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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献纪录片，是国家和民族的影像日志，在传承历史文化和构建主流意识形

态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至今，文献纪录片的数量在不断的增加，但真正叫

好又叫收视率的文献纪录片精品还远远不够，且很难走出国门。在这样的环境下，

创作者需要思考怎样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文献纪录片，让其在各种文化融合的

冲击下脱颖而出。 

《长征》是纪念长征题材最重要和最具水准的“现象级”的文献纪录片，作

为本文研究的对象。本文采用电影分析方法论，通过运用影片分析的描述性、引

述性和资料性三种工具来对其主题挖掘、叙事手法、镜头语言，以及所包含的思

想内涵进行分析和解读，探究其成功之处，从而总结《长征》对文献纪录片创作

的一些启示。 

文章主要分成五个篇章，首先，文章介绍了文献纪录片的背景，确定研究对

象、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总结目前学术界对于文献纪录片的研究现状。第二章

则是文献纪录片的发展概述，主要是回顾文献纪录片的发展历史，通过对以往文

献纪录片的观看，再结合各个时期的历史文化特征，全面梳理文献纪录片的发展

历程，并总结各阶段文献纪录片的特点。第三章主要从叙事学的角度对《长征》

进行主题和叙事的分析，并由此引申其现实意义，运用电影叙事学的理论分析了

片子零聚焦和内聚焦叙事综合运用的叙事视角，总体上的线性递进结构和分集的

板块结构，以及多元化的叙事手法。第四章主要是从影视语言角度对《长征》进

行分析，从画面构成、声音元素和剪辑技巧三个方面对影片进行解构，主要运用

分镜表、截图等方法来进行描述和引述，从纪实化美学、音乐配乐文学、文艺学

等角度说明其技术层面的优点和特色。第五章在前面章节研究结论的基础上进行

了总结，就《长征》在视角的选择、史料的挖掘、多元化的艺术表现等方面的成

功提出一些文献纪录片创作的建议。 

 

 

 

关键词: 文献纪录片；《长征》；影片分析；创作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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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type of documentary, documentary film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inheritance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ainstream ideology. So 

far, a number of documentary films continue to increase, but the real documentary 

films boutique is far from enough, and it is difficult to go abroad. In such environment, 

the creator needs to think about how to build documentary films with core 

competitiveness, let it stand out under the impact of various cultural integrations.  

In this paper, The Long March as the object of research, guided by the method of 

film analysis, through the descriptive tools, cited tools, data tools to analysis it, 

focusing on its theme mining, narrative mode, lens language, as well as the 

ideological content, to explore its success, and to sum up some enlightenment on the 

documentary films’ creation . 

First of all, the article introduces the background of the documentary films, and 

determines the research subject, method and significance, meanwhile summarizes the 

current research situation of the documentary films. The second chapt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history of the documentary films, through the collection of the previous 

documentary review, combined with the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various 

periods, arrange its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summari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ocumentary films. The third chapt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narrative methods of this 

documentary films, analyze its theme and text, but also it reflects social and political 

issues. The forth chapter mainly analyzes the images and sound of the documentary 

films, including the photographic style, the editing, nonfiction play, animation and 

music, mainly using the material schedule, site conditions and screenshots to describe 

and quote. The last chapter summarizes the conclusions of the previous chapters, and 

summarizes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creation of documentary films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 Long March. 

 

 

Key words: documentary films；The Long March; film analysis; creation tech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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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一直以来，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灿烂历史令无数的华夏儿女感到骄傲和自豪。

历史的传承需要记载，几千年不间断的历史记录离不开一定的物质载体，从口口

相传到文字的发明，汉字是中华文化得以传承的基本载体。编纂的史书典籍成为

我们了解过往历史的重要材料，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一种全新

的传播载体——电视进入了我们的视野，电视开始承载传承文化的重负。 

纪录片，作为一种电视节目体裁，通过纪实的画面真实的表述历史。相比较

文字的记录，影像的记录更具有直观性、生动性和大众性，影像使得声音和画面

得到结合，可以直接作用于人的视听知觉，可以逼真的记录现实，让历史的再现

和还原成为可能。“纪录片是人类理性在电子时代的产物，是我们运用画面语言

理解世界、理解历史、理解时代的先进手段，也是印证和检讨人类自身存在的参

照。”① 

文献纪录片，是纪录片的重要类型之一，不仅可以传承历史文化，还在构建

主流意识形态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文献纪录片记录的是一个民族的记忆，

记录着一个国家发展的历程，它是国家的影像典藏，它记录的是历史，是一段记

忆。”②我国的文献纪录片还承担着官方修史的作用，通过运用大量的历史文献资

料，结合多种影视创作手法，对国家和民族影响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

多角度和多层次的展现和审视，从而再现或还原历史。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各国之间的跨文化传播也变得越来越频繁，提

高文化软实力成为各国十分紧要的任务。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就

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把继承传

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

出去。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

                                                             
①

 周兰.纪录片——影像对历史的传播[M].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43 
②

 刘效礼.中国电视纪录片前沿报告[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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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①文献纪录片是展示中华文化魅力的重要

方式，通过影像让那些蕴藏着巨大宝藏的古物古文字都活起来，对内可以继承和

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对外可以宣传和展示中华文化独特的魅力，这也可以起到

保护中华文化的作用。中国文献纪录片已成为党和国家记录时代印迹、弘扬主流

价值的一种重要方式。 

至今，文献纪录片的数量在不断的增加，也出现了一批具有广泛社会反响的

作品，像《旗帜》、《大国崛起》、《故宫》、《敦煌》等文献纪录片一经播出就好评

如潮，获得了很好的收视成绩和社会影响。但是相比较其他影视文化产业的蓬勃

发展态势，文献纪录片在播出平台、观众的关注度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这与它

本身的高品质和社会功能不符。②面对时代的要求，文献纪录片的精品数量还远

远不够，且很难走出国门，国际的交流活动十分匮乏。 

在这样的历史和现实环境下，研究中国文献纪录片显得十分必要，怎样可以

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文献纪录片，让其在各种文化融合的冲击下脱颖而出，是

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本文通过梳理中国文献纪录片的发展历程，重点分析《长征》

这部文献纪录片，希望通过这部片子的影片分析可以总结出一些中国文献纪录片

创作的启示，为打造文献纪录片精品提供一些建议。 

1.2 研究对象和意义 

本文以大型文献纪录片《长征》作为研究对象，是由这部纪录片的重要意义

决定的。 “凸显了‘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这一主题，有

高度、有深度、有创新，具有崇高的美学理想、深邃的历史意义和强烈的时代精

神，是近些年中国纪录片的高峰之作，对推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纪录片创作具有

积极作用。”③这是中宣部的领导对纪录片《长征》的评价，也是本文研究这部作

品的原因所在。 

2016 年是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1934 年 10 月到 1936 年 10 月，红军为粉

碎国民党的“围剿”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途，他们纵横十一个省，翻越皑皑雪山、

穿过茫茫草地，克服了无数困难最终胜利会师于陕甘宁地区，行程达两万五千里。

                                                             
①

 习近平于 2013 年 12 月 30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②

 关于重大题材文献纪录片创作和传播情况的调查报告，光明日报，2012-04-24 
③

 阚兆江,站在新时代高度解读长征精神[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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