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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史为鉴”，用影像讲述中华文明的历史故事、阐释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传递

中华文明的文化底蕴，实现历史叙述与现实价值的有机统一。历史题材纪录片伴随技术

革新和艺术理念的不断创新，不断与时俱进呈现出更加广阔的艺术探索。立足当下历史

题材纪录片多元化的创作语境，不断审视在新世纪之下历史题材纪录片的文化认知价

值。文章的第一部分主要围绕“情景再现”与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关系为切入点，反复论

证“情景再现”在历史题材纪录片中存在的必然性，以及近年来新型“情景再现”的应

用方式。第二部分、第三部分、第四部分分别从情景再现新型表现模式的“真人表演”、

“沙画”、“水墨动画”、“水彩画”分别进行阐述，依次讨论其在情景再现手法中使

用的特点和效用。最后第五部分是对整体历史题材纪录片中“情景再现”使用的应用思

考，分别从历史的影像化传播与美学风格、受众心理以及“情景再现”使用的适度原则

逐步探讨，最终得出结论“情景再现”手法在历史题材纪录片中的使用在随着时代的进

步以及受众接受程度的变化也在逐渐发生转变，在保证历史真实性的同采用“适度的”

情景再现手段，同时融入多种艺术门类拓宽情景再现的方式，结合更多新型科技手段，

让历史“重获生机”。

历史题材纪录片的生产与再生产都是在特定情况下凝聚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明

显主体特征，在呈现出当下与历史交汇融合的过程中，构建现在与过去、历史与当下持

续不断的“对话”。让历史与现在产生联系，建立沟通，以虚实相交的方法为探寻真实

提供“武器”和线索，在认知提升、文化认同方面不断满足受众的取走，进而产生情感

价值和情绪共鸣。

关键词：历史纪录片，情景再现，沙画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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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选题缘起

历史题材纪录片作为众多纪录片中的重要分支，将纪录片真实性的根本要求再度拔

高。随着社会经济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纪录片紧跟时代的步伐及变化，深度剖析

受众心理的转变，不断调整纪录片制作的内容及形式，融入多种艺术门类及美学特征做

出创新。

约翰·格里尔逊最早在英国提出“纪录电影”一词，并组织英国纪录电影运动，主

张纪录片是对真实的生活场面富有创造性的处理，可以采用戏剧化手法对现实生活事件

进行“搬演”甚至“重构”，主张纪录片应该拍摄纪录“发生在家门口的戏剧”。从最

早的纪录片《北方的纳努克》，导演弗拉哈迪大胆采用了“搬演”的手法，再现爱斯基

摩人的生活状态以及还原爱斯基摩人的原始生活场景，到后期纪录片创作者们的不断演

变，真实电影和直接电影的区别开始逐渐明显，纪录片“情景再现”手法的运用开始不

断变化。

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内容选择大部分为历史上呈“过去式”的故事，具有不可复现性、

复杂性等一些缺点，因此历史题材纪录片为让这些不可再生性的内容再次复现与屏幕之

上，便需要深度结合“情景再现”的技法。关于“情景再现”的界定，其一从技术上来

说，情景再现是建立和依靠于客观事实的基础之上的，通过“搬演”、“扮演”的手法

将无法还原的内容再度“复活”。其二从内容方面来说，情景再现的手法主要表现在“场

景的再现”，通过演员的表演以及影像的记录方式来补充事件讲述的空白，从而烘托情

绪、阐述事件。透过历史的局限性、视觉文化的满足需求来看以及突出历史题材纪录片

的趣味性及教育性，“情景再现”手法在纪录片中的运用是必然的。集体记忆的构建需

要纪录片的宣传属性来增强召唤意识，通过“情景再现”的不同运用以及故事悬念感的

设置讲述，让历史生动形象的映入观众的眼中，进一步激发观众的观看欲望以及沉浸式

的观赏体验。

“情景再现”技法在纪录片中的使用，创造出“历史真实”的影像、“不可复现”

的故事以及“鲜为人知”的事物。例如在纪录片《消失的古滇王国》中，通过虚拟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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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情景再现”方式，将古老而神秘的古滇王国进行复苏，奇特的古滇王国的面貌、

