度，只有唤起了观众的信任和兴趣，那么在此基础上的传达和传递才是有意义的。

不管你拍的是什么，说的是什么，观众才会随着你的表达产生情感的积累和相应的探讨与思

考。犹如真正的朋友间相互交流，未必说的都是双方非常感兴趣的话题，但其交流的氛围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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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都仍然是愉快的，持续的，持久的。事实上，我们就是应当能赋予作品这样一种在观众心中

能与之对活沟通的语言和态度，一种平和的语气和口吻。 

如何才能让作品具备这种交流呢？我认为创作者在创作观念中应该牢记六个字：平静——平

视——平实。 

（一） 

平静是一种态度，是我们的创作者应该使自己的作品具备的一种态度。纪录片作品是作者主观

情感的真实吐露，带有创作者的个性、文化及审美特征，所以要想让作品心态平静首先应该是

创作者的心态要放平静。这种平静，是一种出乎其外的表现，而入乎其内的是高度的社会责任

感和对生活的极大的热情。也就是说，我们要以热情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以犀利的洞察力

找出一个个关键点逐个击破，或者是找出一个个情绪点逐个展现。但在开机之后，要将热情与

激动转化为一种平静，不能处在个人情绪化的创作状态中跟着感觉走。观众思想与情感的形成

过程是自觉的、水到渠成的而不是某个人的思想倾向和主观臆断或情感渲染所能决定的。主观

色彩浓厚的片子会使观众感觉被牵制、被影响，从而失去与观众心灵的契合。所以，拍摄的时

候，采访的时候，写词的时候，表现的时候我们不要冠以抱打不平，嫉恶如仇的热情影响纪录

片的情绪点，给观众一个图解编导个人思想的片子，而是应当平静的拍摄，纪录事实的过程，

把是与非和对与错交给观众自己去判断。比如获奖纪录片《升旗•生命》就其主体来说，是具有

体现当代军人热爱祖国、祖国至上的深刻内涵的。纪录的是一个身患癌症的升旗手——陶维革

对岗位的热爱和对国旗的真挚情感。在整部片子当中，深刻的主题没有被负载在激昂的口号和

语言当中，而是在“留遗产”，“数国旗”，等几个真实的故事细节和人物质朴的语言中体现

出来的。使国旗意识、爱国主义精神通过电视画面形象地印在观众的头脑中。 

平静的心态还能体现出纪录片朴实的风格。编导者不要希望一部纪录片可以反映一个甚至多个

深究的道理，容纳最大限量的信息和观点。也不必强加于一部纪录片全方位的政治意义、教育

意义和社会意义。纪录片是电视节目不是教科书，一本满是宣传语言的教科书都会显得枯燥无

味更何况一种视觉的欣赏艺术？电视具有教育和引导的职能，但应当是潜移默化的渗透和自然

自觉的形成。每一部纪录片都具有这样的传播目的，希望观众在看某一事物存在状态的同时认

识其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实质与规律。知识越要达到某种深刻的教育意义就越应该使观众处于

