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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传播】

纪实影像中的历史叙事与国家形象建构

张 媛 媛

摘　 要：在建构“历史底蕴深厚”的国家形象中，兼具纪实与审美双重特性的纪实影像起着重要作用。 ２０ 世纪的纪

实影像以英雄人物、革命事件等为题材进行创作，其历史叙事偏重于记录和政治教育作用。 ２１ 世纪以来，为实现国

际间文化的不断交融，纪实影像在塑造国家形象的路径建构上经历了解码者“他者化”的视角转变、从宏大到微末

的历史题材转变、从寻求民族认同到打造文化共同体的历史叙事主旨转变。 新时代下，纪实影像应更关注解码者

的多元化追求，针对中国历史叙事的方法不断调适，逐步适应解码者的接受心理和接受习惯，依靠新媒体技术实现

平台共通，进而构建良好的国家形象，提升中华民族的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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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形象是“作为符号能指的媒介中的象征性

虚拟形象和作为符号所指的实际各种信息传播活动

中产生的实性感受的结合体”①。 长期以来，在“历
史底蕴深厚”的国家形象传播中，兼具纪实与审美

双重特性的纪实影像起着重要作用，它是凝视和承

载悠久历史故事的最佳记忆媒介。 恢宏的故宫、蜿
蜒的长城、厚重的历史人物故事等是国家形象表征

的重要符号，对它们的书写与呈现在一定程度上会

影响国家形象的建构。 但政治宣传教化式的历史叙

事，容易催生国内外受众对国家形象的认知偏差。
随着传播策略和体系的不断完善，纪实影像中的历

史叙事为国家形象的积极建构提供了新“效用”。
正面、良好的国家形象将历史文化的对外传播

效果最大化，负面的国家形象则可能致使历史文化

输出遭遇“文化折扣”，而国内外建构不一致的国家

形象，增加了“文化折扣”的风险。 因此，积极建构

国家形象，对提升传播力、增加国际认可度有着重要

作用，是国家软实力体认的重要方式之一。 本文聚

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纪实影像中历史叙事的

发展历程，探讨在中国对外传播能力不断提高、纪实

影像的历史叙事与跨文化传播关系日益紧密的背景

下，历史叙事如何能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如何对国

家形象塑造及传播中国声音产生更积极的影响，从
而通过纪实影像里的历史叙事进一步提升我国多元

化建构对外话语体系的能力。

一、２０ 世纪的历史叙事：宣传教化

不同历史阶段通过不同的历史叙事修辞方式建

构了不同的价值旨归。 中国纪实影像诞生于最为动

荡不安的年代，社会秩序变化、社会文化变迁以及结

构重组都给纪实影像的创作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纪

实影像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需要将其放在“赖
以生存与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中加以考察，它那独

特的面貌才能显示出来”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之初，为了保证影像中意识形态的纯净性，纪实影像

的创作一直身处于集中管理的体制中，纪实影像的

形态多样性和创作个性并未得到体现。 纪实影像真

正关照历史始于改革开放这一思想观念发生巨变的

时期，中国在此时不仅在政治经济领域焕发出新的

生机，在文化和艺术领域也有着新的启蒙倾向。③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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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再现的方式开始被应用到纪实影像的创作之中，
２０ 世纪悄然登场的历史叙事主要有人物传记、文献

资料、祖国山河的政治隐喻几个层面。
１．群英谱的传记式书写

以历史人物为原型，通过历史影像资料和情景

再现方式还原历史，是这一时期纪实影像创作的有

益尝试。 １９８３ 年，为纪念毛泽东九十周年诞辰，文
献纪录片《毛泽东》上映，该片利用历史影像资料，
真实反映了毛泽东的伟大形象，肯定了毛泽东思想

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和他的历史地位。 相继拍摄

的《光辉永存》沿袭了这种创作风格和思路，记录了

刘少奇、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对中国建设的伟大

贡献。 此后以历史人物为原型制作的纪实影像层出

不穷，比如《刘少奇同志永垂不朽》 《鲁迅传》 《国之

瑰宝———宋庆龄》等，着重呈现了他们为伟大事业

甘于奉献、鞠躬尽瘁的高尚品质。 此类影片创作形

式多以影像资料为主、情景再现为辅。
２．政治历史事件的铺陈

除了以人物的生命历程作为叙事线进行书写，
这一时期的纪实影像对政治历史事件也非常青睐。
为建军 ６０ 周年拍摄的 《让历史告诉未来》 （ １９８７
年）极力还原了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重构同一时

