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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历史纪录片《故宫》的成功因素 

谭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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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型历史纪录片《故宫》的播出引发了广大观众和业界人士的关注，并成为当年的一道独特文化景观。《故宫》的
成功绝非偶然，其创作团队阵容强大；叙事手法、创作技巧、表现形式以及文化内涵创新独特，为历史纪录片开辟了一条发展

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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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要向现代人
展示我们悠久浓厚的文化历史，历史纪录片则起到

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纪录片起步较晚，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中国影视人才开始有纪录片意识，且发
展较慢，水平和质量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相去甚

远。在二三十年无数影视人的努力学习和探索之

下，中国历史纪录片水平有所提升，出现了一批享

有国际盛誉的历史纪录片，《故宫》就是其中之一。

　　一　《故宫》的拍摄背景及其社会影响

《故宫》是２００５年中国故宫博物馆为庆祝成立
８０周年，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拍摄的１２集的大型纪
录片，意图在于展现故宫的历史，梳理中国文化艺

术。然而，她的创作设想真正开始是在 ２００２年 ８

月，热衷中国传统文化和收藏的著名纪录片导演周

兵就曾希望有机会用电视的方式来展示和表达故

宫，在其后的一年里，制作团队不断地与故宫的领

导专家反复论证故宫拍摄的可能性以及初步创意，

最终，在２００３年７月１６日，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
淼与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罗明在故宫的漱芳斋就百

集电视纪录片《故宫》签订合作协议。其后经过工

作人员的辛苦筹备，《故宫》终于有机会呈现在观众

面前。

在拍摄的三年里，周兵一直不断地思考：如何

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表现出他们的创新？如何使

这部片子具有国际化的创作水准？故宫这座古老

的建筑有着长达６００年的历史，曾有２４位皇帝在
这里生活、统治国家。关于故宫和皇帝的故事多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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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现代对这段历史的资料数不甚数，《故宫》摄

制组在准备拍摄之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要将这

几百年的历史压缩在短短的１２集之内，是对摄制
组一个极大的挑战。因此，如何筛选历史资料以及

选择哪些历史片段是重中之重。摄制组工作人员

在开拍之前翻阅了２０００万字的史料，在２００多位中
外专家的帮助下，对历史资料进行精心删减，选择

出最能表现故宫历史文化的部分，这些史料也为纪

录片奠定了历史和学术基础。

此外，《故宫》的创作团队也是中国历史纪录片

创作史上阵容最强大的，其创作团队动用了２００多
位中外专家和中央电视台几十名编导摄制人员，还

邀请了曾因电影《末代皇帝》荣获奥斯卡最佳音乐

奖的苏聪，因电影《英雄》、《十面埋伏》荣获奥斯卡

最佳摄影提名的摄影师赵小丁及日本著名摄影师

赤平勉等大腕加盟制作。［１］邀请电影制作人员参与

纪录片制作这一方式保障了该节目首先在视觉和

听觉的效果上超过了其它常规意义上的纪录片。

在进行高度紧张的准备、拍摄和创作以后，２００５年
１０月２６日，迎来了《故宫》的首播。

《故宫》播出第一集便引发热议，成为了２００５
年的媒介热点话题，并创造出平均４．３％的全人群
收视率，收视份额达１０．３％，而高学历人群的收视
表现更加高，这对于一般收视率只有约１％的纪录
片来说，无疑是创造了一个神话。播出期间，《故

宫》的收视率最高达到了３．０９％，连续两周进入央
视收视排名前十名。纪录片收视率超过同期播出

热门影视剧《京华烟云》，这在中国电视收视历史上

还是第一次。［２］《故宫》的音像制品发行至今，销量

超过 １３０万套，仅发行收益就超过了项目投资；同
时，在纪录片海外发行上保持着单价最高纪录，平

均每集价格高达６万美元，这是《故宫》总导演周兵
及其他创作人员并未想到的。

《故宫》占据了市场优势，同时也受到了广大观

众，业界乃至全社会的关注，成为了２００５年由纪录
片引发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媒介现象和文化景观。

