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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中的河南形象塑造研究
李建伟，陈连富

（河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１）

［摘　要］通过对１９５８—２０１３年以“河南”“河南人”为主要内容的纪录片进行分类汇总，可以看出：
河南以其厚重的文化和与时俱进的风貌受到了各级纪录片制作单位或个人的青睐，但外媒拍摄的

有关河南的纪录片，基本上都是围绕着黄河、少林寺等主题展开的，河南省在对外形象宣传方面还

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以“河南”“河南人”为主要内容的纪录片，在选材技巧方面，既有对河南的历

史文化、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全景扫描，也有对河南人包括生活在外地的河南人日常生活的关注，

特别是现实纪录片充分发挥了其纪实的特点，聚焦于河南草根人物；在叙事层面，讲述者通过对客

观现象的真实记录，使拍摄影像远离创作者而独立存在，再凭借优良、自然、客观带有戏剧化因素的

镜头，通过对具有悬念性质但是又在情理之中的素材剪辑，运用较为对立的人物情节组合故事，重

复强化叙事效果；在美学理念方面，通过对普通老百姓生活的表现，展示了中原文化惯有的乐观色

彩，但其乐观深处还蕴藏着一种沉重的哀愁。通过纪录片介绍、宣传河南，要改变单向度、以自我为

中心而忽视受众进行对外宣传的传统外宣模式，拓宽选题视野，充分挖掘和利用河南文化符号，使

河南形象与河南悠久的文化底蕴和省情相吻合；同时开设纪录片频道，完备纪录片市场化运作，扩

大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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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某一地域风貌为拍摄主题的纪录片，能够通
过展现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要素，影响人们对

此地域的认知，而良好的地域形象是地域软实力的

体现，不仅能够提升地域的美誉度和认知度，更能提

升地域的影响力，对于地域形象的塑造具有十分重

要的作用。在一段时期，河南形象曾被外界媒体误

读和曲解，深刻影响着河南人民的自信心和荣誉感、

河南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以及河南的社会认可度和

美誉度。目前，学界对于河南形象的研究较多，多以

新媒体、纸媒、网络等为研究载体，运用新闻学、传播

学、经济学、广告学等学科理论对河南形象进行分

析，并提出了提升河南形象的路径。然而，针对纪录

片对河南形象的塑造进行研究的还比较少。本文拟

通过对１９５８—２０１３年以“河南”“河南人”为主要内

容的纪录片进行分析研究，探索纪录片塑造河南形

象及其文化符号的传播策略，以期有助于提升河南

形象。

　　一、以“河南”“河南人”为主要内容

的纪录片概述

　　笔者通过检索百度、央视纪录频道官网、中国纪
录网、河南大学影视艺术研究所提供的纪录片检索

系统、搜狐纪录频道、腾讯纪录频道、凤凰视频纪实

频道等相关资源，将自１９５８—２０１３年所拍摄的关于
河南的纪录片做一归类梳理。鉴于至今纪录片的分

类没有固定统一的标准，因此本文依照纪录片题材

选取与表现方式的不同，将以“河南”“河南人”为关

键词或主要内容的纪录片作如下分类：一是人文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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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片。人文纪录片是指通过记录人的真实生活以展

