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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纪录片的影像表达

央视纪录片《茶，一片树叶的故事》以其独特和个

性化的视角，运用国际化的叙事策略和影像表达，表现

了中国人文纪录片的人文气息和文化底蕴，为中国人

文纪录片创作表达方式的探索提供了参考。

本文以文化类纪录片《茶，一片树叶的故事》为例，

分析创作者的“价值诉求”在纪录片创作中的影像表

达，从而找出基于创作者“价值诉求”层面的表达和呈

现，探寻人文类纪录片创作上的得失，并提出相关的合

理的建议。

下面就来对纪录片的影像表达方式作一些分析：

一、表达方式之主题先行

在纪录片领域里，“主题先行”是指纪录片在拍摄

前就已经确定好主题、思想和观点，在此基础上完成素

材搜集和拍摄。采用主题先行的手法，可以更系统地收

集和整理素材，有利于更快地制作出受众欢迎的作品。

在当下美食类纪录片中，主题先行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1.“主题+故事素材”的制作模式

《茶，一片树叶的故事》选择了“茶与人生”“茶道”

“茶的传播”等不同主题，再通过不同的故事和典型的

茶叶阐述各自的主题，用各式各样的素材对主题进行

补充。

2.迎合主题的评论模式

在《茶，一片树叶的故事》中，用带有评论、解释和

总结性的话语迎合每一集的主题，显得立意突出。

在纪录片的解说词中，阐释比叙述包含了更多创

作者的个人追求，阐释包含了创作者对主题的升华，对

文化、哲理、意义的理解。在美食类纪录片中，优秀的

解说词可以让美食故事很好地串联起来，将故事背景

和人物特点等交代清楚，而且在引导主题上，总结评论

性的语言更能让创作者的价值诉求直观地表达，受众

更能清楚地感受到纪录片的情绪基调和思想意义。

二、影像叙事方式分析

1.小时空切入，以人物为线索的剧情化影像结构

《茶，一片树叶的故事》从一人一事一景的小时空

切入，以人物为线索展开叙事，不同的故事板块由不同

的人物构成，再将这么多板块融汇成一集，主题由多样

性走向单一的一个整体。例如第一集《土地与手掌的

温度》，开篇选择了以一种轻灵的方式展开叙述，从布

朗族的春茶讲起，讲到布朗人的饮茶传统和制茶工艺，

并且从布朗人与茶的密切联系中追溯中国人与茶的渊

源。这种从细节入手、感性带入的拍摄、解说方式，增

强了纪录片叙述的感染力和纪实性。

从内容的整体布局上来看，《土地与手掌的温度》

一集从制作工艺的角度讲述了茶的分类，巧妙选取了

“喜爱龙井的外国茶友”“龙行十八式”的斟茶手艺等故

事，融入不同种类的茶艺技巧，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板

块式的结构让故事讲述得生动鲜活、节奏轻快明亮，观众

能够了解许多关于茶的知识，感受到茶文化的魅力。

2.剧情化的叙事节奏

一部展现世界茶文化的纪录片，以剧情化的结构

组织全片，让茶人讲述故事，从而展现与茶有关的历史

风云、人生百味。片中的每一位茶人，不管是生活的波

澜不惊还是大起大落，都因为茶而有了生命的馨香，在

平凡的生活中彰显着人性的朴素、高贵而又美丽，给予

观众润物细无声的感动和洗礼。

3.大时空调度，人文关怀引发情感共鸣

《茶，一片树叶的故事》以人物为内核，聚焦在茶文

化视角，横跨世界各个著名茶地，寻访了 60 多名茶人，

用镜头记录他们的泪水和汗水，人生的苦乐蕴藏在每

一个画面中。时空的广度让纪录片中的故事呈现出多

维状态，其中平民视角下的普通人生活，让人产生情感

共鸣，片中的人物故事和观众的内心共同升华。

人是故事的载体，片中的每个故事都与人的情感

诉求息息相关。对这些普通人生活的关注，茶不再是

一个单调的概念、简单的事物。人们都在面临自己的

困境时，因茶道而得到解脱，获得了鼓舞精神的力量。

茶对于人的意义不会因为国家、种族以及个人身份的

不同而改变，每个爱茶人的身上，茶道都能得到体现和

升华。以平民的视角来叙事，情感质朴、真实，切中人

们共通的情感，人的命运与茶紧密联系在一起，观众不

仅能够在观影中与故事中的人物产生共鸣，更能切身

感受到茶道的熏陶，让观众对茶道能有深刻的理解，整

部片子也一直充盈着人文关怀的温暖。

4.矛盾冲突和悬念设置

冲突和悬念是影视作品吸引人的诱饵，也会成为

