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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国电视节目的竞争格局以电视剧、综艺娱乐、新闻三足鼎立，其中又以电视

剧和综艺娱乐节目为主体的，而以纪录片为代表的纪实类栏目处于默默无闻的边缘状态可谓久

矣。不过，在综艺娱乐节目和电视剧热潮的背后，纪实类栏目始终如涓涓细流不绝如缕，2000年

代中期江西电视台《传奇故事》、辽宁电视台《王刚讲故事》、江苏电视台《人间》、广州广播

电视台《真情追踪》等一类带有浓郁故事色彩的纪实类栏目就因激发起观众对富有戏剧性的情感

生活的极大好奇心而广受关注，2010年代前后随着综艺娱乐的喧嚣渐趋平静，电视纪实类栏目

更焕发勃勃生机，以档案文献为主要叙事元素的纪实栏目日益引发观众具有一定历史维度的现实

思考，以历史题材为主体内容的电视纪实栏目开始渐趋规模化。这类栏目比较典型的有——北京

卫视“立足中国国内和世界各国档案机构解密的档案资料，还原历史本来面目，以现代视角解读

历史，用独特方式提供真相”的文献档案类栏目《档案》；北京电视台公共•新闻频道“用独特

的方式探访北京人文古迹、巷陌民风，用独特的视角反映北京历史文化、名人掌故”的电视栏目

《这里是北京》；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立足今天、重议旧事，向纵深挖掘和发现有意义话题，

为今人和后代提供成长借鉴”的《档案》栏目[1]；广东电视台新闻频道“从历史事件入手，揭开

其中不为人知秘密”的《解密档案》栏目；凤凰卫视“关注大时代、大历史、大题材，以史为

鉴，了解过去，带给观众深刻反省和思考”的《凤凰大视野》栏目；重庆卫视“尊重史实，收集

挖掘历史材料，还原历史真实故事，探求文化源流”的《记忆》栏目；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

“为国宝级文物重器进行揭秘建档，讲述巍巍中华灿烂文明”的《国宝档案》栏目；同样性质的

栏目还可以将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以及凤凰卫视《口述历史》等栏目包括在内，这类栏目

的共性特点是收视表现稳定、具有较高的观众美誉度和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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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历史题材为主体内容的电视纪实栏目渐趋规模化，其中有诸多深层次的原因。栏目化历史题材纪录

片在向观众展示历史背景的同时，注重深入细致的解读，呈现出越来越鲜明的新闻性和越来越浓郁的现实情怀，这类电

视栏目的发展或许表明：将以历史题材纪录片为代表的电视纪录片纳入电视新闻传播整体架构予以重点关注，以寻求电

视新闻节目类型的突破，适逢其时；将电视新闻置于当前以电视剧、综艺娱乐为主体的电视节目竞争格局中进行重点布

局，以实现电视媒体社会责任的重建，适逢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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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电视机构而言，以电视剧、综艺节目为主体的竞争格局正随着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和观众

收视兴趣的变化逐渐向新闻、纪实类节目拓展，从2010年起各级电视机构在电视节目评价体系中

对唯收视率马首是瞻的倾向进行微妙调整，尤其是2011年底国家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

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媒体简称为“限娱令”)出台，凡此种种，在一定程度上均为电

视纪实栏目的崛起提供了较为理想的外部环境。电视机构的竞争逐步转向高收视基础上高美誉度

的竞争，更注重节目高影响力与良好观众口碑并重，纪实类电视节目制播因此进入新的快速成长

时期，从当前电视节目的情况看，一些具备一定新闻性的历史题材纪录片栏目成为电视机构最恰

当的选择，这固然有历史题材具备神秘感和揭秘性、容易引起观众兴趣等原因，然其背后还有更

深层次的诸多诱因。

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成员在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历史记忆基础上形成的对社会

