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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纪录片解说词的修辞审美

—
以 《美丽中国 》解说词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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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视纪录片解说词是纪录片主要的构成要素之一
,

以其有声语言的特殊优势不仅仅起着传达信息的作用
,

而且

作为一个修辞文本
,

也呈现 出了别样的修辞审美特色
,

主要表现在纪实美
、

意象美
、

意境美
、

思辨美
、

逻辑美五个方面
。

【关键词 」电视纪录片 解说词 修辞 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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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纪录片解说词是纪录片主要构成因素之 求华丽的辞藻
,

同时
,

平实的背后还包含着丰富的

一
,

是影片制作中一种重要的创作手段和表现因 思想
,

浓厚的情味
,

能给人以美感
,

有如淡妆素裹的

素
,

有其独特的信息传播优势
, “

如果说电视画面是 少女
,

不饰浓妆艳抹
,

自然充满动人风姿
,

朴素与优

节目的灵魂
,

那么解说词可称为节目这个躯体里流 美同在
,

解说词就在修辞上体现出了纪实美
。

动的血液
,

是它赋予节 目以生命的活力
。

这活力的 学校的操场看起来光线很暗
,

原来这不是

强弱决定于解说的力量
。 ” 「
可见

,

解说词在电视节 一个普通的操场
,

更不是一所普通的学校
,

这是一

目中的重要性
,

并且解说词与画面是辩证的统一
,

所建在山洞里的学校
,

天然的拱形洞育代替了房

二者相辅相成
,

在传播信息和表达效果时缺一不 顶
,

雨雪风霜被留在洞穴外的山谷中

可
。

电视纪录片是通过电视这种媒介与观众进行 这一季节
,

千里之外的拉萨却是繁华热闹
,

交际来达到信息传播效果的一种形式
,

它既是一种 每天
,

拉萨的寺庙前
,

都会聚集很多信众
,

这是这座

交际活动
,

也是一种交际现象
, “

交际活动是一种修 城市重要的组成部分
。

辞行为
,

交际现象就是一种修辞现象
” , 「〕
可见电视 例 是一段很朴实的对以山洞作为学校的概

纪录片的制作播出等既是一种修辞行为
,

也是一种 况描述
,

解说词具有很强的纪实性
,

它没有多少华

修辞现象
,

这种修辞活动是纪录片的表达者和接受 丽的辞藻修饰
,

而是用事实说话
,

使观众既能了解

者共同建构的审美现实的言语活动
,

解说词作为纪 山洞作为学校的情况
,

又能从中体会到山洞给人们

录片重要构成因素之一
,

它也是人们进行审美的对 带来的方便
,

那里的人们和山洞的密切关系等内在

象
,

因为在修辞审美方面也有其独特魅力
。

下面试 意蕴
,

体现出了纪实美
。

例 是一段真实环境的

就大型纪录片 《美丽中国 》的解说词为例对电视纪 记录
,

通过这简短的解说
,

不仅使观众了解到了拉

录片解说词的修辞审美进行简要分析
。

萨很繁华热闹
,

而且寺庙和寺庙前的信众是其重要

一
、

纪实美 的组成部分
,

还能使观众体会到佛教对西藏人民的

电视纪录片的核心是记录真实
,

那么与其相应 影响和重要性
。

的解说词的核心也是记录真实
,

纪录片的解说词是 二
、

意象美

记录性与文学性并存 的
,

不管是记录性还是文学 电视纪录片中
,

画面是主角
,

它是一种非语言

性
,

解说的 目的都是为了配合画 面有效地传达信 的形象符号
,

观众在观看节 目时
,

通过画面能了解

息
,

纪录片画面必须是真实人物
、

真实事件
、

真实环 到事物的形态
、

状态
、

位置
、

环境等
,

对这些具体的

境的拍摄
,

解说词的记录性与文学性都是围绕画面 事物
,

纪录片的创作者会根据画面的剪辑制作
,

通

展开的
,

不管是什么样的性质
,

它总归是要尊重事 过画面语言在一定程度上表现
,

可是这种表现毕竟

实
,

无论是体现客观性
、

传达情感还是展现文学性
,

是很有限的
,

有些更抽象的东西就必须借助于解说

都要以事实为基础
,

解说词记录事实
,

不是粗糙
、

平 词的解说
,

解说词能直接揭示出画面里更抽象的内

庸
、

枯燥
、

单调地把画面简单地描述或是串联画面
,

涵
,

这时解说词就可以通过修辞来建构出一个生动

而是经过提炼加工的产物
,

纪实性的语言平淡
、

真 的意象
,

使画面的具象和意象相融合
,

使具象美过

实
、

朴素
、

自然
,

通俗易懂
,

不做作
,

不卖弄
,

也不追 渡到了意象美
,

从而解说词也就体现出了它的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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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