《故宫》引出了许多话题，纪录片与传统文化，电视

媒体与经典文化，中国纪录片走向国际市场，电视

衍生产品的制作与推广，纪录片在新形势下的创

作，以及《故宫》自身创作的得失以及启迪等，都受

到业界与学者们的广泛关注。［３］观众纷纷对《故

宫》表示了很高的赞誉，认为《故宫》是中国纪录片

用现代手法表现传统元素的伟大尝试与创新，它是

中国五千年灿烂文化的缩影，是振兴中国民族文

化、提升文化自信的精神支柱。《故宫》在国际上也

享有盛誉，她不仅满足了国外民众对神秘的中国古

代文明，皇家贵族生活的好奇心与窥探心理，同时

也塑造了中国这一拥有辉煌灿烂历史的顽强屹立

的大国形象。

　　二　《故宫》的成功因素

从《故宫》引发的种种热议，也让我们开始思考

她之所以能够获得巨大成功的原因，笔者认为最关

键之处在于她同传统的历史纪录片相比，有着与众

不同的创新之处，留给观众不一样的视觉享受。

（一）采用故事性叙事手法，增添趣味性

在表现故宫人物事件时，《故宫》改变了原有纪

录片语言单一，手法贫乏的叙事方式，以一般故事

片的叙事方法，即故事性的叙述将故宫六百年的历

史故事串联起来，每一集都有许多历史小故事穿插

在叙述中，不再通过简单干涩的解说词向观众介绍

历史。在娱乐泛滥的时代，纯纪实，偏教化，以解说

词为中心，纯历史化的纪录片对电视观众缺少持久

的吸引力，因此很难做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

丰收。《故宫》真正从“声画结合”着手，用故事化

的直接讲述方式，直接给予观众从想象力到视觉体

验的过渡，配合“情景再现”全新表现方式，让观众

有置身历史中的感觉，感受事件发生的历史时间和

地点，以及主人公有可能感受到的那种气氛、环境，

去体味古人那时的心境。

在每集的叙事安排上，编导按照历史时间顺序

对故宫进行叙述，而在叙事过程中十分注重叙事逻

辑，并将富有故事性、戏剧性的人和事植入其中。

比如第５集，为了更加生动有趣地表现，编导通过
一个个真实生动的历史事件，包括珍妃投井的故

事、太子读书、选秀女、光绪大婚、慈禧的日常生活

等展开对宫廷生活各方面的阐述。从生活文物到

历史故事，从历史事件到宫廷生活，用客观的角度

解开了宫廷生活的神秘面纱，向人们呈现出了紫禁

城中最真实的生活点滴。

早在２００５年，中国国际纪录片大会评委会主
席米歇尔·诺尔曾寄语中国纪录片：“纪录片是讲

求故事性的，应该如实地把一个故事的思想内涵表

达得生动而完整，我觉得中国的纪录片还应该朝这

方面努力。”［４］《故宫》很好地将故事性叙事方法贯

彻其中，改变了传统人文历史纪录片以解说词介绍

为主的叙事方式，在叙事上开始追求故事性，使观

众在满足对人文历史、艺术等方面的需求外，也能

获得极大的视觉享受，这对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影响

巨大，也成为它取得良好经济效益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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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借鉴电影创作技巧，开启“纪录片大片时

代”

纪录片属于舶来品，中国多数纪录片的创作理

念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西方纪录片及电影理论

的影响，《故宫》亦然。回顾中国历史纪录片，在

《故宫》之前，能被称得上“大片”的纪录片少之又

少，《故宫》在创作手法上进行了改变，开始借鉴好

莱坞电影的模式，即注重前期策划，追求视听效果

以及增强戏剧效果。正是《故宫》的出现，开启了中

国历史纪录片大片时代。

《故宫》从前期资料处理到创作团队的组成都

花费了极大的精力。其策划时间就长达三年，动用

专家２００多名，摄影团队阵容也十分强大。故宫，
以一种庄严神秘的形象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六个世

