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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题材纪录片的育化功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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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纪录片作为兼具视听效果的一种数字媒介，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本论文主要从人文题材纪录片的人文历史、发展历

程、情感迁善和记忆传播功能这四方面来探析人文题材纪录片的育化功用，以期人文题材纪录片创作能够更好地注重社会价值，

在弘扬人文历史、应需发展、情感迁善、记忆传播方面发挥好教化培育功用，体现其育化功用在社会发展实践中对真善美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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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纪录片所蕴含的人文历史

随着 21 世纪世界进程快速发展和弘扬文化思想的

普及，人们对自身的民族国家传统历史文化的保护与传

承格外注重，而纪录片作为传播知识，讲述故事，反映

现实、和探讨过去与未来，为弘扬文化提供了可靠的媒

介。许多优秀的纪录片通过记录和呈现历史事件、文化

传统和人物故事，帮助观众更好地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

和演变。

在人文历史领域，纪录片经常以历史事件为主题，

通过真实的叙事和历史素材，向观众展示过去的经历和

故事。例如，《亲历者》（1988）是一部由彼得·杰克

逊执导的纪录片，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原始片段

和音频记录，还原了当时战争的真实情况和士兵们的体

验。这种通过历史素材和叙事的方式，让观众能够亲身

感受到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真实性和重要性。

除了历史事件，纪录片还可以通过对文化传统和

民俗的纪录和呈现，帮助观众更好地了解不同民族和文

化的习俗和传统。例如，《风中的追忆》（1990）是由

马丁·斯科塞斯执导的一部纪录片，通过对美国传统音

乐的记录和呈现，以及一些音乐家的访谈和演出，展示

了美国乡村音乐的历史和文化意义。这种通过纪录和展

示文化传统的方式，让观众能够深入了解不同文化的独

特之处和传承之道。此外，纪录片还可以通过探索人物

故事和人物传记，展示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和他们的贡献。

例如，《塞尔玛的玛格丽特》(1999)是一部由珍妮特·刺

顿执导的纪录片，通过对荷兰摄影师塞尔玛·马格丽特

的生平和作品的追溯，展示了她对摄影艺术的开创性影

响和贡献。这种通过人物故事和人物传记的方 观众能

够更深入地了解历史人物的思想、艺术和影响力。

纪录片在人文历史领域有着丰富的内容和广泛的

影响。通过记录和呈现历史事件、文化传统和人物故事，

纪录片帮助观众更好地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演变。纪

录片的真实性和叙事性使得观众能够深入体验和了解过

去的经历和故事。同时，纪录片也通过展示文化传统和

人物故事，让观众更好地了解不同文化的独特之处和历

史人物的思想和影响力。纪录片在人文历史领域的探索

和创作，为观众提供了一种更为深入了解历史文化的途

径。

二、纪录片的发展历程

纪录片是一种以真实事件和实际故事为主题的电

影或电视节目形式。它的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电影的早

期时期，但真正成为一种独立的电影类型是在 20 世纪

初。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环境的变化，纪录片经历了

许多独特的转变和发展。

第一，纪录片的发展受到技术进步的推动。早期

的纪录片通常采用影像技术来记录真实事件，但由于技

术限制，这些影片通常只有几分钟长。然而，随着电影

摄影机和放映机的发展，纪录片的制作变得更加容易和

可行。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在可移动的摄影机

的帮助下，纪录片开始变得更加普及。

第二，纪录片的发展与社会环境变化有密切关系。

在 20 世纪初的战争和革命时期，纪录片成为了记录历

史事件和社会变革的重要工具。例如，苏联的纪实电影

运动在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记录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和战争的残酷。纪录片被视

为一种政治和社会鼓动的工具，用于激发人们的思考和

行动。

第三，纪录片的发展还受到电视媒体的影响。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电视台开始广播纪录片，使它

们更易被观众接触到。这一时期也出现了许多有影响力

的纪录片导演，如弗雷德里克·怀斯曼和迈克尔·摩尔。

这些导演通过他们的作品，向观众展示了社会问题和政

治事件的真相，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第四，纪录片的发展还与观众需求的变化有关。

随着社交媒体和互联网的兴起，观众对纪录片的需求开

始增加。纪录片不再局限于电影院或电视屏幕，而是可

以通过流媒体平台在全球范围内观看。在这个数字时代，

人们更容易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纪录片，从而促进了纪录

片的多样化和创新。

纪录片的发展历程是一个与技术进步、社会环境

变化和观众需求演变密切相关的过程。它通过记录真实

事件和故事，为观众提供了了解和思考社会问题的重要

途径。因此，研究纪录片的发展历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欣赏这个独特的电影类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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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和影响力。