大河是傣族人的灵魂
,

它来 自遥远的青藏

高原
,

穿越大峡谷
,

横贯云南的中部
,

相传傣族人的

祖先
,

曾居住在遥远而寒冷的北方
,

是这条河引导

他们
,

找到了最后的家园
。

传统的农具
,

原始的耕种方式
,

更像是农民

与祖先之间的一次通灵
。

例 中大河是画面中的具象
,

通过解说词
,

这

条河就是是傣族人的灵魂
,

有了这条河
,

才有了傣

族人最后的家园
,

大河便演化成了一个神秘的
,

具

有引导功能的
“

意象
” 。

例
“

农具
”

和
“

耕种方式
”

通过画面就可了解
,

但是解说词把这种具象化为了
“

农民与祖先之间的一次通灵
”

不仅使观众震撼
,

也

引发观众深思
,

极具有感染力
、

冲击力和震撼力的

审美意象
,

达到了很好的修辞审美效果
。

三
、

意境美

意境在纪录片中也是观众审美的重要内容
,

它

不仅表现在画面上的意境美
,

同样也表现在解说词

修辞上 的意境美
,

纪录片中的意境是在创作者对现

实生活中客观事物的感受
、

认识中产生 的
,

并能由

这些感受
、

认识对客观事物作出评价
,

但是它还是

来源于现实中存在的客观事物
,

意境的表现是主观

性与客观性的融合
。

解说词在观众理解画面时起

着重要作用
,

它补充丰富或渲染发挥
,

阐释画面不

能展示的内在涵义
,

揭示画面的思想
,

与画面共同

表达主题
,

同时
,

美好的意蕴能使观众通过画面再

配合解说词领会创作者的意图
,

发挥再创造性想象

力
,

营造出升华画面的意境
,

正如有人说
“

看得见

的是形象
,

听得见的是声音
,

看不见的是氛围
,

听不

见的是意境
,

这种内蕴和意境的揭示和营造
,

就是

中国古典文论中所描述的
`

意外之象
' 、 `

韵外之致
, 、 `

言外之意
'

和
`

味外之旨
' ,

观众对其经过创造性

的审美意会
, `

呈于象
,

感于目
,

会于心
' ,

便获得了意

蕴审美感知
” , 「习画面给人的是直观的感受

,

那么更

多的隐藏的意境则还是通过解说词的修辞建构获

得的
。

长白山
,

位于中国与朝鲜的边界
,

它 以世界

上最高的火山湖而闻名
,

这就是长白上天池
,

虽然

已是 月中旬
,

这里却依然白雪皑皑
,

不过季节更替

的迹象
,

正悄悄地来临
,

南风吹来
,

短短十数天后
,

长白山就换上了新装
,

山麓间涂涂的流水
,

带着出

生的灵气与活力
,

月的山峦
,

处处妮紫嫣红
,

怒放

的百花
,

引得昆虫穿梭飞舞
。

现在
,

这些山脉
,

依然郁郁葱葱
,

彩云的南

方
,

珍藏着失落的记忆与人类对天堂的想象
。

例 为观众描述了长白山由白雪皑皑变成春

天新装的不同场景
, “

山麓间涂涂的流水
,

带着出生

的灵气与活力
,

月的山峦
,

处处妮紫嫣红
,

怒放的

百花
,

引得昆虫穿梭飞舞
” ,

解说词的介人
,

使观众

在看到流水与百花的同时
,

感受到了春天万物苏

醒
,

到处生机勃勃的令人向往的美景
,

并且春天还

是个出生的季节
,

让人充满了无限的遐想与希望
。

例 的解说词给
“

彩云的南方
”

