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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语境下高端财富论坛报道的实践与思考

———以 《博鳌亚洲论坛》 官方纪录片制作为例

翟　 臣

摘　 要: 网络媒体异军突起的时代对电视纪录片的制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如何把握新媒体语境的特

点, 使创作适应网络传播, 是电视纪录片制作过程中始终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 近 3 年 《博鳌亚洲论坛》
官方纪录片的拍摄, 从故事设计与制作语气、 拍摄的基本调性与技术表现、 节奏与受众的观看 “焦距” 等

方面, 不断探索和实践新媒体时代官方纪录片创作之创新可能性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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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3 年起, 应博鳌官方秘书处邀请, 笔者作为导演、 摄影, 连续 3 年参与了博鳌亚洲论坛官方

纪录片的制作。 博鳌亚洲论坛虽为非官方的组织机构, 但中国政府对该活动的支持力度非常大, 历届

论坛年会均有国家领导人出席。 所以, 博鳌亚洲论坛对自身的宣传非常重视。 尽管传统主流媒体对论

坛会有大量的报道, 但论坛秘书处还想通过互联网给更多的人传递博鳌的信息, 而我们做的纪录片就

是借助网络平台播出的。 如何制作出适合网络时代、 新媒体语境的纪录片, 始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难

题。 在 3 年中, 我们从各方面对官方纪录片网络传播的适应性制作进行了自己的实践和探索。

一、 故事与语气

近几年来, 电视界努力顺应媒介融合之势, 全力探索全媒体战略。 在实践中, 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传

统媒体与新媒体如何功能互补。 相对传统媒体, 新媒体的优势在于消解了传统传播机制上游媒体机构

的技术特权。 强大的多媒体技术提供了一个最低的技术门槛, 同时也在技术上许诺了普通大众与传统

权威媒体同等的话语能力, 普通大众也可以成为传媒内容的制作和传播者。 民间的、 草根的、 接地气

的创造力与传统媒体形成平等的对峙之势, 这对官方或所谓正统纪录片的传播内容和方式提出新的挑

战。 互联网 “开放”、 “分享”、 “自由”、 “平等” 的精神为内容的传播创造了积极的环境。 其中平等、
自主是新媒体最主要的特点, 它是以瓦解权威、 叩问既有体制为基本态度, 这显示出互联网推进社会

进步的巨大威力, 也是制作和传播新媒体节目的重要法宝之一。
故而, 这是一个视野更宽阔的媒介环境, 同时也是一个对话语主体要求更苛刻的媒介环境。 我们在

对当前的媒介环境有着充分认识的前提下, 进行博鳌亚洲论坛纪录片的制作。 在传统媒体制作的博鳌

亚洲论坛相关节目中, 由于肩负着多种政治属性, 论坛报道多就会论会, 内容过于专业、 高端和严肃,
观众的参与感不强, 难以吸引普通百姓的眼球。 为了将这个纪录片更有效地传播推介给普通网民, 让

观众有强烈的参与感, 我们都要为所制作的内容设计一定的故事元素。 在纪录片中加一个有故事性、
悬念性的内核, 无疑是让 “官方” 的内容接触 “地气” 的有效手段。 “故事是所有人类文化的基本元

素, 是我们组织、 分享共同体验并赋之以意义的基本手段。” [1] 在此基础上用适当的叙事手段进行讲

述, 再通过多层次的渠道呈现拍摄对象。 比如我们制作的其中一个纪录片标题为 《4 分钟看完 4 天博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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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帅富们在关心什么─2014 博鳌亚洲论坛》, 这个标题极具吸引力, 内容具有很强的参与感, 点击量也