和时代的共性意识，历史最根本的意义体现在实现民族身份认同和自我命运关怀，史可为鉴，读

史明智，历史的现实作用对社会的每个成员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参照价值，如何从过去的历史

中汲取营养是每个民族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中国的社会大众对

历史有着尤为深厚而久远的传统，而当今社会，人们对于历史则有更为迫切的文化需求。面对今

日中国前所未有的现实问题，面临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观众往往需要借助历史的“自然映射”

功能来解除困惑、寻找方向，同时随着社会进步、媒介发展和信息公开步伐加快，诸多历史话题

得以解禁，更多历史盲点逐步揭秘，越来越多的珍贵历史文献档案面向全社会公开，此外现代传

播科技特别是在数字技术、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的合力作用使得现代社会文化日益由以语言为

中心的理性主义形态转向以影像为中心的感性主义形态，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触发了以电视纪实

节目为主要载体的历史题材纪录片热潮的兴起。

观众关注历史题材纪录片，关键在于历史题材纪录片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归根结底，在于历

史本身所具有的现实价值。研究历史的目的是“解答自身时代的某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2]，

历史潜移默化之中始终影响着现实，如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所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

史”[3]，“人类所真正需要的是在想象中去重现过去，并从现在去重想过去，不是使自己脱离现

在，回到已死的过去”[4]。历史从来不是凝固的过去，历史是活着的现在，历史表述往往是现实

需要的体现。观众欣赏历史题材纪录片，其行为的意义恰在于通过影片实现过去与现在、自己与

他人的联系，从而使人们可以借助历史逻辑实现身份认同，进而定位自身的现存状况和未来发展

可能。历史题材纪录片的积极意义正在于能帮助人们学会阅读社会语境中历史和现实的关系，通

过历史的参照明确现实的定位，通过对历史的思考一定程度上消解现实的困惑。如中央电视台

2006年播出的历史题材纪录片《大国崛起》，通过对西方大国崛起过程的全面回顾和细致描述，

引发观众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核心问题的一系列思考——近代中国为何未能崛起？中国在

当今世界如何崛起？中国崛起当遵循既有模式还是另辟蹊径？该片所呈现的诸多史实因其引发的

思考而与现实紧密结合，从而使这些“已死的过去”重焕新生，作品的价值也因此而凸显。

以纪录片《大国崛起》为参照，反观当前我国诸多大投入、大制作的历史题材纪录片，虽

然其规模往往更为恢宏，在注重多种视听元素综合表现力的同时也都力求以平视、微观、个性化

的视角重构历史，但是在总体创作倾向上往往陷入忽略历史人文情怀的现实参照、放弃社会现实

价值的历史追寻的认识误区，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迷失了历史题材纪录片的真谛，如中中央电视台

2005年播出、在当前我国纪录片创作中具有某种范式意义的纪录片《故宫》，片子在追求形式美

感和视觉奇观的同时，更多留恋于历史遗迹的死胡同儿而与现实生活绝缘，其开创性价值因此只

是局限在纪录片制作技艺拓展的浅层次革新。

与这些大制作历史题材纪录片创作倾向形成鲜明对比的，恰是栏目化历史题材纪录片呈现出

来的越来越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浓郁的人文情怀，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其新闻性越来越鲜明，越来越

注重贴近新闻事件和时事热点，在为观众展示复杂历史背景的同时进行深入细致的解读。如广东

电视台新闻频道的历史类栏目《解密档案》，注重以历史的眼光聚焦国内重大新闻事件，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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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汶川地震发生三天后栏目即推出《广东地震录》节目，通过回溯1962年广东河源6. 1级地震

及1969年广东阳江6.4级地震的历史往事，解答当地观众迫切关心的诸如地震带上兴建阳江核电

站是否安全、本地有无发生地震的可能等热点问题，该片创出频道最高收视率记录；再如凤凰卫

视《凤凰大视野》栏目，其历史题材纪录片强调选题的新闻性和时事性，注意寻找历史选题与新

闻时事热点的关联，将历史纪录片同新闻时事、社会热点相结合使之成为重大新闻事件的历史背

景和新闻专题整体报道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与新闻节目产生互相拉动、相辅相成的效果，该栏