民族特色等场景都被生动视觉化的搬上屏幕，满足观众对古滇王国的猎奇心理。同样在

纪录片《千古风流人物》系列中，创作者通过第一人称视角讲述古代人物的生活故事，

看到李白在醉酒诗天下背后的心酸与苦楚，李清照人比黄花身后女性的坚强意志等；纪

录片《上线了文物》更是利用 3D虚拟技术以及深度融合当下新时代语言特色，为国宝

文物注入新的“灵魂”；在纪录片《龙的印记》当中更是运用多种技术手段不断再现“龙

形象”，揭示龙文化的奥秘。由此在历史题材纪录片中“情景再现”的使用方法开始逐

渐打破传统意义上的“复刻”，开始更加注重“再现”背后的情感表达以及价值传递。

新时代的历史题材纪录片中的“情景再现”开始融入多种门类的艺术手法，例如“沙画”、

“水彩画”、“水墨画”等，让历史“真实”逐渐拥有新表达。同样，历史题材纪录片

中“情景再现”的运用也需要注意“度”的问题，边界的把握是对“真实”与“虚构”

关系最好的呈现，要摒弃刻板印象，创造创新“真实”。

（二）文献综述

截止 2022 年 12 月 22 日，笔者在 CNKI 数据库以主题“历史题材纪录片”进行检

索，共检索到文章 275 篇。以主题“纪录片情景再现”进行检索，共检索到文章 650 篇。

以主题“纪录片真实性”进行检索，共检索到文章 436 篇。以主题“纪录片叙述方式”

进行检索，共检索到文章 172 篇。综上可得出，关于历史题材纪录片中“情景再现”的

应用研究的相关参考文献众多，对纪录片中“情景再现”的手法研究热度逐渐增高。

作者王若璇在文章《历史题材纪录片中情景再现的美学观察（2010-2020）》中，

对十年内历史题材纪录片中情景再现方式的使用变化进行探讨，并提到情景再现方式的

“电影化”趋势以及多元审美体验的要求是时代发展带来的转变，情景再现的使用需要

不断与各种新型美学类型进行陌生化的融合尝试，提高历史题材纪录片的整体美学特

质。1

作者邵雯艳、杨涵在文章《历史纪录片：构建现在与过去的“对话”》文章中写道，

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创作首先是在特定年代中创作者与历史发生“对话”，其次创作者在

有限的叙事视角中将历史“对话”进行思考，以影像的方式进行再次编绘的过程。在历

史题材纪录片的创作中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对象临摹、虚实相生的话语构建以及效果

1 王若璇.历史题材纪录片中情景再现的美学观察(2010-2020)[J].当代电视,2021(01):63-67.

万方数据



绪 论

3

历史的对话意义。在历史时间的长河里，历史题材纪录片的话语需要跟随技术创新、美

学观念的嬗变、思想意识的不断发展不停的“再次构建”1。

作者任戌盈、杨梦圆在文章《真实与间离：纪录片中的情景再现研究》中认为，间

离效果运用于纪录片中同样需要注意让观众与讲述内容保持距离，演员的“扮演”或“搬

演”同样需要与表演的对象保持距离，间离效果的运用在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创作中让“情

景再现”的手法运用始终保持“清醒”，“度”的把控将纪录片的真实性与虚拟性严格

要求，避免过度娱乐化的“情景再现”导致纪录片最终真假混淆的情形出现。2

作者耿乔在文章《论人文历史纪录片中“情景再现”手法运用的合理性》中对情景

再现手法运用的度向提出要求，情景再现的手法在纪录片中的使用的合理性首先便要满

足与历史文献的吻合，客观史料确保历史的真实性和出处性；3再者要与口述历史相吻

合，摒弃过去全知的叙述手法，通过史学家或者历史亲历者的讲述来达到挖掘历史真实

的可能性；第三要与历史影像资料相印证，适当的影像资料补充可增大历史题材纪录片

的可信度；第四要求特技的运用要与历史细节相依存，建立在虚拟技术上的情景再现方

式，将不可复现的内容成为可能，因此应更加注重细节的交替；最后便是要求多观点的

融合，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创作内容本身故事的选择性以及过去性，时间之久远便要求听

