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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歷史題材紀錄片欄目因何

長期以來，中國內地電視節目的競爭格局以

電視劇、綜藝娛樂、新聞三足鼎立，其中又以

電視劇和綜藝娛樂節目為主體的，而以紀錄片

為代表的紀實類欄目處於默默無聞的邊緣狀態

可謂久矣。不過，在綜藝娛樂節目和電視劇熱

潮的背後，紀實類欄目始終如涓涓細流不絕如

縷，2000年代江西電視台《傳奇故事》、遼寧

電視台《王剛講故事》、江蘇電視台《人間》

等一類帶有濃郁故事色彩的紀實類欄目就因激

發起觀眾對富有戲劇性的情感生活的極大好奇

心而廣受關注。進入2010年代隨著綜藝娛樂的

喧囂漸趨平靜，電視紀實類欄目更煥發勃勃生

機，以檔案文獻為主要敍事元素的紀實欄目日

益引發觀眾具有一定歷史維度的現實思考，以

歷史題材為主體內容的電視紀實欄目開始漸趨

規模化。

這類欄目比較典型的有—北京衛視「立足

中國國內和世界各國檔案機構解密的檔案資

料，還原歷史本來面目，以現代視角解讀歷

史，用獨特方式提供真相」的文獻檔案類欄目

《檔案》；北京電視台公共．新聞頻道「用獨

特的方式探訪北京人文古跡、巷陌民風，用獨

特的視角反映北京歷史文化、名人掌故」的電

視欄目《這裏是北京》；上海電視台紀實頻道

「立足今天、重議舊事，向縱深挖掘和發現有

意義話題，為今人和後代提供成長借鑒 」的

《檔案》欄目；中央電視台中文國際頻道「為

國寶級文物重器進行揭秘建檔，講述巍巍中華

燦爛文明 」的《國寶檔案》欄目；重慶衛視

「尊重史實，收集挖掘歷史材料，還原歷史真

實故事，探求文化源流 」的《記憶》欄目；也

包括鳳凰衛視「關注大時代、大歷史、大題

材，以史為鑒，瞭解過去，帶給觀眾深刻反省

和思考 」的《鳳凰大視野》欄目等等，這類欄

目的共性特點是收視表現穩定、具有較高的觀

眾美譽度和社會影響力。

歷史題材引起觀眾興趣

對於內地電視機構而言，以電視劇、綜藝

節目為主體的競爭格局正隨著社會政治文化環

境和觀眾收視興趣的變化逐漸向新聞、紀實類

節目拓展，從2010年起內地各級電視機構在

電視節目評價體系中對唯收視率馬首是瞻的傾

向進行微妙調整，尤其是2011年底國家廣電

總局《關於進一步加強電視上星綜合頻道節目

管理的意見》（媒體簡稱為「限娛令」）出臺，

凡此種種，在一定程度上均為電視紀實欄目的

崛起提供了較為理想的外部環境。電視機構的

競爭逐步轉向高收視基礎上高美譽度的競爭，

更注重節目高影響力與良好觀眾口碑並重，內

地紀實類電視節目制播因此進入新的快速成長

時期。從當前電視節目的情況看，一些具備一

定新聞性的歷史題材紀錄片欄目是電視機構最

恰當的選擇，這固然有歷史題材具備神秘感和

揭秘性、容易引起觀眾興趣等原因，然其背後

還有更深層次的諸多誘因。

社會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社會成員

在共同的歷史經驗和歷史記憶基礎上形成的對

社會和時代的共性意識，歷史最根本的意義體

現在實現民族身份認同和自我命運關懷。作為

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國家，中國的社會大眾對

歷史有著尤為深厚而久遠的傳統，而當今社

會，人們對於歷史則有更為迫切的文化需求。

面對今日中國前所未有的現實問題，面臨錯綜

複雜的社會矛盾，觀眾往往需要借助歷史的

「自然映射 」功能來解除困惑、尋找方向，同

時隨著社會進步、媒介發展和信息公開步伐加

快，諸多歷史話題得以解禁，更多歷史盲點逐

步揭秘，越來越多的珍貴歷史文獻檔案面向全

社會公開。此外，現代傳播科技特別是在數字

技術、多媒體技術、網絡技術的合力作用，使

得現代社會文化日益由以語言為中心的理性主

義形態，轉向以影像為中心的感性主義形態，

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觸發了內地以電視紀實節

目為主要載體的歷史題材紀錄片熱潮的興起。

強化歷史紀錄片的傳媒效果

觀眾關注歷史題材紀錄片，關鍵在於歷史

題材紀錄片所具有的現實意義，歸根結底，在

於歷史本身所具有的現實價值。歷史從來不是

凝固的過去，歷史是活著的現在，所有的歷史

表述都是現實需要的一種體現。觀眾欣賞歷史

題材紀錄片行為的意義在於提供了過去與現

在、他人與自己的一種聯繫，使得人們可以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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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

