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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听语言是电视记录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

视听语言进行探究的过程中，能够发现视听语言变得

越来越重要。现阶段，在电视记录片中，虽然对视听

语言的应用时间并不长，但是，视听语言已经逐渐成

为记录片艺术中的重要构建元素，同时也是记录片艺

术生成感染力与冲击力的必要基础。正是由于视听语

言的应用，才会使记录片具有独特魅力和无穷无尽的

主题。

 

1. 真实性与感染力
与其他电影和专题片略有不同，记录片的最大特

点就是具有一定的纪实性。纪录片所拍摄的素材，大

多都是反应现实生活的一种素材，不管是在拍摄方面，

还是在制作方面，都无法强加之作者的主观意愿。真

实是记录片的主要特征之一，将会引导人们逐渐摆脱

以往的观念和束缚，从现实生活的角度出发，对人们

所发生的事情进行真实记录 [1]。

例如，在《沙与海》影片中，有这样一幅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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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女孩正在凌乱的房间里画画，微弱的煤油灯不

断闪烁，小女孩趴在床边只能通过那微弱的灯光，认

真学习。虽然这幅画面没有添加任何摄影灯光，只是

简单的描述小女孩在灯光下读书，但是这种因光而呈

现出来的色彩基调，就是最纪实的，借助自然光来还

原生活，充分体现出小女孩即使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

也依旧对知识充满渴望，与此同时，也能使观众切实

感受到在那种恶劣条件下的体会，在如此艰难困苦的

环境下，小女孩能够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利用影像的真实性，深刻感染到观众，让观众能够获

得身临其境的体验。

再者，提到感染力，与《舌尖上的中国》第一部

相比，第二部添加了更多的人文元素，一部分是在画

面上，文案的创意与构图的细致，另一部分则是在镜

头上，聚集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情感生活

或是对人生的感悟等等。纪录片的社会价值与文化价

值的体现，主要取决于不同题材的特点，不管是什么，

都需要充分体现出其艺术价值，而纪录片中的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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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其艺术价值所决定的，在纪录片创作中，无论

是结构的安排，还是角度的选择。如果纪录片创作只

是单纯的记录生活流程，那么又该如何吸引观众呢？

还需要依靠作品的故事性与戏剧性，以及作品的表现

形态、意境营造、节奏把握等等，这一系列内容都充

分体现在创作者对人和事物的描述当中。故事性与戏

剧性，是断定纪录片艺术价值的主要参考依据，同时

也是加强作品感染力的必要途径 [2]。

 