很高, 实现了纪录片的有效传播。
从传播角度来说, 互联网同样改变了纪录片的存在状态。 传统官方媒介的广播口吻已然受到挑战,

网络时代的纪录片需要一种平等商谈的语气。 因为强大的互动性, 媒介传播从单向传递转变为多元互

动的动态过程。 鼓励网民对纪录片进行讨论, 通过讨论实现对短片的分享, 这是纪录片进行网络传播

的重要环节。 互联网的发展极大地影响了内容、 渠道、 受众这三个要素, 所以我们致力于从内容发掘、
渠道开拓、 受众培养这几方面着手, 将博鳌亚洲论坛推介给更多的人。 拍摄博鳌亚洲论坛的 3 年, 也是

我们不断进步着的 3 年。 例如我们连着 3 年做了博鳌亚洲论坛的总结纪录片, 每年的形式都有所不同。
第一年纪录片的形式是解说词加空镜头。 解说词, 尤其是政治性很强的内容, 很容易产生说教感, 这

也是传统媒体纪录片的惯用方式之一, 其最大的弊病在于观众没有参与感。 第二年的纪录片, 我们采

用了李克强总理在开幕式上做演讲的同期录音做解说词, 这种总理述说的感觉无形中拉近了传播者和

受众之间的距离。 身份的平等是网络媒体的一个重要特征, 这种特征要求我们突破传统官媒制作纪录

片的固有模式。 第三年的纪录片用的是 6 位与会嘉宾的不同观念进行讲述, 不仅话题更接 “地气”, 有

些观点甚至也针锋相对。 众说纷纭的言论表象自然能收到多元并存与选择性认同的受众效果。 这样制

作的目的是竭力为官方纪录片营造出一种更为轻松的商谈语气, 受众参与内容的分享、 讨论、 传播也

就更为积极主动。
在以往的 3 年中, 我们的纪录片制作理念和方式的变化是互联网语境的引导所促成的。 正如中国传

媒大学钟大年教授所归纳的: 信息接受方式最大的改变就是从传统媒体的 “给予─接受” 模式到新媒

体的 “寻找─参与” 模式。[2] 而这种模式便是以对网络受众主体的尊重为基本前提的。

二、 基调与镜语

新的传播技术从本质上改变了传播的内涵与模式, 以及媒体的形态与性质。 如今新媒体的传播不

再是线性的信息流动过程, 而变成立体的、 全方位、 多对多、 叠加式的信息裂变过程。[2](141) 互联网时

代的纪录片必须强化三个特点: 信息多元化、 信息有效性、 关注事件中的人。 无论是传统媒体, 还是

新媒体, 纪录片最重要的是唤起我们的理性到场。 多元化即意味着单一论调和传声筒式的官方模式的

彻底失效, 政宣纪录片的传播必然要转换传播内容的基本调性, 将官方宣传内容以更贴近大众心理的

方式制作出来, 才是对受众理性与经验的高度尊重, 这也是非常重要且基本的互联网传播精神。
考虑到互联网传播因素, 信息接受者不再是单纯的 “受众”, 并非只接受来自传播机构预设的信

息。 要扩大官方纪录片的宣传效应, 必须采用更亲民的制作基调, 营造出与互联网精神相契合的众声

喧哗感, 让政论性、 时事性纪录片呈现出多元性与亲和力, 这是我们在制作博鳌纪录片时始终思考的

问题。 2015 年博鳌亚洲论坛纪录片借鉴了欧广联制作的夏季达沃斯论坛纪录片的方式, 通过 6 位人物

的介绍拍摄来展开, 由人物进行叙述。 那么, 怎样才能为博鳌论坛这样的官方新闻资讯营造出非传达

性的、 具有 “邀请” 参与的观感呢?
首先, 我们避免了简单重复论坛内容, 而是去单独采访与会人物。 有了人物, 一个官方的会议就鲜

活起来; 有了人物, 就有了故事; 更重要的是, 这些作为媒介舆论领袖人物的观念和故事, 就将自然

而然地带动了新一轮的宣传效应。 也就是说, 我们彻底改变了传统官方纪录片的传递式口吻, 充分调

动起采访内容中人物本身的媒介效应来为纪录片制作者作宣传。 采访人物当然有主观的、 创作者的思

考、 价值、 情感在里面, 但我们通过将这些受采访的人物和相应的内容进行整合, 最终还是促成我们

想要进行的价值传递。 我们充分挖掘博鳌论坛中有说服力的典型人物和典型故事, 挖掘他们在当时的

“所思所想”, 把散点叙事和焦点架构很好地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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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人物的选择上, 与在传统媒体播出的纪录片对人物的选择有所不同, 传统媒体由于政治宣传