纪以前古人的所作所为，音容笑貌仅评文字资料无

法显象出来，因此，《故宫》中的视听语言对表现历

史有着重要的作用。《故宫》借鉴电影艺术上的技

巧，追求精美细致的声画结合。在画面上采用高清

摄像机，听觉上采用独特的环境音效，在纪录片开

场，故宫大殿敞开时的嘎吱声，钟表齿轮的咔哒声，

以及细致到连拍摄现场的声场及其变化，演员的气

息、精神状态都能感受到的同期录音，使观众在观

看纪录片的过程中身临其境，感受历史。同时，《故

宫》打破了以往纪录片缓慢叙述，温和进入情境的

创作手法，开篇即进入主题，气势恢宏大气，节奏感

十足，呈现出大片气派。

美国纪录片大师弗雷德里克·怀斯曼曾说：

“我认为纪录片和其他所有电影一样，都需要有些

戏剧性因素。”真实是纪录片的底线，但并不是纪录

片的全部。对于观众而言，艺术加工后传达出的思

想内涵和审美价值远远超越事实和观点的简单堆

砌。［５］于是，越来越多的纪录片编导开始借鉴电影

艺术的技巧，例如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利用设置

悬念的戏剧性手法对历史展开叙述。《故宫》第一

集的第一句话就抛出了一个巨大的疑问：“是谁创

造了历史？又是谁在历史中创造了伟大的文明？”

如此简单的一句话，迅速引起了观众的注意力，调

动观众的好奇心。提出疑问，设置悬念在《故宫》中

比比皆是。设置悬念并非仅仅在电影中使用，它能

很好的把握叙事节奏，同时推动故事情节，增强叙

事的戏剧效果。

此外，《故宫》的商业运作也逐渐向大片靠拢。

准备工作繁多复杂，历时三年，共投资１０００多万
元，同时它创造了中国纪录片市场开发的新模

式———与国际电视机构联合制作、共同经营。《故

宫》播出后，美国国家地理频道曾将其改编为《解密

紫禁城》，并在１６７个国家和地区播出。
（三）运用高科技表现形式，全方位展现真实

《故宫》在表现故宫及中国明清时期的历史时，

采用创造性手法———运用现代科技，讲述宫廷中鲜

活的人物生活和命运，以及与故宫相关的历史事

件，巧妙的处理了过去与现在的时空关系，其效果

震撼人心，满足了观众对过去历史好奇心理，这是

《故宫》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也是同传统历史纪录

片相比的一个重大突破。

《故宫》由于背景资料庞大，准备工作又十分细

致，使得第一集的解说词超过了１０万字，最终经过
斟酌后才形成了每集６０００字的解说词。从真实的
角度出发，既符合了《故宫》作为纪录片的本质，又

能使纪录片真正实现其纪录历史的社会价值。而

她对历史真实的把握除了表现在对史料的全阅，同

时还表现在她采用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创作手法，即

“情景再现”。所谓“情景再现”，即用表演或搬演

的方式，通过声音与画面的设计，来表现客观发生

过的事情。《故宫》中的“情景再现”主要用现代动

画技术和搬演的方式重现历史场景，叙述历史。一

般来说，人们常常会相信眼睛看到的东西，特别是

在表现历史时，单纯的用声音讲述档案文献以及人

物故事，显得说服力不够，而“情景再现”在遵循真

实的基础上，极大的丰富了纪录片的表现力，也带

给观众不一样的历史体验。

“搬演”在历史纪录片中较为常见。在《故宫》

中编导用一组慌乱的脚步展现宫廷内的忙碌场景，

用战场上的厮杀和击鼓声烘托战争场面等表现手

法，均是因为无法完全将历史完整地表现出来，只

能用演员等表演其中的一些片段让观众感受历史

事件发生的环境与气氛。尽管有一部分专家学者、

观众对在纪录片中用“情景再现”的方式讲述历史

存在质疑，但它确实满足了观众对视听艺术的需

求，打造了中国电视纪录片前所未有的影像和视听

效果，通过“情景再现”表现出的史实与观众所处的

现代时空相结合，使观众不断地从现代穿越回古

代，从古代跨越到现代，使观众在对全局的把握中

有不一样的体验。

《故宫》中有大量用电脑技巧和三维动画技术

表现故宫的镜头，这是中国纪录片中第一次全面采

用动画再现的手段，将虚拟的动画场景与真实的现

实场景相结合，创造出了一个亦真亦幻的影像世

界，让观众产生置身历史之中的错觉。全片动画制

作长达５０分钟，制作成本高达数百万元。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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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头就展现出了令人惊诧的三维动画：夜空中流星