现历史文化的变迁，将传承至今的历史文化通过影

视媒介展现给观众的纪录片，这类纪录片富含人文

关怀的理念，具有记录历史、反映现实的作用（见表

１）。二是时事报道纪录片。时事报道纪录片是指
客观记录具有代表性事件的纪录片，它的性质类似

新闻短片，但是结构更加完整（见表２）。三是历史
纪录片。历史纪录片是指客观复制历史事件的记录

片，其中的人物和事件都必须准确地反映历史真实，

不违反历史事实，不使用演员，但是可以使用数据、

历史照片、文物、遗址与艺术作品（见表３）。四是传
记纪录片。传记纪录片是指纪录人物生平或某一时

期经历的纪录影片，该类纪录片通常以一个历史人

物为中心，对人物作公正、客观地评价（见表４）。五
是人文地理纪录片。人文地理记录片指探索某个地

表１　以“河南”“河南人”为主要内容的人文纪录片
序号 片名 拍摄单位／人
１ 《河南收麦》 日本放送协会（ＮＨＫ）
２ 《河南艾滋村》 英国广播公司

３ 《戏校》 蒋东升、应方歌（高校作品）

４ 《低空深呼吸》 肖芬（高校作品）

５ 《家》 王法（高校作品）

６ 《冬月》 周浩

７ 《伞》 杜海滨

８ 《江湖》 吴文光

９ 《关爱》 艾晓明、胡杰

１０ 《中原纪事》 艾晓明、胡杰

１１ 《媒婆》 胡杰

１２ 《好死不如赖活着》 编导：陈为军，剪辑：范立欣

１３ 《印象河南人》 民间电影爱好者团队

１４ 《沙坡头印象》 唐彤天

１５ 《郑州印记》 张晴

１６ 《书记》 周浩

１７ 《衣锦还乡》 民间群体

１８ 《河南人来了》 中央电视台

１９ 《活着》 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

２０ 《疾走青春》 郑州酷跑群体

２１ 《拜寨村的年轻人》 彭立冬

２２ 《开封兴衰》 中央电视台

２３ 《在开封》 黑壹影视

２４ 《英雄的信阳人民》 北京电视台

２５ 《改革冲击着女人》 河南电视台

２６ 《佛国儿女》 河南电视台

２７ 《中原厚土》 河南电视台

２８ 《仰韶》 河南电视台

２９ 《中国书法》 河南电视台

域的自然风光，或介绍民风民俗、社会风貌的纪录片

（见表５）。六是舞台纪录片。舞台纪录片指的是记
录舞台现场（唱歌、跳舞、戏剧、曲艺等拍摄现场）的

纪录片，可以根据需要削减、删节，但不能人为增加、

移植表演内容（见表６）。七是专题系列纪录片。专
题系列纪录片是指在特定思想指导下分别出片或连

续出片的纪录片，其中分段的小部分影片可以独立

出现（见表７）。
在关于河南地域形象的１０９部纪录片中，人文

纪录片数量高居榜首，达到了拍摄总量的２６．６％；
数量位居第二的是专题系列纪录片，占拍摄总量的

表２　以“河南”“河南人”为主要内容的
时事报道纪录片

序号 片名 拍摄单位／人
１ 《杨家泊的故事》 林州广播电视局新闻评论部

２ 《沧桑四方垴》 林州广播电视局新闻评论部

３
《大河之殇———河南

大饥荒７０周年祭》
王伟（凤凰卫视）

４ 《郑汴一线牵》 河南大学在校学生团队

５ 《河南９８年扫黄纪实》 不详

６《遂平县“７８·５”特大洪水》 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

７ 《呈送省委的特别报告》 河南电视台

表３　以“河南”“河南人”为主要内容的历史纪录片
序号 片名 拍摄单位／人

１
《风云纪录之１９４２年河南
大旱灾（上、下）》

中央电视台

２
《台北故宫———国宝迁台

之河南文物迁台》
中央电视台

３ 《红旗渠》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

４
《１９４２河南那段不能忘却
的历史》

北京电视台

５ 《１９４２年河南大旱》 凤凰卫视

６ 《１９４２河南大饥荒》 凤凰卫视

７
《中国古文明之谜第一回：

追寻那飘渺的王朝》
日本放送协会（ＮＨＫ）

８
《与时代同行———河南省

豫剧三团诞辰六十周年》
河南电视台

９ 《粮食关纪念碑》 胡杰

１０ 《解放商丘》 策划人：齐永，撰稿人：韩靖

１１
《启程 １９５０—２０１０（河
南人民广播电台建台

六十周年特别节目）》

河南人民广播电台

１２ 《一个世纪的等待》 河南大学

１３ 《河南中医学院１９５８》 河南中医学院

１４ 《建城基业》 河南建业集团

１５ 《香花沉浮记》 河南电视台

１６ 《起诉在东京》 河南电视台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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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以“河南人”为主要内容的传记纪录片