期受众的记忆，达到建构民族精神的目的。 《让历

史告诉未来》通过解说词结合历史资料，讲述了革

命奋斗中需要铭记的民族精神，被认为是历史题材

纪录片的一个里程碑。 此后的《祖国不会忘记》《和
平备忘录》《长征———生命之歌》《中国之路》 《改革

开放 ２０ 年》等延续了这种资料片的风格，关照题材

重大的社会政治历史问题，以时间为序进行影像章

节叙述。
２０ 世纪还出现少量文化寻根的纪实影像，如

《丝绸之路》（１９８０ 年）寻访了东西方经济文化桥梁

的古商道，以古道为脉络，追忆了这段繁华的贸易

史；《黄金之路》（１９８７ 年）以黄金运输线为线索，再
现了从黄金开采到加工运输的全过程。 但总体而

言，无论是人物还是历史事件的回溯，都紧紧围绕着

革命时期展开。 一方面，纪实影像可以作为承载历

史的“立体档案”和“文献笔记”；另一方面，纪实影

像试图树立一个在逆境中不屈不挠、艰苦奋斗的国

家形象。 这类纪实影像主要面向对这段历史有着亲

身经历、领悟和印象的群体，于他们而言，除了有文

献记录功能，还能引发个体对国家的情感，这种个体

对国家的体验是国家形象形成的基础。 随着时间的

推移，这些恢宏的笔触难以按照艺术审美规律进行

创作，同质性的内容也难以抵达新时代受众的内心

深处，使他们对影像内容产生情感共鸣。 文化的不

断开放不仅加深了受众对多元化历史叙事的需求，
而且使历史叙事的多元化成为可能。

３．祖国山河的政治隐喻谱系

中国的文艺发展与社会变迁紧密相连。 受到欧

洲政治文化的影响，“政治隐喻”在 ２０ 世纪以来的

民主革命中逐渐萌芽起来，并深植于中国的政治和

文化体系。 ２０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面临着巨大社会

动荡，面对如何能够在历史进程中提高人们的凝聚

力、逐步建立对祖国的认同情感等一系列问题，将政

治伦理融入人伦伦理将是最为便捷的实践路径，纪
录片在这一过程中承担了重要使命。

在政治经济不断发展进程中，不同国家的“风
景”有着不同的文化政治意涵，它不仅是非常重要

的意识形态和权力争夺场域，还是“建构‘想象共同

体’文化政治的重要媒介”④。 中国拥有诸多秀丽

的地理与人文景观，其中与长江、黄河、长城等地域

相关的纪录片非常多，并得到诸多观众青睐。 这类

拍摄中国大好山河的纪录片的共同特征就是通过

“拟血缘关系”映射了个体与国家间的关系，建构了

国家在个体生命成长中的必要性以及合法性，也塑

造了人民的民族认同情感，指向更深层次的文化政

治意涵。 《黄河》将黄河比作母亲，《话说长江》里的

解说词“长江和黄河一起，共同养育着世世代代的

炎黄子孙”……这些都赋予了爱国主义一种情感体

验，隐喻修辞在其中被应用得淋漓尽致。 《话说长

江》配乐里的台词“你用甘甜的乳汁，哺育各族儿

女；你用健美的臂膀，挽起高山大海” 体现了 “祖

国—母亲”是民族国家建构和爱国主义教育中最为

常见的话语象征。⑤无论是战争时期悲悯的母亲，还
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伟大的母亲”，都使得“母亲”
作为国家的喻体变得日常化，拥有着“天然”的合法

性。 因此，这一时期拍摄中国山川等人文景观的纪

录片频频出现。

二、２１ 世纪的历史叙事：多元化表征塑造国家形象

真正意义上通过对历史呈现更有效地形塑与建

构国家形象，是在经济飞速发展的 ２１ 世纪。 经济发

展为国家形象建构提供了重要的经济资本，文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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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则是国家形象建构的重要文化资本。 中国有着丰