划破云层，俯冲亚洲大陆、华北平原，画面上出现了

中国古地图，各朝代京城轮廓重叠出现，镜头直冲

清朝北京城，飞过天坛、正阳门，穿越天安门，带着

观众进入了故宫。通过电脑特技，人们可以从画面

上看到故宫的俯瞰立体图，也可以在瞬间了解故宫

的二维分布图。

创作人员不断地创新与尝试使节目获得了很

高的收视率和美誉度，也让观众在赏心悦目中品味

历史与文化的魅力。当然，需要注意的是，不论用

那种手法表现历史，都应该建立在尊重历史的基

础上。

（四）深入揭示文化内涵，展现中华精神

故宫作为显示中国灿烂悠久的文化历史的一

个标志性的建筑，始建于明朝，兴盛于清朝，见证了

中国由古至今悠悠６００年的历史，千言万语道不尽
她所经历过的世事和蕴含的文化宝藏。《故宫》却

在短短的１２集中，从故宫的兴建、修缮、利益制度、
政治、历史文化宝藏、坎坷命运等方面讲起，把故宫

的历史，现状及未来浓缩在５４０分钟的片子内，全
面详尽而又不失真的展示出了故宫辉煌灿烂而又

神秘沧桑的建筑和文物，并从中体现出中华民族深

厚的文化意蕴和内敛顽强的精神。

“电视纪录片的叙事结构是一种形式存在，但

它的存在意义并不仅仅只是装载内容，而是一种价

值和意义的体现。电视纪录片的记录并非事无巨

细地一一记载，而是创作者‘选择’的结果，这种选

择是承载并体现了某种‘意义’的，既是创作者思想

观念的体现，同时也是观照自我、观照人生、观照世

界的体现。”［６］《故宫》的创作者并非全部照搬与故

宫有关的所有事物，而是有针对性地选择了能体现

创作者最想要向观众表达的文化内核。他们期望

透过镜头向观众展现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展现中

华民族百折不挠的精神。正如总导演周兵所说：

“我们含着一种对中国文化所应负有的责任。要展

现的是中国人拥有什么样的文明，这些文明的核心

部分是什么，中华民族是怎样来传承这些文明的。

而且，我们更想探寻的是中华民族的文明和它的核

心部分为什么一代又一代地传承到了今天，绵绵不

绝。”［７］所以，当镜头对准故宫的古建筑与文化宝藏

时，正是《故宫》创作者想要向观众表达他们对这部

纪录片所寄托的理想。

纪录片《故宫》通过讲述故宫的历史故事，其实

也是在向观众传达中华民族的历史，前两集讲述了

故宫的地理位置、历史地位以及修建细节，在明清

时期，故宫成为了国家的最高统治中心，是皇权的

象征，讲到故宫的修建时，展现出了中国传统建筑

工艺的精湛，经过多少精雕细琢，耗费无数人的心

力才得以建成今天呈现在人们面前的雄伟壮大的

宫殿。在后几集对故宫礼仪制度的讲述，为观众解

密了皇家神秘的生活，讲解故宫中所收藏的历朝历

代的的奇珍异宝，透过这些宝藏表达出了故宫甚至

中国历史沉淀的文化精髓。然而，故宫从历史建成

到现在也曾经历磨难，命途多舛，遭遇过西方列强

的侵略，中国国内军阀混战以及日本侵华等一系列

灾难，但她依旧顽强的存活了下来，这也是《故宫》

在第十到十二集所讲述的内容。从这个角度看，故

宫俨然成为了中国的缩影，一样的具有深厚的文化

底蕴和坎坷的命运及顽强的生命力。

《故宫》的成功除了表现出了故宫这座古老的

建筑所包含的历史文化底蕴，其中也有着人们对中

华民族精神的崇敬。以中华文化为基础，辅以全新

的叙事技巧，是中国传统人文历史纪录片的新突

破。她的成功也不断的在告诉我们，中国历史纪录

片想要取得进一步的发展，走出国门，向世界展现

中国风采，就应该不断的更新创作理念，大胆创新，

与时俱进，走一条适合自己又适合世界的纪录片发

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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