序号 片名 拍摄单位／人
１ 《河南越调演员申凤梅》 不详

２ 《豫剧艺术家———常香玉》 中央电视台

３ 《书画大师安纪云》 河南电视台

４ 《发现豫商》
郑州市委、市政府，

大象影视制片有限公司

５ 《世纪哲人冯友兰》 中央电视台

６ 《杜甫》 河南电视台、中央电视台

７ 《王敬先》 河南电台戏曲广播

８ 《红娘》 李文渊（高校作品）

９ 《印象河南人》 民间群体

１０ 《少林小武僧》
河南电影制片厂、

中国嵩山少林寺

１１ 《嵩山丰碑———任长霞》 河南电视台

１２ 《少林有个释小龙》 河南电视台

１３ 《壮壮的故事》 河南电视台

表５　以“河南”为主要内容的人文地理纪录片

序号 片名 拍摄单位／人

１
《世界遗产在中国·河南

殷墟篇》

中央电视台新影制作

中心、北京元纯影视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２ 《真实少林》 ［美］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ＳｅｂａｓｔｉｅｎＬｅ
３ 《天地之中———嵩山》 郑州市委、市政府

４ 《红色南街村》 中央电视台

５ 《钧窑魂》 中央电视台

６ 《走遍中国·龙门石窟》 中央电视台

７ 《大迁徙》
中央电视台、

河南文投公司

８ 《园林·汴京艮岳梦》 中央电视台

９ 《中国书法五千年》 中央电视台

１０ 《黄河·古都洛阳》 中央电视台

１１ 《在开封》 民间群体

１２ 《开封大观———吃在开封》 编导：王不天、孙润田

１３ 《黄河之洛阳》 中央电视台

１４ 《开封胡同》 河南大学学生团队

１５ 《金山岭长城》 河南电视台

１６ 《青龙教堂》 河南电视台

表６　以“河南”为主要内容的舞台纪录片
编号 片名 拍摄单位／人
１ 《禅宗少林·音乐大典》 王建

２ 《走近一九四二》 华谊兄弟

２３．９％。而在纪录片制作单位方面，独立拍摄的公
司团体或个人所拍摄的纪录片数量最多，达到了３１
部，占拍摄总量的２８．４％；省级电视台也是纪录片

表７　以“河南”为主要内容的专题系列纪录片
序号 片名 拍摄单位

１ 《河之南》
北京华风气象影视

信息集团公司

２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 河南电视台

３ 《明德新民沃中原》 河南电视台

４
《河南大学迎百年校庆百

集纪录片》
河南电视台

５ 《中国之最在河南》 河南电视台

６ 《筑梦长空》 河南电视台

７
《世界著名大学———河南

大学》
中央电视台

８
《沃土丰碑———河南农业

大学百年办学之路》
河南农业大学

９ 《水与中华之开封兴衰》 中央电视台

１０ 《中原大发现》 中央电视台

１１ 《大美河南》 河南电视台

１２ 《精彩中国·河南篇》 中央电视台

１３ 《海外少林》 中央电视台、河南电视台

１４ 《天地洛阳》 中央电视台

１５ 《解密康百万庄园》 中央电视台

１６ 《帝都》 洛阳电视台

１７ 《花开３０年》 洛阳电视台

１８ 《牡丹》 中央电视台

１９ 《商之都》 中央电视台

２０ 《荆紫雄关》 河南电视台

２１ 《平凡的力量》 河南电视台

２２
《帝都泱泱：汉魏故城的

诱惑》
中央电视台

２３ 《河南人在新疆》 河南电视台

２４ 《血色军垦》 河南电视台纪录片工作室

２５ 《难忘军垦》 河南电视台纪录片工作室

２６ 《厚土中原》
河南省国土资源厅、

河南电视台

制作的主力单位，其中河南电视台独立或参与的

纪录片数量达到了 ２７部，位居第二，占拍摄总量
的２４７％；国家级电视台对河南素材的拍摄亦显
示出不容小觑的力量，中央电视台参与拍摄的纪

录片达到了２６部，占到拍摄总量的２３．８％。由此
可以看出，河南以其厚重的文化和与时俱进的风

貌受到了纪录片制作单位或个人的青睐。但值得

深思的是，虽然也有外媒拍摄了有关河南的一些

纪录片，但基本都是关于黄河、少林寺主题的。由

此可见，河南省在形象塑造和对外宣传方面还有

大量的工作要做。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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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以“河南”“河南人”为主要内容

的纪录片总体特征与可取方法

　　 河南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是中华文
明的发祥地之一，河南形象的厚重与博大，需要纪录