等因素, 可能考虑更多的是政府官员, 而我们选择的是在互联网上具有较高影响力的人物。 我们选择

了百度总裁李彦宏、 格力老总董明珠、 美国西部数据总裁 Steve Milligan、 地产界潘石屹、 北京大学教授

张维迎、 歌手汪峰等作为访谈对象。 这些 “大腕” 都有 “微博” “微信” 等社交媒体, 这些网络红人

都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粉丝, 这等规模的传播效应都相当于全国性媒体的传播效应, 其传播力和渗透

力甚至大大超过了传统媒体。 这些人接受了采访和拍摄, 他们会在自己的圈子里向粉丝透露, 从而让

更多的人看到这个片子。 也就是说, 我们的纪录片充分唤起纪录片中的内核———人物主体自身的自媒

体效应。 这种手法是官方纪录片与时俱进的一种有效手段。
同时, 纪录片充分利用上述这些人物身上具有的即时舆论价值。 片子利用互联网时代的顶级人物

来刺激观众的神经, 点燃观众的兴奋点, 然后巧用这些人物的 “矢量” 状态。 一个人在平常生活中的

通常状态叫做 “常态”, 对于纪录片来说, 这是戏剧性较低的一种状态。 即便是特殊人物, 他 70% 的生

活也和普通人相差无几。 因此, 要想让人物生动, 还必须通过特定事件。 如果没有事件, 无论一开始

人物的状态、 职业、 性格是多么吸引人, 单靠人物特征也就只能撑 5 分钟左右。 所以, 非常态的或处于

失衡状态中的人物才会激发出动能。 故而我们选择了具有即时舆论价值的人物作为主角。 比如正在与

美的、 小米打口水仗的董明珠, 刚刚与章子怡订婚的汪峰等。 在编辑这些人物访谈时, 我们采用交叉

蒙太奇, 每个人都在不同场合说一点, 观点碰撞一下, 然后再分别说一点, 观点继续碰撞。 但这些观

点都统一服务于博鳌论坛的主题: 亚洲新未来, 迈向命运共同体。 这种多声部并置的编辑方式增强了

纪录片的感染力, 也在不断变换的人物中调节了纪录片的节奏, 摆脱了博鳌论坛的政宣性与严肃性,
充分调动了观众的观看热情, 也舒缓了观看的疲惫感。 正是这些人物的理解与讲述, 赋予纪录片一重

隐形的、 更可看的情节与故事, 也更符合理解的逻辑, 成功地化抽象为形象, 在强调内容可视化的同

时注重增强传播的趣味性。
在摄影方面, 我们采用电影情境叙事, 长焦镜头包容整个情境, 让观众有着熟悉的生活认同。 我们

拍摄这些人物下飞机、 取行李、 坐车、 拉开窗帘、 打电话、 上网、 聊天等, 都是非常生活化的镜头。
抓拍这些人物的生活化镜头, 准确地记录他们的每一个动作和细腻的表情, 尽可能地把他们真实的内

心世界呈现在观众面前, 以激起情感共鸣。 比如当下全国雾霾普遍严重, 但是海南博鳌的空气很好。
我们的设计让所拍摄的人物摇下车窗以便呼吸新鲜空气, 引出 “在博鳌寻找新鲜空气” 的话题。 另外

一点是人物个性叙事, 大景深贴近。 对重要人物的思想观点的阐发都是采取跟拍上车、 走路等, 表示

这些人带着思想进来, 带着想法离去。 甚至为了表现人物的不同观点, 拍摄这些人物穿着不同的衣服,
以及他们不同的饮食习惯。 在采访的环境上, 我们特意选择在低光调环境中, 尽量多地接近自然光感,
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中, 人物会更放松、 自然, 受访者会觉得安全。