三、人文题材纪录片的情感迁善

真实性是纪录片的本质属性，其力求在尊重事实

的基础上，将镜头下的人事物之呈现还原出本来面貌。

但一部优质纪录片的创作，不单单要追求真实性，还应

要具备人文厚度，体现社会价值，关注以人为本的创作

原则，要有情感有温度，注重观者的审美感受，引发观

者情感上的共通共鸣，才能够更好地传递人文情怀。

诸如城市人文纪录片，不仅要记录城，还要把镜

头给到城市中的人，注重城与人之间的联结。即记录一

座城，并非只是拍摄城市风景的纪实内容，还要有意识

地利用视听手段去追寻历史变迁中的城与人之间的互动

互生，以此来呈现出城市的人文厚度，体现纪录片创作

对真善美的追求。

当城市人文纪录片将镜头视角聚焦于城与人这两

个重要元素，从人文情怀入手，由记录这座城市整体景

观到关注居于此地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本身，才能够看

得到这座城市最为真实且接地气的社会面貌，在个性中

寻找共性，从而更易于捕捉到当地特有的文化习惯、生

活方式、日常活动和审美情趣，挖掘出这座城市带有着

浓浓烟火气息的风土人情和文化底蕴，感受到由当地人

文映射出这座城市的整体“性格”，最终使内容在保证

真实性的基础上呈现出人文厚度。

人文题材纪录片所要体现的情感迁善，若坚持以

人为本的创作原则，以平民化的创作视角和接地气的表

达方式来叙述内容，则更易于诱发观者对纪录片中的城

市生态、人文底蕴的情感共通。由此，纪录片在拍摄美

丽自然风光或人文景观的同时，亦可抓住普通人生活里

的琐碎小事加以呈现，让观者从于平凡中体会到不凡的

朴实人心，从风土人情中感受到这座城市人与人之间的

所流露出的细腻温情，从而自然地拉近这座城市与观者

的距离，让纪录片增加更多的真实感、亲切感、情感温

度和人文厚度，才能够向观者传达出人文题材纪录片对

真善美的追求。

四、人文题材纪录片的记忆传播功能

纪录片作为一个实体化的数字媒介，在社会群体

的集体记忆留存方面，兼具记忆媒介与传播媒介的功能。

其通过形成具有视听效果的影像信息对社会记忆进行整

理和保存，由此对社会记忆加以建构，发挥纪录片作为

数字媒介的社会价值。

人文题材纪录片作为记忆媒介的功能，在史料留

存方面可体现其一。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建设进程的加

快，人们生活节奏的加速，人与人、人与城市之间的交

际联结越发疏离；城市乡镇的设施、建筑等环境也不断

更新改造，原本熟悉的一草一木、一屋一瓦，也已改换

新颜，周遭环境变得陌生化，一群人的共同集体记忆也

因此而渐处遗忘边缘。基于对城市历史的追忆和文化消

逝的焦虑与惋惜，人们也纷纷采取措施，将其转化为影

像、文献、数据等形式，如通过建立数据库和数字化系

统、记录口述史、创作纪录片等方式，保护与留存这些

珍贵的历史文化与集体记忆。在史料留存中，纪录片用

镜头语言把城市历史和老一辈人的城市文化记忆留存为

影像资料，同时也有助于群体社会记忆的构建，保护这

座城市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

人文题材纪录片作为传播媒介的功能，在城市文

旅宣传方面能够起到优质效果。例如《丁真的世界》这

一城市人文宣传纪录片。《丁真的世界》以丁真的自述

视角来拍摄，即以个体为中介，试图从个体所搜寻的感

性记忆来达到对城市群体共同集体记忆的挖掘。其围绕

着城市与人之间的联结来叙述内容，在创作上重视着人

与自然与生活的融合，让观者能够在纪录片平凡朴实的

的叙事之中，也看到平凡的自我，生发出共通的情感记

忆点。

综上，人文题材纪录片的自身发展与社会发展，

同当前时代背景下的观者需求密切相关，其在时代进程

中应需发展，发挥着重要的育化功用，不仅在历史文化

传统的保护与传承、社会记忆与史料留存、文旅宣传和

文化传播等社会需求方面发挥社会价值，还有助于人文

历史对社会环境的滋养熏陶，引发人们对追求真善美的

情感共通，以及人文情怀的传递和人类情感记忆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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