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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降，情感转向的潮流在西方

学界兴起，其触角从社会学、心理学、文化批评等

领域蔓延到文学、哲学、历史学等传统人文研究领

域。情感已经超越纯粹主观精神问题的范畴，逐渐

发展成为一种看待问题的视野与方法。作为情感传

播的重要范畴，共情的概念也受到传播学界的关

注。艺术审美在共情的催生与传播方面具备独特优

势。历史纪录片选择共情传播的策略，在情感共情

与认知共情两个维度进行探索，有效激发了受众的

情感共振，促进了纪录片叙事话语的变革，建构起

基于共享历史叙事的民族国家情感共同体。

一、共情传播与历史纪录片的叙事变革

（一）共情与共情传播

共情原本是哲学和美学研究中的一个概念，后

来逐渐被引入心理学研究。爱德华·泰坦纳将其定

义为“一个把客体人性化的过程，感觉我们自己进

入别的东西内部的过程”①。在“两成分理论”中，

共情被区分为认知共情与情感共情两类：认知共情

指的是“从认知上采纳了另一个人的观点、进入了

另一个人的角色”；情感共情指的是“以同一种情感

对另一个人做出反应”②。总体而言，共情概念描述

了主体之间情绪相互传染、观点相互契合的互动过

程。在意义交流的基础上，主体之间在认知与情感

等维度上达成一致，进而达成情感认同，产生社群

凝聚的效果，最终生成情感共同体。

共情传播由共情一词衍生而来。共情与传播具

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共情传播指的是共同或者相

似情绪、情感的形成过程和传递、扩散过程”③。共

情传播既可以发生在个体与个体之间，也可发生在

个体与群体之间，还可以发生在群体与群体之间。

共情传播的效果主要体现在人们在情感、态度层面

的趋同或相近。共情双方可以分别看作传播过程中

的传播者与受传者，通过情绪的传播与扩散，二者

产生了相似的情感反应，达成情感共鸣。共情的达

成以双方产生相同或相似情感为标志，而这也与传

播在情感与态度层面所追求的效果大致类似。

（二）讲好历史故事：历史纪录片的共情传播

纪录片叙事变革的态势明显：“纪录片的‘故

事化’和故事片的‘纪录化’其实是当今电影发展

进程中的两股潮流。让中国的纪录片善于‘讲故

事’，这不仅仅是一种拍摄手法，更是符合现代人

审美需求的一种表现形式。”④历史纪录片从宏大

叙事转向关注个人生命体验的平民叙事，从勾勒历

史事件的脉络转向刻画历史情境中的人物。在故事

讲述中，事件和情绪被放置于讲述者的个体经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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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背景之中，透过讲述者的个体视角加以观照，

从特定主体的方位上重构了事件的意义。历史纪录

片的叙述亦是如此，创作者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

结合个人的理解叙述历史故事。因此，历史纪录片

实质上是一种个体叙事，它是对历史事件的叙述性

重构。这种叙述方式使得受众更容易进入故事情境

当中，从而实现情感卷入。

历史纪录片的叙事变革，使其走上了共情传播

的路径。通过共情传播，历史纪录片为人们建构了

有情的历史，凸显出更加重要的现实价值：对内讲

好民族国家的历史故事，增强中国人的历史自信，建

构民族国家的情感共同体；对外则担负讲好中国故

事的重要使命，以塑造具有丰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中

国形象，建构人类共通的情感空间，有效提升中华

文化的向心力、感召力和影响力。

二、历史纪录片共情传播的叙事框架与受众互动

共情传播不仅局限于人际传播，在群体传播中

更能够产生情绪激荡的澎湃力量。群体共情所带来

的广泛而深刻的传播效果，能够扩大纪录片的影响

力，推动基于共享历史叙事的情感共同体建构。

（一）群体共情与民族国家叙事

众多个体的共情反应需要环境条件来支撑。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种环境条件就是情境。情境