富的历史文化底蕴，然而以往的纪实影像往往忽视

了文明古国的庞大文化体系，这些丰富的历史故事

是指涉国家形象核心精神的重要符码。 ２１ 世纪的

纪实影像全面展开了对历史的关照，尝试塑造中国

经济持续发展后的国家形象。 从纪实影像所关照的

历史人物、历史古迹、地理等题材进行归类分析，可
以清晰呈现新媒体环境下历史叙事建构国家形象的

不断探索。
１．建筑与器物故事：以物观史的 ＩＰ 打造

２１ 世纪，经济与技术的不断发展为纪实影像创

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情景再现、数字合成等成为

可能，越来越开放的艺术创作环境使影像制作者们

对文化的阐释越来越多元，历史题材选取越来越推

陈出新。 其中，以历史建筑或者器物为表现对象的

纪实影像在互联网环境下被凸显出来。 在进入 ２１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涌现了大量以古建筑为历史叙

事对象的纪实影像，比如故宫系列的《故宫》 （２００５
年）、《台北故宫》 （２００９ 年），还有《圆明园》 （２００６
年）、《大明宫》 （２００９ 年）、《当卢浮宫遇见紫禁城》
（２０１０ 年）等。 这类影片以建筑艺术为依托，勾连了

珍奇文物、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命运等意象，以“画
面＋解说词”为主、建筑为辅，以全新方式演绎历史

事件、触摸历史脉搏。
２１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故宫依旧获得诸多创

作者的青睐，同样的建筑、器物以及历史故事，却在

这个十年里得到了不一样的呈现。 《故宫 １００》摆脱

了宏大叙事的影子，从 １００ 件故事里的事物说起，赋
予了故宫生命；《我在故宫修文物》薄古厚今，除了

将关注点放在了故宫的器物之上，还将历史与现代

人的工匠精神相勾连，通过现代人对文物的修葺赋

予了历史新的生命力，产出了一幅中华精神传承的

国家形象画卷，承载了中国国民个体与个体之间、个
体与社群之间互动传播的重要使命。 《消失的建

筑》（２０１１ 年）、《中国古建筑》 （２０１２ 年）、《如果国

宝会说话》（２０１８ 年）等紧随其后。 《如果国宝会说

话》利用“萌”系话语策略使古老传统的文物不再是

冰冷的典藏品，而被赋予了鲜活的生命。 在 Ｂ 站

中，许多年轻的受众利用“漂亮”“可爱”等形容词来

表达对“国宝”的喜爱，传播主体、节目内容在观众

心中构建了积极正面的媒介形象。 《如果国宝会说

话》通过互联网将历史题材的纪实影像推到了人们

的视野之中，迎来了历史叙事的创作高潮。
２．地理故事：跨文化交流的寻根之旅

由于人类面临的生存环境以及人性普遍的情感

诉求具有相似性和共通性，因此，从各国文化的相似

性中开掘出具有可通约性的全球共享主题，并围绕

这一主题为不同文化圈的受众提供具有启发性的人

生经验，可以帮助其更好地认知自身和世界。 在跨

文化传播中，如何平衡文化中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如
何贴近域外观众的接受习惯，都是值得思考的重要

问题。⑥河西走廊作为丝绸之路的黄金地段，在中国

历史和文明进程中发挥着独特作用，是中西文化交

融的重要通道。 为了在新世纪更好地实现传统文化

的跨文化传播，有关河西走廊的历史故事是纪实影

像青睐的对象。 ２１ 世纪有关河西走廊的影片有《河
西走廊———西部神话与华夏源流》 （２００８ 年）、《敦
煌》（２０１０ 年）、《河西走廊》 （２０１５ 年）、《河西走廊