片创作者运用多种手段展现河南的政治、经济、文化

状况。以“河南”“河南人”为主要内容的记录片具

有以下总体特征，其中不乏值得肯定的方法理论。

１．选材技巧
以“河南”“河南人”为主要内容的纪录片，既有

对河南的历史文化、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全景扫

描，也有对生活在河南这块土地上的河南人、生活在

外地的河南人日常生活的关注。历史记录片主要是

由专业实力、制作能力较强的中央电视台、河南电视

台与地市级电视台等相关媒体单位来完成的，因此，

此类纪录片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浓郁的政治文化色

彩。例如，１０集人文纪录片———《河之南》第一次真
正、全面地展示了河南悠久的历史和人文文化在中

国古代文明和历史中的地位，分析了其背后深层的

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原因，并通过许多历史细节，

讲述了一个个经典的历史文化故事。与此同时，纪

录片也着重于对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的描写。在对

历史的记载中，纪录片已经充分注意到对具有个性

的个体的展现，注意有原则性地对人性进行深挖，但

是其时间跨度大、题材重大和人物的特殊性，使得它

在这一点上表现得不够丰满和充分。而现实记录片

则充分发挥了其纪实的特点，聚焦河南人这一群体，

以人文精神为出发点，记录草根人物的行为举止。

如纪录片《家》客观记录了张志宝、赵梅花、张耀山３
个普通人的生活，用最朴实的镜头讲述了寒冬时节

在郑州发生的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

２．叙事特征
叙述是指细致讲述一系列现实生活中的事件、

事实并确定和安排它们之间的关系、联系。［１］因此，

只有叙述性纪录片的记录过程才能被称为叙事。纪

录片的叙事目的，是让观众知道现实生活中不被大

众所注意的或者被错误关注的问题。纪录片写实的

叙事结构，跟电影虚构的叙事结构并不一样，否则，

会导致观众的理解与现实产生偏差。在语言使用方

面，纪录片的语言注重对事实的陈述，而不是运用过

激的言辞，更不是过多运用隐喻和借喻对“真实”进

行浓墨重彩的修饰。在叙事元素的分配上，更注重

涵盖时间、情节、细节、地点、人物、氛围、事件和其他

的客观叙事元素，而不是一味地为了吸引观众眼球

而用跌宕起伏的故事去人为刻意地捏造叙事元素。

纪录片叙事的主要对象是纪录片的讲述者和观

看者，因此，对时间元素和空间展现，以及现实事件

的情节、观点和叙事结构等因素要进行合理调节。

本文通过具体的研究，总结出以“河南”“河南人”为

主要内容的叙事纪录片的下列特点。

其一，在叙事层面上，讲述者的存在是一种抽象

的存在。这里的“讲述者”是用镜头语言根据叙事

文本表现出来的讲述者，是一个抽象的人物。纪录

片创作完成后形成的客观影像远离作者而独立存

在，而接受者是镜头语言的接收器，其自身的素质影

响着对影像的理解程度。例如，在《戏校》中有这样

一组镜头：学生们在吃中午饭，一个学生将碗里的饭

菜喂给学校里的狗，狗闻了闻索然无味的白水煮青

菜，然后离去。拍摄者在该纪录片中并没有直接告

诉观众戏校的生活环境有多么恶劣，却通过对客观

现象的真实记录，向观众传达出了戏校里学生生活

的艰辛，让人看后感触良多。

其二，在时间和空间的整合方面，符合事物自身

发展的规律。叙事空间一般包含拍摄对象的运动轨