助於歷史的邏輯實現身份認同，進而定位自身

的現存狀況和未來發展可能。歷史題材紀錄片

的積極意義正在於能幫助人們學會閱讀社會語

境中歷史和現實的關係，通過歷史的參照明確

現實的定位，通過對歷史的思考一定程度上消

解現實的困惑。如中央電視台2006年播出的歷

史題材紀錄片《大國崛起》，通過對西方大國

崛起過程的全面回顧和細緻描述，引發觀眾對

當代中國社會發展面臨的核心問題的一系列思

考—近代中國為何未能崛

起？中國在當今世界如何崛

起？中國崛起當遵循既有模

式還是另闢蹊徑？該片所呈

現的諸多史實因其引發的思

考而與現實緊密結合，從而

使這些「已死的過去 」重煥

新生，作品的價值也因此而

凸顯。

以紀錄片《大國崛起》

為參照，反觀當前內地諸多

大投入、大製作的歷史題材

紀錄片，雖然其規模往往更

為恢宏，在注重多種視聽元

素綜合表現力的同時也都力

求以平視、微觀、個性化的視角重構歷史，但

是在總體創作傾向上往往陷入忽略歷史人文情

懷的現實參照、放棄社會現實價值的歷史追尋

的認識誤區，從而在很大程度上迷失了歷史題

材紀錄片的真諦，如中央電視台2005 年播

出、在當前內地紀錄片創作中具有某種範式意

義的紀錄片《故宮》，片子在追求形式美感和

視覺奇觀的同時，更多留戀於歷史遺跡的死胡

同兒而與現實生活絕緣，其開創性價值因此只

是局限在紀錄片製作技藝拓展的淺層次革新。

與這些大製作歷史題材紀錄片創作傾向形

成鮮明對比的，恰是欄目化歷史題材紀錄片呈

現出來的越來越強烈的現實意義和濃郁的人文

情懷，最直接的表現就是其新聞性越來越鮮

明，越來越注重貼近新聞事件和時事熱點，注

意尋找歷史選題和新聞時事熱點之間的聯繫，

通過滿足觀眾現實的信息需求為表達歷史創造

陳述空間，將歷史打造成新聞的第二高地，在

編播時機選擇上也有意識地緊隨國內外時事焦

點及社會文化熱點，即時抓住觀眾最強關注的

時間點，強化歷史題材紀錄片的傳播效果。

實現電視媒體社會責任的突破

歷史題材紀錄片欄目中的歷史人物和歷史

掌故，往往是人們應知、未知、欲知的歷史史

實、歷史知識和歷史觀念，在本質上即具有一

定的新聞性，或者說，只要能發現新的歷史意

義，歷史就是新聞。歷史事實新發

現、歷史氛圍新感知和歷史價值新

解讀，通過紀錄片欄目具有時效性

或時宜性的聚焦，可以喚起觀眾對

仍然影響現實的「過往的曆事 」的關

注，引導觀眾經由過去與現在、他

者與自我的合理聯繫確立適宜的社

會身份認同。通過對歷史新聞性的

挖掘，歷史題材紀錄片獲得了最豐

富 的 節 目 內 容 和 最 廣 泛 的 受 眾 基

礎，北京電視台《檔案》製片人呂軍

就認為，歷史題材紀錄片欄目最不

擔心選題匱乏，《檔案》欄目甚至更

青睞那些已經被其他欄目多次重複

的選題，因為只要換一個角度去發

現，歷史題材紀錄片選題永遠都是新的。

在內地電視競爭的格局當中，由於中央電

視臺在新聞資源的壟斷性和地域覆蓋的廣泛性

上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導致其他電視機構普

遍認為新聞性電視節目增長空間有限，除消息

類新聞以外，許多電視機構、尤其是衛星電視

頻道，一定程度上放棄了對電視新聞領域的整

體關注。面對歷史題材紀錄片欄目以其新聞性

而崛起的新潮流，內地電視機構因此或可面臨

新的發展可能性：將以歷史題材為代表的電視

紀錄片納入電視新聞傳播整體架構予以重點關

注，將電視新聞置於當前以電視劇、綜藝娛樂

為主體的電視節目競爭格局進行整體佈局，以

實現電視媒體社會責任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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