当然, 为了营造生活感, 我们的采访都采用同期声, 后期再配合上富含情感的弦乐做情感提升, 这

会让观者更有情感共鸣。 总之, 从采访对象、 内容设计到技术支撑等各个方面, 我们都试图将博鳌论

坛的内容用更富有可看性的、 更亲民的基调呈现出来。

三、 节奏与 “焦距”
新媒体唱主角的互联网有其独特的传播属性, 故而, 制作纪录片时的叙事风格应该符合网络传播

时代的叙事风格。 碎片化、 互动及时是新媒体的主要特征。 一方面, 在秒刷时代, 把 “快” 做到极致

是互联网传播的首要表征, 这对纪录片的传播节奏提出了新的要求; 另一个方面, 在互联网这个空前

庞大的信息平台上, 除了对有限的资源与信息进行常规传播以外, 披沙拣金、 推陈出新、 拾遗补缺,
也成为进行互联网传播的重要手段, 而这也往往考验着纪录片制作者的网络敏感度与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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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挖掘论坛信息深度与对信息的精细化处理, 是适应互联网传播的另一个重要维度。 快捷与精

细, 这是我们制作博鳌论坛纪录片的另一基本目标。 互联网内容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的趋势, 即时见闻、
片断记录是网媒传播的常见手段。 面对海量的信息, 观众难以长时间集中注意力, 这使得互联网受众

的单位消费时长不如传统电影、 电视等大众媒体。 在制作 2014 年博鳌亚洲论坛纪录片时, 我们考虑到

互联网受众的接收习惯, 改变了 2013 年只做了一条总结性的纪录片的方案, 开始在论坛每一天的晚上

制作一条纪录片集锦。 纪录片集锦的时间不长, 每天做一条, 并且及时上传到网上。 “集锦” 这一制作

形式本身便是网络 “拼贴” 精神的最好体现, 而当天上传更是避免了传统官方纪录片后期制作的漫长

周期, 尽可能地保有了新闻信息本身的时效性。 以集锦的方式进行重要信息回顾与细节信息强化, 彻

底摆脱了传统官方纪录片的播放节奏。 同时, 提高短片剪辑节奏, 这是与互联网所提出的快节奏相适

应的。 这样的做法不仅加大了信息量, 也缩短了单次节目时长, 拉长了观看周期, 让影像文本也有了

更多想象和解读的空间。
其次, 纪录片对拍摄对象更精细的细节性呈现, 拉近了受众观看的 “焦距”。 在纪录片集锦的制作

中, 我们更注重影像细节呈现, 激发观众的兴奋点; 我们追踪热点、 体现时代感, 满足受众关注当下

和时尚的口味; 同时, 我们还注重娱乐性, 用 “软性” 和轻松的内容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让纪录片更

充分地具有观赏性。
另外, 我们的纪录片始终强调互动性。 比如改革、 投资、 城市化、 理财等受众广泛关心的话题, 以

最快的速度与网友打照面, 同时积极参与并回复网友的评论, 形成有效互动, 加强用户黏性, 形成一

个良性的互动循环。
当前, 新闻界大力提倡媒介融合, 探索全媒体战略, 新媒体语境下纪录片制作必须在思想观念和思

维方式层面具有 “互联网思维”。 所以, 2015 年博鳌亚洲论坛这部官方纪录片, 我们做到了在观念上力

求创新, 在姿态上力求 “接地气”, 叙事策略和影像呈现都尽可能以网络可传播性为主要诉求。 在新媒

体时代, 任何形式的媒介作品, 都面临着网络、 网民的选择与挑剔。 失去网民支持的作品只能是自娱

自乐。 在今后的博鳌论坛纪录片制作中, 我们将会对政宣类纪录片如何更有效地适应网络传播继续做

出创新性实践与多维度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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