披上了一件美丽的

外衣
,

它
“

珍藏着失落的记忆与人类对天堂的想

象
” ,

不仅使观众了解 了彩云 的南方的美景
,

也对
“

失落的记忆
”

与
“

天堂
”

产生 了无限的美好想象
。

这两例都给观众带来了不同的意境美
,

增添了解说

词的传达效果
。

四
、

思辨美

电视纪录片是大众传媒内容的一种
,

大众传媒

渗透于人类生活 的各个方面
,

就必然要对人类的理

性思维成果加以传播和张扬
,

电视纪录片最大的戒

单是画面的蒙太奇式的动态传递
,

它所表现的内容

是具体的
,

可视的
,

但在表达抽象的概念空灵的理

论和深邃的这里方面
,

却常常显得无能为力
,

要想

画面能传达出更多的信息
,

表现出更多的内涵
,

这

时就需要解说词的 出场
,

相对于画面而言
,

解说词

更富有概括力与指向性
,

创作者的认知理念
、

审美

取向往往会在解说词中体现
,

这是 由于画面受众的

复杂性
,

每个人对画面的认识都会不一样
,

创作者

通过解说词传达出自己的审美取向
,

从而达到统一

性
,

起到引导的作用
,

能更好的提高表达效果
,

这样

一来
,

解说词就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思辨美
。

在藏区
,

人与动物总是构成耐人寻味的温

暖场景
,

善待野生动物
,

已经不只是一种宗教层面

上的规诫
,

而已成为约定俗称的生活态度
。

舞蹈般的动作
,

包含着中国古老而深刻的

哲学思想和图腾精神
,

在中国古老的图腾崇拜中
,

龙最突出
,

它的灵魂根植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

在

中国人的理想中
,

他具有超 自然的力量
,

在中国
,

龙

受到人们的尊敬
,

是仁慈与恩泽的化身
,

中国人的

子孙
,

都被称为龙的传人
,

人们在龙的精神世界中

和谐生活
。

天人合一
,

远古
,

深邃的中国哲学
,

已为人

类描绘出一个理想的生存空间
,

这是富于生命能量

的理想
,

对它的尊崇与践行
,

将直接关系到我们的

未来
。

《美丽中国 》所要体现的主题思想就是在中国



第 期 柯娟娟
,

李 睛 电视纪录片解说词的修辞审美

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

人与自然
、

动物和谐相处
,

共同

创造中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
“

天人合一
”

的古

代哲学思想
,

共同带来了美丽中国
。

上述几例在描

述一个具体事物的同时
,

都展现出了耐人寻味的道

理
,

例 通过对藏区人喂养野生动物的温暖场景

的描写
,

描绘出了藏族人善待动物的生活态度
,

这

种态度并不
“

只是一种宗教层面上 的规诫
,

而已成

为约定俗称的生活态度
” ,

解说词把画面内容提升

到了一个更高的审美层面
,

引导观众体悟宗教的魅

力
,

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魅力
。

例 通过对寺庙

里中国人所练武术的生动描绘
,

揭示其舞蹈般的动

作与生活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的动物密不可

分
,

在这些武术动作上也包含着中国人的哲学思想

和图腾精神
,

并引出中国人在龙的图腾精神中和谐

生活
,

让人体会出古代精神文明的伟大力量及其对

现代人生活的影响
,

使画面内容所不能展现的内涵

得到了有力概括
,

并引人深思
。

例 是对一集纪

录片的最后总结
,

直接揭示出
“

天人合一
”