之梦》 （２０１５ 年）、《河西走廊之嘉峪关》 （２０１９ 年）
等。 这些影片依循时间线，以地点为坐标，通过一个

个动人的中西交融故事，表达了地缘政治建构身份

归属和民族认同，搭建了民族团结、文化包容的国家

形象。 ２０１５ 年由域外拍摄的《新丝绸之路》同样以

地点为坐标，探寻了历史遗迹背后的故事，为不同文

化圈的受众提供了不同的历史认知视角。
３．人物故事：生命历程“盲区”的日常化呈现

自纪实影像在中国成长壮大以来，历史人物一

直是其所青睐的对象。 讲述者对于可见与不可见的

选取有着绝对权力，这一权力导致历史人物生命历

程再现存在一定“盲区”。 ２０ 世纪以毛泽东、周恩来

等革命先辈为原型创作的纪实作品层出不穷，宏大

叙事关照了他们的牺牲奉献精神，但缺乏对历史人

物的日常生活关注，本就身处解构宏大叙事的年轻

人对此未能过多关注。 在 ２１ 世纪，中国国家形象的

塑造不仅需要对内增加凝聚力和文化认同，还需要

对外传播中国声音。 纪实影像的解码者从“我们”
演变为了“我们与他者”，需要建构共通的价值来搭

建跨文化交流的可能性，因此，通过故事化消解历史

的陌生感成为主要任务。
“百年巨匠”系列的《百年巨匠之齐白石》（２０１２

年）、《百年巨匠之徐悲鸿》（２０１２ 年）、《百年巨匠之

梅兰芳》（２０１７ 年）等，试图将国家的硬实力和软文

化编码到历史人物的日常生活之中。 影片对徐悲鸿

的描述从“命运之舟”“艺术之帆”“信念之舵”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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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进行梳理，开篇利用情景再现浓墨重彩地呈现

了他的流浪卖艺经历，对历史人物“去神话化”（Ｄｅ⁃
ｍｙｔｈｏｌｏｇｉｚｉｎｇ）⑦的表达方式将个体价值与国家命运

相连描写得淋漓尽致。 该纪录片的总策划认为，这
部纪录片的成功之处在于破除了过去人物纪录片

“多成叙述大师成就的流水账，不少带有明显意识

形态印记和歌功颂德意味”的弊病，而是“用亲友、
同事、学生、当事人、见证者的讲述还原一个丰富的

人”，通过他们的人生故事和情感经历，展现人物卓

越的人格魅力和艺术创造力，从而“呈现了一部视

觉版的中国现代美术史”。⑧ 除此以外，《梅兰芳》
（２００４ 年）、《梁思成与林徽因》 （２０１０ 年）等影片将

目光聚焦在政治之外的文化层面上，将社会宏观的

历史、文化传统等特殊情境融入个人境遇之中。 这

样的个人叙事不仅没有降格处理宏观的复杂生态，
反而消除了国际受众对中国政治话题的反感。 《世
纪行过：张学良传》 （２０００ 年）、 《中国古代名将》
（２００６ 年）、《大师》（２００８ 年）、《情归周恩来》（２００８
年）、《发现少校》 （ ２００９ 年）、 《先生鲁迅》 （ ２０１１
年）、《风追司马》（２０１２ 年）、《南侨机工·被遗忘的