自愿读件，轻松读件的状态，而不是大量频繁的填鸭。没有理解不了编导意图的观众，只有不

愿理解编导意图的观众。今天的观众需要的只是平静的交流，态度上的接受才能使观众理会任

何意图的传达。中央电视台李东生副台长曾说过：“记者面对题材的时候，应该是热情投入，

平静处理。”这就是说，热情投入是创作的动力，但不可热情的处理，热情的处理会使纪录片

成为孤芳自赏的个人作品，而不是观众和老百姓喜欢的节目。那么这个作品也就失去了它的价

值。 

（二） 

平视是一种角“度”。以平视的视角去纪录，是创作者选择的能与观众平等深层交流的最佳表

现角度，充分体现了创作者对观众的理解与尊重。平视客观，表达情感是创作者完全站在观众

最能够接受的立场上摆事实、看问题、说道理。观众感受到的是真切和坦诚的语言和口吻，以

这种方式纪录生活和表达情感的纪录片，其负载的宣传及教育功能是容易被观众领会和接受

的。这类片子当中没有编导的痕迹和个人观点以及“高大全”的人物形象，质朴自然，完全是

开放式的理解与尊重。 

平视的记录中很少有带有引导或总结性的词句，编导纪录的只是与主题相关的情节、细节或自

然生态的流程，电视观众在一种情形自然的欣赏中品味各中滋味。或喜或忧、或趋同或反省、

或同情或憎恶。独立的思考辨析和情感的凝聚与升华都是自然而然发自内心的，是任何直白的

语言和口号所不及的。例如大型纪录片《毛泽东》的拍摄，编导们以平视的视角展示了毛泽东



“是人不是神，但也决不是普通人”的个性魅力。他们把蕴含丰富的毛泽东思想、性格和行为

以及与其有关的情节细节从历史的长河中找出来，让毛泽东的后代、朋友、部下、身边的工作

人员在现实生活中去谈、去介绍、去追忆，观众是在一种真实感人的氛围中走进了节目、认识

了这位伟人平凡普通的一面和独具魅力的气魄，在这部纪录片中，就连解说词也是开放客观、

真实地纪录的方式，如说到毛泽东的游泳姿势时，这样写到：“毛泽东游泳一贯随心所欲，想

怎么游就怎么游，怎么舒服就怎么游，这大概是因为他太熟悉水的特性，驾轻就熟的掌握了水

的规律，所以他显得那样自由自在。”没有一句激昂的言语，完全是真实平静的纪录，然而观

众已经能够理解和领会到编导者深谙的道理。 

平视客观纪录真实，还体现在对事实的尊重上。纪录片中有一类是主题先行的片子，这类片

子，为表达某一明确的思想或主题而进行相关的纪录，另一类是完全意义上的纪录片，完全尊

重客观存在，纪录的是真实生活中的一个片断，一段流程，一种存在，并不刻求某种明确的主

题思想，片子只是作为对人类生存轨迹的纪录和再现。但这种片子却往往蕴藏着创作者对人生

及现实社会严肃的思考和强烈的人文价值与哲学价值。平视生活的背后是观众以哲学的思维和

哲学的精神对片子和现实生活的反思和观照。如跟踪纪录五个年头，以真实反映一群年青的特

警队员生活与情感的系列片《女特警雷敏》、《女子特警队里的男队长》、《女特警的陪练

员》等，和一部反映一位爱足球、爱唱戏，对待生活热情执着的普通老人陈子宽晚年生活的纪

录片《芝麻酱得慢慢的调》都是十分成功的。这种平视的纪录总是以一种不长不短、不快不慢

却又有头有尾、有轻有重的记述语言向观众展示一个个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的人生流程，唤起

的是观众思想与思想的交流和情感与情感的碰撞。 

（三） 

平实是一种境界。是创作者放平了自己的心态，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以一种平实的理解纪

录下的真实情感。平实是观众信任和关注于作品的“保险单”，也是纪录片最成熟的电视。要

使作品达到平实的境界，就应该采用最朴实的手法和真实的情感以及详实的语言。开篇我们就

说到了，拍电视的人与看电视的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传达与接受的关系，也是相互交流勾通的关

系，作品的语言和心声是创作者本身的情感与心态的体现。要让作品具备平实的风格，创作者

必须懂得朴实地尊重和反映生活，详实地纪录过程与细节的原貌，用真实的情感换取观众的认

同和回应。这样的纪录片作品才不会使观众产生距离感和排斥心理，才是成功之作的。 

现在，如果回过头来看纪录片中存在的一些使观众产生厌倦情绪的遗漏和问题，我们就不难发

现，产生这种问题的原因就是因为种种不平静的心态和不真实的纪录违背了人们生活和行为的

规律。纪录片的任务就是纪录，纪录的内容是客观世界的存在，人的存在，人的思想、意识、

行为的延伸轨迹和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用陈汉元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纪录有声有色的历史。

所以纪录片的创作不应当是创作者一种急功近利的自我个性展示和作品个人主义的塑造，也不

应当违背或偏离人的思维、思考、思想的规律与原则。纪录片最深沉，最完美和谐的境界就是

还原真实、纪录真实。以观众易于接受的方式成为人们反观自我、认识自我、完善自我又同时

具有较高文化和艺术审美价值的大众电视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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