的远古哲

学
,

这种哲学使得我们人类能够与 自然和谐相处
,

对它的尊崇与践行
,

更是关系着未来美丽中国的发

展
,

具有思辨性的解说不仅强化了感受
、

挖掘了内

涵
、

揭示了主题
,

将形象的画面感受与深刻的哲学

体悟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
,

也使观众了解了历史的

变迁
、

人情世态的真谛
、

体悟了自然山水的玄理与

禅意
,

同时也使观众的心理产生了共鸣
,

发人深省
,

解说词这时体现出了别样的思辨美
。

五
、

逻辑美

在电视纪录片中
,

由于时间与空间 的限制
,

电

视画面不可能完整再现事件或场景的全过程
,

只能

摘取其中的若干片段进行蒙太奇组接
,

而要把彼此

害断的画面顺利编辑起来
,

就需要找到一种能穿针

引线的因素
,

使画面组接形成有序的逻辑联系
,

由

于解说语言在电视各种构成要素中
,

具有转换 自

如
,

易于粘连
,

并高度概括的特点
,

这种逻辑串联任

务往往就需解说词来承担了
。

画面虽然表面看来

是不连贯的
,

但是它也有内在的逻辑性
,

解说词要

串联画面
,

就要表现这种逻辑关系
,

从而解说词也

就体现出了逻辑性
,

解说词随着画面运行铺陈
,

画

面起承转合的结构当然也就赋予了解说词文本建

构的逻辑美
,

虽然解说词有时从表面看来段与段之

间相对独立
,

似无联系
,

但是整个解说词是为主题

服务的
,

在整体上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
,

所以必然

也会具有逻辑性
,

否则就是一盘散沙
,

毫无修辞效

果可言
。

… …中国南方的漓江
,

这样的场景已延续

了上千年 … …这是温润 的南方
,

连绵的山脉与水系

谱写出庞大的自然乐章 … …在长江冲积平原上
,

黑

尾膛融正在泥里搜寻着食物 … …元阳的梯田也许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人造梯田 … …现在正是交配的

季节
,

水田中蛙声一片 … …但是
,

太过招摇的举动

后面
,

时时潜藏着它们不知晓的杀机
,

池鹭是一种

毫不留情的掠食者 … …每只池鹭一次只能吞下一

只青蛙 … …元阳梯田这样的景观
,

在中国南部随处

可见
,

这种地貌的形成和水稻耕种紧密相关… …苗

族人相信
,

燕子的到来
,

预示着播种季节的来临

… …在刚插完秧苗的 田里
,

白鹭正在寻找着食物

… …在中国的西南部地区
,

锥形的山体构成群峰的

家族
,

各个区域都被干涸 的山谷分隔开来
,

这就是

典型的喀斯特地貌 … …石灰岩地貌
,

延续到与贵州

相邻的云南
,

这就是著名的石林
,

无数的侵蚀
,

形成

了这个深谷与尖峰的迷宫 … … 中国西南的喀斯特

地貌中
,

人们赖以生存的水流
,

源自黑暗的洞穴
,

以

此共生的还有另一些生灵
,

在贵州麻阳石灰岩山区

谷地中
,

生活着世界上最珍惜的灵长类动物黑叶猴

通过例
,

我们就可清楚的看到一条解说脉

络
,

很富有逻辑美
,

中国南方的漓江到同在南方的

长江冲积平原
,

长江冲击平原上 的黑尾膛融
,

黑尾

膛融在泥里搜寻食物
,

同是有很多泥的元阳梯田
,

梯田里青蛙的叫声
,

青蛙引来了池鹭
,

梯田的景观

与水稻耕种密切相关
,

水稻种植的 日期又是可通过

燕子来预示
,

刚插完秧的 田里
,

白鹭在寻找食物
,

在

中国西南部
,

有些喀斯特地貌会增加水稻耕种的难

度
,

石灰岩地貌延续到与贵州相邻的云南
,

喀斯特

地貌中
,

人们赖以生存的水源来 自黑暗的洞穴
,

同

时在这里生存的还有另外一种生物
,

就是黑叶猴
。

通过简单的分析
,

可发现
,

解说词把画面之间的关

系揭示的了出来
,

它不是胡乱地
,

很零散地解释画

面
,

而是很有逻辑性地串起了画面
,

使画面和解说

融为一体
,

同时使画面和解说词从头到尾是一个整

体
,

能够很好地表现同一个主题
,

这就体现出了解

说词修辞建构的逻辑美
。

通过上文的分析
,

我们可 以发现
,

电视纪录片

的解说词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修辞文本
,

不仅仅是

对语言的简单运用
,

它 的交际效果也不仅仅只是传

达信息
,

它在画面
、

观众
、

创作者等多重因素的制约

下
,

给观众带来很多美的享受
,

纪实美
、

意象美
、

意

境美
、

思辨美
、

逻辑美是其主要美的表现
,

不仅传达

了基本信息
,

还在一定程度上给观众带来了思想的

洗礼与美的感受
,

从而提升了解说词的修辞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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