影视创作往国际化发展过程中的短板。在《茶，一片树

叶的故事》的叙事策略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

和积极探索。

《茶，一片树叶的故事》聚焦普通人的生活，在平凡

的生活中发掘不平凡，这便是让观众产生期待感的关

键所在。创作者擅于发现人物所处的困境，将人物放

置在一个个挑战模式中，而人物能否安然度过困境也

就自然而然地牵动着观众的心，继而对人物的命运产

生更多的关注。例如：在斗茶比赛中，赢得斗茶比赛意

味着女儿有钱可以治病，所以车杰所面临的挑战便也

就充满了紧张的气氛，在观众心中形成一个悬念。悬

念过后，观众的紧张而又期待的情绪得以释放，在感受

审美愉悦和趣味的同时，也收获了对生活全新的感悟。

三、纪实手法和艺术手法营造的再现与表现

纪录片本身区别于其他影视作品的一个关键是对

客观事实的纪实性，融合了视听语言的艺术加工效果，

在再现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创造一种文化意境之美，视觉

语言、听觉语言、解说词这三者对影视语言的建构，将纪

录片的纪实性和艺术性结合得浑然天成，在再现情景的

基础之上表达创作者所要传达的审美意境和意蕴。

1.独特的地理空间风貌展现视觉美感

《茶，一片树叶的故事》记录的是一段探寻茶文化

之旅，遍及全球的茶叶国度。广袤的地域空间跨度让

不同景观的茶地交相辉映，各地风土人情一览无余。

从人类生存极限的青藏高原到云南的古族部落，从中

国到他国，从东方到西方，全程采用高清摄影，综合调

度视角、色调、光影、构图、运动等多样元素，真实还原

自然风貌，生动地刻画了多样的生态环境。因地而异

的色彩光影调度，急缓有致的拍摄剪辑，用影像勾勒出

了各个茶地独有的空间特质，为不同地域的茶文化进

行影像着色和塑型，增强了故事型叙述板块的视觉表

现力和气氛营造力。

2.极具表现力的听觉语言

声音作为影视作品中重要的艺术要素，担当着叙

事和审美的作用。故事中人物的同期声突出表现了纪

录片的真实原则，身处不同地域的茶人用当地朴实无

华的话语讲述故事，使人物更有代入感。片中解说词

采用了长短句交错的方式，进行诗意化表达。在同期

声入乡随俗的叙述风格中加入了升华主题、提升意境、

传播文化正能量的功能。

片中背景音乐的运用将故事的叙事性和艺术的抒

情性完美融合，从原始森林深处的击鼓声到大千世界

的嘈杂，现实生活的情感最终归属于心灵的彼岸，宛若

一首庞大的音乐史诗。

3.蒙太奇剪辑的节奏和律动

蒙太奇作为影视语言独特的创作技巧，剪辑节奏

很容易塑造一部作品的灵魂。纪录片对节奏有着很高

的要求，节奏决定于画面镜头和音乐音响的节奏，决定

了画面内容主体行为和解说内容主体行为的节奏。片

中人物的轻重缓急、一快一慢、一张一弛全取决于剪辑

的节奏，采茶、制茶、喝茶这一步步的节奏不仅体现了

人的质感，更体现了人心灵上的质感、时间的质感。

4.日常生活的诗意表达

《茶，一片树叶的故事》以微观的个体生活为切入

点，通过对故事中人物的生活片段的纪录来表达宗旨，

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也就成了影像记录的主体内容。

将多重框架和宏大的命题融于日常生活之中，巧妙地

表达了主题，实现了人与茶的对话。

《茶，一片树叶的故事》在真实记录的基础上，更注

重影像的造型感，通过光影的变化制造画面张力，画面

本身就擅于捕捉镜头中的运动性，如果是固定镜头，就

会拍摄如行云流水、渐变的天色、劳作的人们等运动元

素，在全景空镜头和表现时间流逝上具有诗化现实的

功能。对于影视艺术手法和表现手法的特殊处理往往

会给人带来极具魅力的诗意般的享受。

纪录片《茶，一片树叶的故事》极具鲜明地表现了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茶艺的背后是激发人们探寻传

统文化价值、回归自然的情怀。将中国传统茶文化以

纪录片的方式直观、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展现了中

国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画卷。

——以《茶，一片树叶的故事》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