卫国者》（２０１４ 年）等影片建构传统与当代相兼容的

国家文化形象，在原有国家文化形象的诸多元素中，
植入具有传统性和当代性的文化元素。 从 Ｂ 站等

众多网站的评论来看，该类纪实影像对青年群体的

价值引导、国家文化认同塑造有着积极影响，完成了

青年群体对国家形象的体认。

三、历史叙事塑造国家形象的路径建构

２１ 世纪以来，与历史相关的纪实影像受到了青

年群体青睐。 在弹幕互动中，青年群体构建了对国

家文化的共识，使国家在青年群体中塑造了一个有

着丰厚文化底蕴的形象。 因此，国家形象的映像生

成是纪实影像创作者与受众对国家形象载体判断的

结果，从原象题材选取、叙事视角、叙事策略以及叙

事旨归等几个层面进行国家形象塑造。
１．题材：解构宏大，聚焦微末

西方导演在影像中对中国文化的异域和奇观化

创造，突出对中国的想象求证，他者叙事里暗藏着西

方的政治叙事框架，隐匿了西方中心主义或西方与

东方的博弈。 安东尼奥尼在纪实影像《中国》里并

未按照对建筑的惯常拍摄视角对天安门广场进行表

达，呈现出有着高大、正面形象的天安门，反而在镜

头里表现了一个嘈杂、毫无气势的天安门。 安东尼

奥尼认为这是真实之美，然而在国人眼中，安东尼奥

尼从另类视角建构了一个有着个人崇拜等能指和所

指意象的天安门符号。 反观国内，在 ２０ 世纪和 ２１
世纪的前十年，纪实影像对中国历史题材的关照在

某种层面依旧有着“大国”的叙事框架，这些影像力

图自证形象。 在《圆明园》这部纪实影像中，创作者

试图通过数字技术还原圆明园的辉煌形象，并再现

西方入侵对历史瑰宝的破坏，这种国际传播中的自

我表达表现出对傲慢的西方文化的某种对抗。 因

此，这一时期虽然关照了更多的历史文化，但文化的

“自负”在某种程度消解了国家形象的建构效果。
伴随着世界秩序的不断演变，话语体系、传播对

象以及传播策略都需要进行调整。 史学理论的变更

为纪实影像的历史叙事实践变化提供了有力支撑，
历史题材纪录片创作也日益注重当下，细节化呈现

增多。 ２０１０ 年之后，在宏大历史中，细节渐渐在纪

实影像的历史叙事中被凸显出来。 为了弥合文化接

受的差异，符合受众的欣赏和接受习惯，纪实影像中

的历史叙事不仅需要消解国内青年群体对历史的陌

生感，还需要贴近尊崇“个体真实”的西方文化传

统。⑨历史事件、制度、观念等被创作者落实到了个

体的体验之中。 《我在故宫修文物》摆脱以往时间

线性的历史还原，将镜头聚焦到了当下与故宫产生

密切关联的现代人身上，故宫的实然性与影像细节

表达呈现出来的应然性相吻合，将宏大历史浓缩到

个体之中，通过个体精神旨归的建构抵达国家内涵

建设的本质，不仅易于抵达国内青年群体，而且细节

呈现给予域外受众更多的历史想象，用个体价值所

具有的共通感，稀释了历史的陌生化和奇观化。
２．解码者：从遮蔽到显现

纪实影像一直存在着为谁记录的问题，也即创

作者与解码者之间的关系建构。 创作者看待解码者

的视角影响着历史叙事策略的实践。 在以往纪实影

像中，解码者大多是被忽略的对象：一方面，纪实影

像更多承载文献记录和影像资料保存的功能，如
《和平备忘录》中大量影像资料的堆砌，试图在解说

词的串联下还原历史原貌，但因当时拍摄技术有限，
大量运用全景镜头、空镜头，难以看到创作者对解码

者的关照。 另一方面，影像创作市场并未成熟，受众

的选择权较少，创作者对于观感的关注并不太多。
随着市场化竞争的不断加剧，加之“讲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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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成为我国外塑形象、内构认

同的重要战略⑩，纪实影像中的历史叙事成为国家

形象建构战略层面的一种主动选择，而国家形象塑

造是国家认同和国家建设的核心命题。 解码者在纪

实影像中开始显现出来，历史内容能否抵达解码者、
解码者能否有效解码成为诸多创作者在创作中主要

考量的因素。 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叙事模式也经历

了从“自我欣赏”到“他者凝视”的视角转变。 《中国

日报》在其网络平台上发布了由世界不同国家青年

拍摄的中国文化故事短视频，借“他者”的视角向世

界讲述发生在中国的种种故事。 纪录片《做客中

国》采用三位外国主持人做客当地家庭、参与生活

和劳作的模式，以国际视角展现了中国丰富多彩的

民族文化和民俗民风。 《如果国宝会说话》为了打

通和青年人的联系，用青年人特别喜欢、易于接受的

方式呈现历史文化，在精英和民间找到了一种平衡，
借助互联网平台的“互动仪式”建构了一种精英需

要时刻牢记的文化责任和社会责任。 为了达到中国

传统历史文化有效输出的目的，央视纪录频道带着

《故宫 １００》 《丝路》等历史影像作品亮相戛纳电视

节，主动与域外解码者对接，力图“让世界各地的电

视观众从中领略中华文化之美”。
３．策略：从解说到故事化创作

在 ２０ 世纪，有关历史的纪实影像大多以“画

面＋解说词”的固定模式出现，解说词往往在影片中

占领主导高地，画面沦为补充说明的次要信息。 随

着政治环境和创作环境的不断开放，国外优秀的创

作理念为国内纪实影像的创作者提供了新的思路和

方法。 ２０１６ 年，由央视拍摄的《中国通史》，由 ＵＰ
主 ｓｅｐｈｉｒｆ 于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上传到 Ｂ 站，播放量达到

了 ４００ 多万，有近 １３ 万评论。 这部百集纪录片开篇

就讲述道：“这是一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

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

族……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坎坷，
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无论风雨飘