取多方意见，整合资料，合理创作。

综合文献综述，对于选题“历史题材纪录片中的‘情景再现’应用研究”的可参考

文献众多，且具有参考意义。

（三）创新之处

历史题材纪录片在随着科技时代的变化，不断创新自身，融入多方特色，吸纳新型

观点，纪录片的创作逐渐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本文对历史题材纪录片中的“情景再

现”方式做出创新研究，融合“沙画” “水彩画” “水墨动画” “真人表演”分别

进行探讨，探索“情景再现”融合新型艺术门类所创造的全新视觉体验及情感表达。

沙画艺术作为一门新型艺术门类，本身便结合了众多的艺术类型，例如绘画、影像、

音乐等。以沙为媒的沙画的制作，依靠沙画创作者对于沙的理解和运用，勾勒粗细线条

以及人物轮廓，场景转换的连贯性使得沙画在随着绘制的完成随之消逝。由此，沙画艺

1 邵雯艳,杨涵.历史纪录片：构建现在与过去的“对话”[J].中国电视,2022(09):22-27.
2 任戌盈,杨梦圆.真实与间离：纪录片中的情景再现研究[J].新闻世界,2021(10):82-85.
3 耿乔.论人文历史纪录片中“情景再现”手法运用的合理性[J].东南传播,2014(10):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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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本身的视觉艺术体验的新奇为情景再现提供了可能，历史故事的讲述往往需要用“委

婉”的语气来诉说，沙画艺术这种带有“消逝感”的再现手法，配合音乐、人物独白的

运用，让故事的讲述停留在“想象”的层面，正如间离效果的要求，观众在观看时，结

合新奇的画面叙事以及音乐配音的夹持，与历史产生关联，进行“对话”。

“水彩画”、“水墨动画”，融合了绘画与动画艺术，将传统与现代科技进行结合，

从侧面更易表达传统与现实之间的沟通。作为绘画艺术的水彩画、水墨画，依靠创作者

对水的把控，调配水与彩、水与墨之间的比例关系，绘制的晕染效果让画作存在“朦胧

感”的体验。历史题材纪录片中的“情景再现”方式结合水彩画和水墨动画，奇特的画

面效果将历史故事跃然画纸之上，动画的运用让古代文明与现代科技进行碰撞，透过水

彩画和水墨画的情感召唤营造历史集体记忆的构建。

“真人表演”的情景再现方式，在历史题材纪录片中被经常利用，通过演员的“扮

演”或“搬演”，让历史上的场景、人物“复活”与荧幕之上。与影视剧中的“表演”

不同的是，纪录片中的“表演”更偏向场景的再现，而影视剧中的“表演”则更注重人

物的内心情感表达，由此纪录片中的“表演”更关注在“情景再现”历史时的艺术呈现

效果，满足观众对历史“真相”的幻想。

根据“沙画” “水彩画” “水墨动画”及“真人表演”四种创新形式的“情景再

现”手法的研究，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创作需要融合多种艺术门类进行不断创新，情景再

现的使用在历史题材纪录片中同样需要注意适度原则，摒弃刻板印象，注重区分历史“虚

拟”与“真实”的边界，适当的留白并保留“幻想”，才是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创作动力。

取材来源于生活真实，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同时以艺术化的手段展现真实的本

质，讲述真实的故事，这便是纪录片的核心。自 1895 年卢米埃尔兄弟拍摄的实验性电

影《火车进站》、《工厂大门》，一定程度上的记录性质开启了纪录片的先河。“纪录

片之父”罗伯特·弗拉哈迪执导的纪录电影《北方的纳努克》以情景再现的方式，真实

的讲述了生活在美国北部爱斯基摩人的生活故事，在世界纪录片史上首创的使用非职业

演员的表演，为后续纪录片中对情景再现的使用增添了更多探讨。历史题材纪录片相比

于故事片，伴随技术手段的不断进步，CG动画的使用以及间离感效果的塑造，使这种

本身带有非虚构性质的表现形式不断增添艺术性。就纪录片本身而言的视听语言、叙事

结构、主体思想的艺术属性，在受众需求改变的同时发生变化，历史题材纪录片中那些

“不可再生”、“无具象”的表达对象需要通过新形式的“情景再现”来生动形象的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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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5

现在大众面前。“搬演”以及“扮演”的灵活运用以及“情景再现”使用的适度原则仍

是现在历史题材纪录片所要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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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情景再现”与历史题材纪录片

情景再现作为纪录片中不可或缺的手段，在历史题材纪录片中，使影片所讲述的历

史性事件、器物、故事、人物的展现更加形象、细节、生动。在保证真实性的同时，迎

合现当下受众的娱乐性需求，将历史故事讲的更加生动、历史人物的展现更加鲜活、历

史器物表现更加逼真，利用全新的科技手段，创造鲜为人知的“真实”以及不可复现的

“真实”。

（一）关于“情景再现”