目同样紧密结合5•12汶川地震这一重大突发新闻事件连续推出《地震启示录》和《地震警示录》

两部纪录片，为重大新闻事件的整体报道提供详尽历史背景和具有针对性的权威解读，在大灾破

坏性的震撼之后带给观众具有历史维度的深入思考。

数字化浪潮及新媒体技术使电视释放出更大能量的同时也给带来电视节目形态上的诸多变

化，信息资讯饱和时代阅听人在纷至沓来的庞杂信息面前往往容易忽略真正重要的信息，信息过

剩导致人们信息接受能力下降，面对信息超载电视的社会定位正在由资讯提供者、传播者转变为

信息代理人、信息筛选机和信息解读者，因应电视媒体社会定位的改变，电视纪实类电视节目必

然要强调增强解读信息的力度，拓展思考问题的深度，历史题材纪录片因其新闻性而渐受观众青

睐，也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同样一部历史题材纪录片，如果不能与新闻热点结合编排往往淹灭无

闻，而与新闻热点有机结合则可能爆发巨大能量，产生深远社会影响。历史题材纪录片栏目利用

历史题材与新闻事件的关联度创造历史题材的表述空间，可以将历史打造成新闻的第二高地，在

编播时机选择上有意识紧随国内外时事焦点及社会文化热点，抓住观众最强关注的时间点，能够

满足观众对新闻信息的多样化需求，并强化历史题材纪录片的传播效果。

历史题材纪录片栏目中的历史人物和历史掌故，往往恰是人们应知、未知、欲知的历史史

实、历史知识和历史观念，在本质上即具有一定的新闻性，因为“只要能揭示出新的意义，历史

就是新的；只要能发现新的历史意义，历史就是新闻。新闻的本质并不在于时间上的近而在于意

义上的新，新闻不在于它何时发生而在于它何时为人所知。”[5]历史事实新发现、历史氛围新感

知和历史价值新解读，通过纪录片栏目具有时效性或时宜性的聚焦，可以唤起观众对仍然影响现

实的“过往的历事”的关注，引导观众经由过去与现在、他者与自我的合理联系确立适宜的社会

身份认同。通过对历史新闻性的挖掘，历史题材纪录片获得了最丰富的节目内容和最广泛的受众

基础，北京电视台《档案》制片人吕军就认为，历史题材纪录片栏目最不担心选题匮乏，《档

案》栏目甚至更青睐那些已经被其他栏目多次重复的选题，因为只要换一个角度去发现，历史题

材纪录片选题永远都是新的。

在我国电视竞争的格局当中,由于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资源的垄断性和地域覆盖的广泛性上具

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导致其他电视机构普遍认为新闻性电视节目增长空间有限，许多电视机构、

尤其是卫星电视频道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对除消息类新闻之外电视新闻领域的整体关注。静观历史

题材纪录片栏目因着重新闻性而崛起的热潮并做进一步思考会发现，我国各级电视机构或许正面

临新的增长空间：将以历史题材纪录片为代表的电视纪录片纳入电视新闻传播整体架构予以重点

关注，以寻求电视新闻节目类型的突破，适逢其时；将电视新闻置于当前以电视剧、综艺娱乐为

主体的电视节目竞争格局中进行重点布局，以实现电视媒体社会责任的重建，适逢其时。

注释：

该栏目前身是原东方电视台旨在记录历史、普及历史、保存历史文本影像资料的《星期五档案》栏目。

[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M]，郭小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36页。

[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M]，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页。

同上书，第221页。

雷戈.史学与新闻[J]，《文史哲》，2004年第6期。

[1]

[2]

[3]

[4]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