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

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开篇词涵盖了故事

化创作的所有元素。 伯纳德将纪录片故事化创作的

基线分为故事主体、需求、阻碍、对抗、结果五个层

面，《中国通史》谋篇布局，在每个朝代故事里都

按照故事基线安排，选取典型历史人物，进行故事化

创作，比如“武王克商”“周公摄政”“王莽改制”“诸

葛亮治蜀”“孝文帝改革”等，从题目就能感受到历

史长河里的他们如何克服苦难、达成所愿。
４．旨归：文化“共通”
早期关于国家形象的理解往往涉及政府形象和

国家领导人，国际形象的提出是出于国际关系的政

治学考量；如今的国家形象建构更多的是一种柔

性的力量，需要依靠文化带来他者的认同。 在这里

产生了在纪录片中“讲好中国故事”的需求。 文化

的多样化是人类文明的一大特征，据此人类产生了

文化共通的需求。 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丝绸、茶叶和

香料等成为中西文化共通实现的载体，如今包括丝

绸和瓷器在内的诸多历史文化标签超越了地理的区

隔，在历史类纪实影像中建构了另一个丰富而多彩

的中国，纪录片成为中国形象建构与文化共通实现

的一个重要方式。

四、历史叙事塑造国家形象的进一步探索

进入 ２１ 世纪，纪实影像中的历史叙事在提升国

家形象上做了较多努力，但塑造效果仍存在较大提

升空间。如果仅仅将历史视为“面子工程”，势必

会使文化输出折损，国家形象塑造不稳定。 因此，塑
造国家形象需要官方、传媒与民间话语体系的协调

统一。 将题材聚焦个体的生命历程，利用故事化的

创作策略，来满足新时代解码者的需求，使历史内容

能真正抵达解码者，从而达到塑造国家形象的最终

旨归。 但面对璀璨的历史文化，还需进一步进行理

论探索与实践创新。
一是关照解码者的多元化追求。 中华民族的丰

富历史底蕴是国家文化的重要符号，是注定能够创

造好故事的根基。 当下我国青少年群体的学历水平

以及国家历史文化储备较之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已经有

了显著的提升，对纪实影像的青睐比以往更甚，青少

年是历史叙事不可缺少的解码者群体。 因此，在视

听媒介消费的行为中，他们不仅会以追求娱乐化的

感官刺激为目标，盲目跟风追求流量，具有更强纪实

性、更高审美层次、更丰富文化内涵的高质量视听内

容产品也终将在青少年一代中受到关注，并成为这

一代人媒介文化记忆中的里程碑。 历史文化类纪录

片的创作必然需要具有良好故事性的文化载体，以
高质量的内容为核心竞争力来走进青少年观众的视

野，坚定文化自信，建立国家文化形象。 同时在跨文

化传播过程中，纪实影像的叙事方式要通过个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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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体验和故事讲述来传递中华传统文化，展现中

国人的社会习俗、生活方式和思维观念，从而塑造丰

满多元的国家形象。
二是实现平台共通。 有关历史文化的纪实影像

创作者较多属于传统媒体行业，在互联网不断发展

的今天，创作者不仅在内容的选择、时长、形式等方

面进行创新，还需拓宽播放渠道。 在融媒体时代，纪
实影像创作者在关注现实、潜心创作的基础上，要主

动研究主流新型融媒体平台的传播特点、传播规律

和受众特征，借鉴微博、微信、社交网站、移动客户端

等短视频的营销模式，竭力贴近用户需求，最终实现

平台共通、渠道联动，追求历史文化传播与文化传承

效果最大化。
历史文化作为国家形象塑造主要元素之一，还

有许多丰富的题材和内容尚待纪实影像创作者充分

挖掘以及合理利用。 方法不断调适才能逐步适应解

码者的接受心理和接受习惯，避免历史文本的“曲
高和寡”“孤芳自赏”，才能多元化地建构良好国家

形象，提升中华民族的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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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 ｉｍａｇｅｓ ｈａｖｅ ｕｎｄｅｒｇｏｎｅ ａ ｓｈｉｆｔ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 ｏｔｈｅｒｉｎｇ＂ ｔｏ ｄｅｃｏｄｅ， ａ
ｓｈｉｆｔ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ｍａｔ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ｒａｎ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ａ ｓｈｉｆｔ 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ｔｈｅｍｅ ｆｒｏｍ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ｔｏ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ｃｕｌｔｕｒ⁃
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 ｉｍａｇ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ａｙ ｍｏ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 ｐｕｒｓｕｉｔｓ ｏｆ ｄｅｃｏｄｅｒ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ｌｙ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ｏ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ａｄａｐｔ ｔｏ ｔｈｅ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ｈａｂｉｔｓ ｏｆ ｄｅｃｏ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ｙ ｏｎ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ａ ｇｏｏ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ａｇｅ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 ｉｍａｇｅ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ａｇ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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