迹、镜头画面构图、色彩、色调、光线、景深等，叙事时

间一般包括时间的选择、安排和变形序列三个方面。

纪录片的时间元素和空间元素之间的整合，是指准

确使用图片、声音等，从而达到统一的纪录片的审美

要求。例如，纪录片《戏校》在讲述戏校学生学习的

过程中，重点展示了清晨学生早练的过程，这一过程

并未用大量的解说词或面访的方式说明戏校学生的

生存状态是何等的艰苦和不易，而是采用大量的同

期声，记录教练、教师“一、二、三、走”等富有专业色

彩的话语，用单调训练指令烘托戏校学生的辛苦。

在展示学生学习扇子功时，《戏校》运用全景方式记

录教师和学生手拿扇子练习的场景，学生手中色彩

斑斓、柔软的扇子和破旧的练习环境形成了鲜明的

对比。作者在对这一场景的记录中并未直接抒发自

己的感慨，而是让观众通过镜头，看着年幼的学生在

练习拿着扇子模拟扑蝶的过程，体味其中的不易。

总的来讲，要在纪录片中达到合情、合理又吸引

观众眼球的叙事效果，就要求创作者在拍摄阶段要

拍摄到优良、自然、客观、带有戏剧化因素的镜头，选

择具有悬念性质但又在情理之中的素材进行剪辑，

同时在蒙太奇组接方面运用较为对立的人物情节组

合故事，并用重复方式强化叙事效果。

３．美学理念
基于现实生活场景，以真实的故事为表现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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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导演以独特的想法，对真实的生活场景进行某些

艺术加工和处理后，使人们的思想和情感产生共鸣，

这就是纪录片中的美。纪录片强调的就是一种不经

人工雕琢的自然之美。以“河南”“河南人”为主要

内容的纪录片，通过对普通老百姓生活的表现，展示

了中原文化惯有的乐观色彩，但是在其乐观深处还

蕴藏着一种沉重的哀愁。当观众观看这些纪录片

时，现实生活的不易与在艰难中挣扎前行的努力总

是让人心酸难忍，叹息不已。通常来讲，纪录片中所

选取的事件总是直面草根在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问

题与不幸，但同时亦表现出其顽强的精神，使得这些

纪录片带上一种“坚忍微笑”的风格。以纪录片《河

之南》为例，通过展现河南的景色和民风民俗，分析

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如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并

通过对许多历史情节的阐述，讲述了中原人与自然、

中原人与历史、中原人与社会变迁的故事。

从一定程度上来讲，纪录片的美就是让观众看

过之后，明辨现实社会中的是是非非、真真假假，让

观众从纪录片中得到启发、慰藉与教育。也就是说，

纪录片的美就是通过镜头语言，让观众有所受益。

　　三、纪录片塑造河南形象的传播

策略

　　针对如何通过纪录片介绍、宣传河南，使河南形
象与河南悠久的文化底蕴和省情相吻合，本文提出

以下三条建议。

１．改变传统对外宣传模式，适应时代发展
地域形象指公众对某一地域综合实力与外在发

展活力的综合评价，是地域发展过程中的客观条件

和文化内涵的体现。河南传媒业虽然在改革开放

３０多年中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在河南形象及其文化
符号的传播方面始终采用的是传统意义层面上的对

