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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6年中国理论文献纪录片，普遍扩展了题材范围，采用纪实手法创作，重视文献的

挖掘，注重细节刻画，并开始采用国际化标准创作，而主旋律纪录片走出国门更是一个惊喜。 

【关键词】文献，纪实，国际化标准，走出国门。 

    自去年以来，我国大型纪录片《故宫》《再说长江》《大国崛起》等在电视荧屏上再掀收

视热潮，并引发了学界业界与大众的热烈讨论。这是我国纪录片自1997年纪录片片创作拓展期

以来，创作风格呈多元化发展后又一轮新的创作高峰。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反映主流意识形

态为主的理论文献纪录片，在创作理念与创作手法上有何突破？在市场化进程中如何推进？本

文试图从内涵、特点等方面对2006年中国理论文献纪录片的发展做出总结与分析。 

一．什么叫理论文献纪录片 

我们所说的理论文献纪录片，在理论界和实践界一般都称为“文献纪录片”。我们为什么要多

加“理论”二字呢？从中国文献纪录片的创作实践来看，固然“文献”的特点体现得很充分，

但是在纪录片中，创作者普遍想渗透和表达的是对某种理论的电视化诠释，特别是在纪录片创

作后期，这种特点就更加鲜明。当然，文献价值仍然是其最核心的要素，理论是依附于其上而

得到阐述的。那什么叫理论文献纪录片呢？ 

一般认为，所谓理论文献纪录片，就是“利用以往拍摄的新闻片，纪录片，影片素材以及相关

的真实文件档案，照片，实物等作为素材进行创作，或加上采访当事人或与当时的人物和事件

有联系的人，来客观叙述某一历史时期，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纪录片”。包括电视纪录片、

纪录影片和纪录片栏目。 

这里我们要明确指出的是对于“文献”内涵的认识。纪录片的文献价值不仅在于它保存和重现

了历史，是具有历史价值和参考价值的资料，更重要的是它本身就是极富价值的“文献”。一

方面，它是过去一段历史的影像表现；另一方面，这段影像历史是纪录片人眼中的历史，必然

附着上时代的烙印，使“历史成为了当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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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06年中国理论文献纪录片有哪些 

这里总结的纪录片，指从2006年1月1日起至2006年12月31日止在我国内地已制作完毕或已播放

的纪录片，消息来源是中国纪录片网、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网站、上海文广集团纪实频道网站

和各地电视台网站。2006年中国理论文献纪录片的题材，可以总结为事—人—物的共时生存。 

1．以重大历史事件为题材的纪录片有：《大国崛起》《长征》《不能忘却的长征》《再读辛

亥》《脊梁》《驯核记》《风雨历程——中共中央在上海早期革命活动纪实》《去大后方》

《风雨山河•血火民族》。 

《大国崛起》是中央电视台第一部以世界性大国的强国历史为题材并跨国摄制的大型电视纪录

片，通过介绍15世纪后陆续兴起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

斯、美国的崛起历程，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提供资源和借鉴。 

《长征》，《不能忘却的长征》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缅怀革命先烈，弘扬长

征精神。 

《脊梁》在90分钟的时间内展示了中国共产党85年的发展历程。 

《驯核记》真实再现了新中国建立后， 中央决策创建中国的核工业，全国大力协同，突破

“两弹一艇”的辉煌历史。 

《去大后方》以口述历史的形式，通过掩盖在宏大历史下的个人命运，汇集成了一段让人无法

忘怀的历史、一曲中华民族的壮烈悲歌。 

《风雨历程——中共中央在上海早期革命活动纪实》真实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创建初期的艰苦

探索和奋斗历程，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诞生是“星火燎原”的开始，也是上海这座城市

的光荣。 

2．以人物为中心，以人物之情反映时代之貌的纪录片有：《我的留苏岁月》《陈毅》《中国

外交官纪实》《中国工农红军》《忠贞》《西征的红军》《乌兰夫》《西哈努克在中国》《又

见梅兰芳》。 

《我的留苏岁月》浓缩了上个世纪一代“留苏学子”的人生经历。 

《陈毅》以陈毅元帅的革命生涯为主线，深入刻画了新中国缔造者率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之路