2. 声画协调、叙事写意
在纪录片当中，每幅画面都有着相对较强的叙述

性，一部完整的纪录片，通常是由多个相对独立的事

件或场景共同构成，而构成这些场景的则是多个具有

叙事性的画面。纪录片中的每一个画面，都有着其独

特的叙事性，简而言之，一部相对完整的纪录片，是

由多个独立事件或场景共同组成的。纪录片主要是通

过视听语言的方式，来对叙事和表意进行完善，事实上，

就是将纪录片的真实性和故事性进行有效结合。在《舌

尖上的中国》第二部中，有这样一个画面，白马占堆

攀爬至十几米高的树冠上，这时候便出现危机四伏的

背景音乐，与此同时，画面剪辑的速度也随之加快，

并伴随有声音加快，再加上画面的剪辑速度，以此来

呈现出声画协调的完美配合，进而实现更加理想的效

果 [3]。

在纪录片的创作过程中，可以采用故事化的叙事

手法，并且在纪录片的生存与发展过程中，故事化手

法将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最为重要的一点是，

如何在创作过程中对实现故事化进行牢牢把控，最终

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

现阶段，最为有效的写意方式，就是对于风景的

表现。比如，在什刹海上的野鸭岛拍摄过程中，创作

者为了拍到清晨的景色，每天清晨都会快速奔赴到什

刹海上，找到野鸭岛，这时候刚好天有些泛白，要想

达到更加理想的拍摄效果，创作者通常还会选择在不

同的拍摄地点完成拍摄，比如，建筑物楼、野鸭岛上

或是岸边等等，这样不仅能拍到俯视角和平视角，还

能拍到流动视角与广角等其他视角，甚至是景别镜头。

画面细腻且富于变化，有着较强的表现力。而什刹海

的夜晚，也别有一番韵味。在拍摄夜景过程中，创作

者也会采用某些特殊的表现手法，比如借助星光镜，

将镜头从实变虚，再从虚变实等等。由此可见，对于

拍照的写意性镜头，正是因为花费了更多的时间和精

力，所以才能在片子中发挥着渲染气氛、烘托主题的

作用，以此来弥补纪实镜头的缺陷与不足。很难想象，

如果缺少这些丰富多彩的画面，那么片子将会变成什

么样。

在拍摄纪录片时，如果采用大量的写意镜头，将

纪实拍摄的画面、真实再现的画面以及资料画面等进

行有效结合，情景交融，现在的时空与过去的时空，

相互穿插的表现手法，将过去与未来，追忆和记录进

行有效融合，使纪录片看起来充满诗情画意，同时也

更能彰显主题宗旨 [4]。

3. 营造氛围，抒发情怀
电视记录片一般具有制作精良的特点，并充分展

现在视听语言的诸多方面。纪录片是一种常见的艺术

表现形式，不仅要兼顾真实性与艺术性的特征，还要

在视听语言表现中，将艺术性与真实性进行有效融合，

两者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真实性是记录片的重

要基础和前提条件，而艺术性则是记录片的上层建筑。

艺术性离不开真实性，又充分展现出真实性。电视记

录片中的视听语言，主要是利用自身的表达以及对细

节的提炼，以此来进一步提升记录片的观赏性，最终

实现抒发情怀、营造气氛的效果 [5]。

在《舌尖上的中国》第二部中，在拍摄养蜂人谭

光树时，能够发现很多体现书法人文情怀的东西，无

论是在人物采访、画面捕捉，还是在音乐渲染等方面，

都能使观众快速投入到当下的生活环境或时代背景中。

谭光树的爱人时常会对当前风餐露宿的生活所有抱怨，

认为谭光树之间的承诺都是骗人的，事实上养蜂人的

这个职业，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美好，长时间处于在

外奔波的状态，这样的话语和口吻更加贴切一个中年

女性，当岁月经过洗礼，只剩下无穷无尽的现实生活，

人们难免会产生各种抱怨的心理，这也充分体现着现

实性的特点。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典型人物，才

会使整个影片充满人性关怀，这种细节上的处理和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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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才是整个影片成功的关键所在。

除此之外，在《边疆行》这部大型电视记录片中，

包含精彩的语言画面以及全纪实的风格，充分体现出

我国边疆地区与沿海地区的美丽风景，能够让观众切

实体会到正处于发展变化中的中国形象。该记录片中

的主持人，主要是以边看边走边说的形式来制造话题，

营造相应氛围，为记录片增添更多的色彩，在实际创

作过程中，主持人首先是营造氛围，同时也会对设计

悬念与细节表述进行合理把控，尤其是注意现场细节

的控制，即使是生活中的小事，比如与当地人一起喝酒、

跳舞或是采蘑菇等等，也能做好做细。细节决定成败，

对于细节的刻画与表述是最能感染观众的。电视记录

片中的视听语言，正是利用声画的完美演绎，才能进

一步提高自身的观赏价值，并通过对真实性的表现，

来提升艺术的审美性，以此来营造良好氛围，感染观

众情绪。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视听语言在电视记录片中起到不可或

缺的作用，同时也是一种至关重要的创作元素，应当

获得广泛关注与重视，并积极运用在电视记录片的创

作与构思中。为更加合理有效地运用视听语言，创作

者就需要不断提高对视听语言的重视程度，对视听语

言有着更加深刻的了解与认识，这样才能为后续研究

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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