外宣传模式。这种模式是冷战时代的遗留物，具有

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主要特征为单向度、以自我为

中心而忽略受众进行外界宣传等，在当今信息共享

快速发展的形势下，很难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改

变。随着社会的转型与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纪

录片在传播态度、传播功能上也发生了变化。早期

纪录片采取一种文化启蒙的态度，试图整合文化、审

视社会，而当代纪录片则侧重于以一种平等宽容的

态度进行文化交流，返回个人审视人类自身。同时，

当代纪录片出现分流，自然类纪录片已经开始市场

化运作，社会人文类纪录片仍然坚持着自己的精英

品格。介绍、宣传河南的纪录片在拍摄理念上应与

时俱进，以功能目标确立适当的风格取向。

２．充分挖掘和利用河南文化符号，拓宽选题
视野

人类生活在一个符号的世界中，特定的符号代

表相应的事物，客观世界中各种事物的呈现方式实

际上就是一种符号。例如，提到河南旅游，人们常常

会想到佛教禅宗祖庭———少林寺；一说到河南戏曲，

人们常常会想到河南的豫剧。这是因为少林寺、豫

剧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代表了河南，是中原文化的

一种符号象征。

文化符号作为地域形象推广和传播的有效载

体，是地域形象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是地域形象的浓

缩和代表，也是地域形象具象化的表现。笔者以中

原经济区河南１００张名片［２］为基础，采用问卷的形

式，通过对河南大学１００名在校学生所进行的“你
认为哪些符号可以代表河南形象”的调查，位居前

十位的河南形象符号见表８。诚然，河南形象及其
文化符号资源丰富，表８只是对比较有代表性的河
南形象符号作了调查，还有其他能代表河南形象符

号的资源，这些都是拍摄纪录片宝贵的财富，需要我

们充分地挖掘和利用，从而树立河南新形象，助力文

明河南的推进。

表８　位居前十名的河南形象符号
位次 河南形象符号 得票率

１ 豫剧 ９３％
２ 少林武术 ８８％
３ 龙门石窟 ８２％
４ 清明上河园 ６９％
５ 洛阳牡丹 ６６％
６ 殷墟 ５８％
７ 信阳毛尖 ５０％
８ 双汇 ４６％
９ 太极拳 ４５％
１０ 红旗渠 ４３％

３．开设纪录片频道，完备纪录片市场化运作
从收视率来看，经常播放纪录片的电视台虽然

所占市场份额较少，但在公众中的形象满意程度却

颇高，况且，纪录片通常吸引的是高端市场的观众。

纪录片若想进行很好的市场化运行，应该做到统一

的视觉设计、高清晰的制作标准、明晰国内发行途

径、广泛开展延展活动，将商业化运行提升到商业合

作募集层次。具体来讲，所谓统一的视觉设计其重

点是要做到保持视觉设计与风格一致，达到影片制

作与宣传工作的双赢。在制作方面，尽量采用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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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摄像机，采用单集片长３０分钟的标准，在后期
高清剪辑方面采用 ＰＡＬ制式、二声道立体声系统，
以此来保证商业化运作的质量；在国内发行途径方

面，应主要考虑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省级卫视与

港澳台地区相关频道；在媒体推广阶段，应主要采用

新闻发布会、晚会、城市线下活动、谈话栏目等形式，

同时启动画册发行、首日封发行等形式，以扩大影

响力。

　　四、结语

总体来说，河南形象的塑造和宣传要从长计议，

既要建设硬实力，也不能忽视软实力；既需要数代人

的艰苦努力，更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河南历史文

化资源丰富，充分挖掘河南历史文化资源，通过纪录

片塑造和传播河南形象，能彰显河南的魅力和吸引

力，树立河南新形象，促进中原经济区发展；能够增

加民众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增强凝聚力。当然这既

需要政府和媒体的共同努力，更需要民众的大力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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