的历史画卷。 

《中国外交官纪实》是一部全面反映中国外交官工作、生活的大型电视纪实系列片。 

《忠贞》从人性的角度去叙述开国元勋的夫人们，让人们看到神秘背后的平常，荣誉背后的泪

水。《中国工农红军》全景式展现中国工农红军历史。 

《乌兰夫》讲述了乌兰夫同志从1906年到1988年，走过的戎马倥偬、战火纷飞的革命岁月；走

过的风风雨雨、跌宕起伏的建设年代；为建立我国第一个民族自治区，为民族自治，为《民族

区域自治法》的建立所做出的贡献。 

    

3．以事物为表现对象的纪录片有：《百年光影》《红旗飘飘——长征文学风采录》。 

《百年光影》以中国电影发展历程为背景，以纪录片特有的艺术手法讲述一个关于中国电影和

中国人的故事。 

《红旗飘飘——长征文学风采录》在荧屏上首次对长征文学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展示。 

三．2006年中国理论文献纪录片有什么新特点 



1．题材选择：题材扩展到文化领域 

中国理论文献纪录片先前单一关注政治领域而忽视文化领域是明显的。我们从过去一系列的片

子中可以看出记录的重心放在无产阶级领袖这一群体身上，而对文化精英缺乏关注。2006年中

国理论文献纪录片中有了反映文化影像和文学的《百年光影》《红旗飘飘——长征文学风采

录》，表现文化精英的文献艺术电影《又见梅兰芳》，表现异国领袖的纪录片《西哈努克在中

国》。 

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和南京电影制片厂联合出品的《百年光影》，以中国电影发展历程

为背景，以纪录片特有的艺术手法讲述一个关于中国电影和中国人的故事。《红旗飘飘——长

征文学风采录》以独特新颖的视角，将历史中的长征和长征中的文学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对

长征文学经典作品的回顾，展现了红军不但是一支非常能战斗的军队，同时又是一支具有高度

文化素质的军队；反映了红军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红军用血肉之躯创造的精神，是

我们党之魂、军之魂的崇高体现；讲述了长征文学背后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2．创作理念：采用纪实手法进行创作 

中国早期的理论文献纪录片创作，可谓“千篇一律”，极端的模式化是最明显的特征。这类片

子一般在片首点明一种政治含义中间按年份逐年逐月，肤浅贫乏地叙述事例，来证明主题定

义，结尾则是豪言壮语式的表态。从《让历史告诉未来》开始，理论文献纪录片更多地采用纪

实手段来进行创作。2006年中国理论文献纪录片普遍采用纪实手法来进行创作，直接记录生

活，再现生活的原生态。 

《大国崛起》从筹备到制作完成历时近三年，七个摄制组分赴九个竞相登上世界舞台的世界大

国进行实地拍摄和深度采访，用影像和声音诠释了各个大国500年的兴起史。 

为了让世界更好的了解中国“长征”的那段历史，《长征》剧组历时45天重走长征路，采访了

20多位亲历长征的老红军和当地百姓。此外，剧组采访到了比斯诺更早传播长征的英国作家和

军事权威；以及中、美、英等多国相关的军事史专家、学者及国民党老兵。 

北京电视台海外节目中心派出《我的留苏岁月》摄制组赴俄罗斯，历时半月，拍摄了当年这批

留学生学习和生活过的二十三所大学，采访了九位前苏联同学。 

《百年光影》为创作本片，编导人员先后走访了各地电影厂，采访了１００多位老艺术家和电

影史学家。 

《陈毅》拍摄采访了陈毅家属、秘书、部下等近百位历史见证人和知情者。 

曾因拍摄反映可可西里生态的纪录片《平衡》闻名的彭辉，担任了《忠贞》的总导演、总摄

像、撰稿和剪辑。他拍摄这部纪录片耗费近7年的光阴，着重采用了“真实记录”的手法，长

时间跟踪拍摄这些夫人的家庭生活和社会活动，客观、生动地记录下这些伟大女性们如今的生

活状态和社会形象。在这些老人质朴的生活片断中，我们能够近距离地体会她们特有的坚强与

温柔、杰出与平凡相融会的人格魅力，这是本片不同于其他文献片的、独特的创作手法，也使

本片显得极为珍贵。 

3．表现形式：注重细节 

中国早期的理论文献纪录片侧重于宏观的角度来展现历史，往往站在一个很高的位置来向观众

传达观念，只注重结果而忽略过程的记录。对事件和人物的随意褒贬与结论式的论说使纪录片

的权威性和可视性都大打折扣。2006年中国理论文献纪录片更加注意从细节做文章，以小见

大，注意通过典型人物，具体事例来展现事物的发展过程，用细节描写来引出和充实大事件。 

 