历史题材纪录片作为纪录片众多题材之一，其题材的功能是讲述历史故事，传承历

史文化。纪录片本身作为非剧情类节目的代表，“真实性”是其必备要求，客观真实的

纪录及数据、导演不干预故事或人物的发生发展，以及大量客观视点镜头便是纪录片具

备的基本元素。历史题材纪录片，被讲述的对象本身就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即片中所

表达的对象本身具有真实性，但是缺点却是由于历史题材纪录片中大多所表现的对象，

或是抽象的、或是不可再现的、或是无法具象的，使得历史题材的纪录片在讲述故事时

往往需要多种手段进行辅助，使得表现对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再现”，因此，“情

景再现”的手法在历史题材纪录片中得以广泛运用。

1.“情景再现”的概念

随着近几年纪录片的迅猛发展，其表现方法、故事结构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情

景再现”在随着纪录片的演进过程中，不断呈现多种方式，以新型的“虚构”手法，呈

现更多“无法展现”或“更加形象的展现”的内容。“情景再现”的方式通过“模拟情

景”，表达拍摄对象的故事、情绪，再现真实事件，同时用形象化的手法再现“真实”。

这种表现手法符合当下受众的观看需求，以及现下纪录片风格化、时尚化、多元化的时

代特征。

“情景再现”的表现方式，增强了纪录片的表现力，情景再现的概念可分为两层含

义，其广义的解释为“一切运用了情景再现创作观念与创作手法的纪实类电视节目”，

狭义的解释为“情景再现是指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以扮演、搬演的方式通过声音和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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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设计，表现客观世界已经发生或人物心理的一种制作技法”1。“情景再现”方法

的使用，是纪录片中所表现的对象更加生动、形象，因此“情景再现”的使用在一定程

度上可以直观的影响纪录片的质量。且在“情景再现”的表达过程中，感受、想象、表

达都得到了具体应用，伴随画面采访讲述、解说词的衬托、空镜头的呈现，将“情景再

现”所引发出的相关态度、情感表达更加直观。

关于“情景再现”的界定通常也有许多方法，首先便是关于创作技法的界定，在建

立客观事实的基础上，通过有效的扮演、搬演的手段，设计所要表达的声音和画面，这

一手法通常运用在表达客观世界中“无法表达”、“已经发生过的过去性事件”。再者

“场景重现”的界定方法一般是通过创作者的扮演，用“活动”影响的方式，将“可能”

或“已经发生”的表达对象表述出来，这种“情景再现”的表现方式更多用于烘托情绪、

增添叙事表现力。

“情景再现”的表达方式，是纪录片创作不可或缺的创作手法，其自身的生动性、

灵活性、趣味性是其他创作手法都不可比拟的。历史题材纪录片作为众多纪录片题材中

对“情景再现”表现手法依赖性最强的纪录片题材，关于如何将历史的严谨性、表达的

形象性、讲述的趣味性，同时如何兼顾适度原则、不过度虚构，是当下历史题材纪录片

创作过程中对“情景再现”手法运用的要求。

2.“情景再现”特点及现实意义

从仅能依靠搭建特定场景、拍摄人物背景的“情景再现”创作手法发展的初期形式。

“纪录片之父”罗伯特·弗拉哈迪的《北方的纳努克》，在特定的情景中再现了爱斯基

摩人的日常生活，虽在一定手法上是采用的“情景再现”的真实还原，采用非职业演员

的表演，实际则是导演弗拉哈迪在一定程度上主观介入了情景当中，影片中所变现的爱

斯基摩人的生活形象并非理论学家心中所探讨的真正野蛮人的形象，因此关于《北方的

纳努克》这部充满“驳论”的影片，虽是纪录片史上的里程碑之作，但其“情景再现”

的使用是否准确一直以来成为学术界探讨为话题。

随着纪录片的不断发展，“情景再现”的手法特点也在不断发生变化。首先，情景

再现的主要特征便是还原真实场景，也可称为真实性。真实性本身便是纪录片的必备要

求，《电影术语辞典》对“纪录电影”的定义：“纪录影片、纪录片，一种非虚构的影

1 刘占国.基于“情景再现”的纪录片创作探析[J].传媒论坛,2020,3(10):139-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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