《忠贞》试图通过人们对这些家庭的神秘预期与普通现实间的巨大反差，把这些老人以一个平

平常常、端端正正的“人”的形象展现在受众面前，还原神秘红墙后的平常与朴素。 

4．创作手法：重视文献的挖掘 

    中国早期的理论文献纪录片以政论手法为主要的创作模式，其导致的结果就是注重对事先

确定好的观念的传播。即使是那些对观众来说很有吸引力的题材，也因为充斥于其中的空洞，

干瘪的议论而把观众吓跑了。2006年中国理论文献纪录片特别重视对文献的挖掘，从那些从来

没有面世过的资料里找寻和收集，形成一种“揭秘”的效果。观众在被那些从未知晓的信息所

吸引的时候，不自觉地就接受了渗透于其中的观念。 

    《大国崛起》呈现了葡萄牙和西班牙在1493年签订的划分世界的条约和地图、荷兰东印度

公司当年的账册、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1789年的最早印刷本等。 

纪录片《长征》从海外购买大量历史资料片，制作了三维动画长征路线图、战争态势图。 

    七集系列专题片《我的留苏岁月》提供了历经岁月已经发黄但是完好的校友录和影集。 

    自述体文献纪录片《陈毅》从国家权威新闻出版机构刊发的陈毅文献中，精心采撷编撰为

该片的解说词，原汁原味。该片还选取了几百幅不同时代的照片和陈毅在不同历史时期创作的

几十首诗词，让观众充分领略到“一柱南天百战身，将军本色是诗人”。 

    《中国工农红军》拍摄单位解放军宣传中心组织和调动了近十年来红军历史研究的最新成

果，挖掘出了一批相当珍贵的历史文物和影像资料。 

《百年光影》从上万部中国电影中精选出400多部经典影片片断，最终完成此片。 

《又见梅兰芳》以大量的影视资料为依托，展示了梅兰芳大师的艺术风采和他的一生追求。剧

组还专门从美国购买了一段1930年梅兰芳访美期间，由派拉蒙公司拍摄的《费贞娥刺虎》有声

片段的影像资料，真切地记录了大师36岁时在美演出的实况，是现存最早、最完整、最清晰的

梅兰芳早年影像。岁月的影像，为历史存真；经典的重现，还原艺术的重量；在流转的光影

中，《又见梅兰芳》再现中国京剧的绝代风华。 

5．技术标准：国际化标准制作 

中国的理论文献纪录片反映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拍摄中主要依赖政府部门的支持，主要由国内

电视台参与拍摄。近年来，民间资本投入在纪录片市场增大，中国理论文献纪录片逐渐有了国

际化标准制作，多国参与制作的作品。 

2006年纪录片《长征》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北京华亿联盟文化投资有限公司联合摄

制。集合中美双方纪录片制作精英，按照美国历史频道提供的国际技术制作标准，用一年半的

时间精心制作完成。纪录片《长征》最为难能可贵的是采取了中、英、美三国拍摄，力求增强

客观性：在中国，采访到了二十一位亲历长征的男女老红军；在英国，采访到了比斯诺更早将

长征写成著作传播到西方的英国作家和军事权威；在美国，采访到了离开祖国数十年的国民党

老兵。剧组还从海外购买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片，制作精彩的三维动画长征路线图、战争态势

图，这些都是在国内首次使用的。 

6．海外市场：主旋律走出国门成功尝试 

由于中国的理论文献纪录片反映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往往很难投放到国外市场。因为国际纪录



片评奖一般是把纪录片分为两大类：人文社会类和自然环境类。去年成功实现海外销售的大型

纪录片《故宫》即属于人文社会类。 

2006年纪录片《长征》走向国际，被韩国KBS等世界主流媒体购买，并在率先播出的KBS取得

3.8%的收视率。目前，《长征》已被美国The History Channel、澳大利亚SBS、英国Channel 

5、韩国KBS购买了90分钟版本的播出权；刚刚剪辑完的60分钟版本也在戛纳MIPCOM电视节上颇

受欢迎，将成为2008年之前各国的主流电视频道了解中国历史的重要节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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