是在一个给定的时空场域所展示出来的整体境况

和环境条件，包括感觉、行为和认知方面的各种信

息，能够决定或影响个体的情感、情绪及认识、判

断。无论是以何种题材作为纪录对象，历史纪录片

都体现出民族共通的价值追求与情感态度。这种

建立在民族共同认知基础上的议题选择，为共情的

激发提供了情境基础。历史纪录片的题材总是与族

群共享的历史相关，这使得观看纪录片行为本身就

成为一种仪式化的活动。历史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

忆，族群成员需要在仪式感的驱动下理解民族与国

家的过去，体会先辈的情感世界，塑造民族共有的

情感结构。

从更加宏观的文化层面来看，中国人普遍具有

的深沉的家国情怀，以及由此驱动的民族国家叙

事，为族群的共情反应创设了一种文化情境。家国

同构的观念深刻地塑造了历史纪录片创作者的情

感结构，他们倾向于选择民族国家的叙事框架，即

便讲述个人故事也要在家与国之间建立情感的纽

带，将个体悲欢与民族国家的命运交织在一起。换

言之，讲述个人的故事也是在讲述民族与国家的历

史，并由此建构了民族国家的情感共同体。

归结起来，在身份认同的层面，族群成员之间

的关系往往体现为卷入情感的符号互动，其主要载

体就是叙事。民族国家叙事要达到情感动员的效

果，需要将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与族群成员的个体

叙事结合起来，而家国同构观念为这种叙事创造了

条件。“经由对‘国家’这一宏大而抽象主体的形象

化、人格化与情节化处理，‘国家叙事’在意识形态

表达、历史本质揭示过程中就不会流于空洞和概念

化，才更容易被大众理解和接受。”⑤民族国家叙事

为族群的情感认同创设了有效情境，群体的共情反

应就依赖这种叙述实践。换言之，族群的情感共同

体实质上也是一种叙事共同体。历史纪录片要在民

族国家共同体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就需要借助这

种叙事驱动的共情反应。

（二）虚拟空间的集体在场

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为民族国家想

象共同体的建构创设了条件。不过，共情传播尤其

需要一种身体共在的场景。新媒体为广大受众提供

了一个虚拟在场的交流平台，创造了虚拟的身体共

在情境，从而将共情传播的场景从现实世界拓展到

网络世界。原本孤立的个体在互联网上进行文化消

费，成为通过虚拟社区聚集的趣缘群体，这就为共

情传播提供了一种理想的情境。比如，自由书写的

弹幕评论就让网民实现了在虚拟空间中的身体共

在。这是互联网时代观众在虚拟空间中“集中的邂

逅”，“弹幕互动正在建构一个‘造梗寻求认同’的

共同体”⑥。

约翰·费斯克在《电视文化》一书中提出了“三

级电视文本”的概念：“由观众产生的第三种文本，

如以信件、闲聊或交谈的方式所表达的为三级文

本。”由是观之，网络用户所发出的弹幕评论也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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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文本。这些文本是“观众根据自己的情感反应

所创造的，是一种集体的而不是个体的反应”⑦。观

众观看纪录片是强化或重构主观想象的过程。在

此过程中，许多人通过发送弹幕的方式表达自己的

观点。如纪录片《从秦始皇到汉武帝》透过秦始皇

的视角展开叙述，讲述他为争取民心所做的努力。

然而，从封禅、实行土地私有制，按亩纳税、再到

修筑长城，秦始皇的统治并未获得民众的支持，百

姓怨声载道。总体来看，纪录片所展现的秦始皇更

像一个无奈的、用错了方法的君主。这种叙事重构

了人们对秦始皇的想象。“嬴政真是明君”“罪在当

代，功在千秋”“始皇帝真不愧为千古一帝”等弹

幕，表达了观众情感态度的转变。这种在观众互动

过程中自主生产的三级文本构成生产性文本。大量

表达不同认知与情感态度的生产性文本，为观众创

造了虚拟在场感，进而生成强烈的共情体验。

三、历史纪录片的共情传播路径

共情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主客体在互动当中共

同建构同一个故事。在共情传播中，自下而上的情

绪分享过程与自上而下的认知调节过程相互作用。

历史纪录片的共情传播，同样可以从情感共情与认

知共情两个方面加以考察。这两种共情机制相互作

用，共同促进观众深层次的情感卷入，提升了历史

纪录片的感染力与传播效果。

（一）情感共情

共情发生的首要阶段是情绪感染，即个体在

面对他人的处境时，自发产生与他人类似的情绪体

验。这一过程是由个体感官系统感知的低级刺激，

这种共情是由表情、气味、声音等因素直接触发

的，因而属于浅层的情感反应。从这个意义上说，

情感共情是刺激驱动的自动化结果，是一个自下而

上的心理加工过程。历史纪录片创作需要利用这种

情感共情的心理机制，以促进情感认同的发生。

1.人物接近性加深情感卷入

历史纪录片中的人物形象是刺激情绪的主要

载体。当观众看见片中人物处于一定的动作状态

或是情绪状态中时，存储在镜像神经系统中的共

享表征被激活，从而产生自动模仿和情绪感染。纪

录片《河西走廊》的开篇是张骞出使西域前汉武

帝为他授予符节的场景，镜头扫过甘泉宫中伫立

的群臣，众人表情皆充满了庄重与肃穆。张骞双手

接过符节后，郑重地朝汉武帝拜别，紧锁的眉头与

毅然的转身表征了此行所背负的重大使命。观众

在这些具象化身体姿态和动作的直观体验当中，

激发出情绪共情的心理反应。在此基础上，原本

指向自我的共情成分会进一步分化出更高级的共

情，即共情关注。

历史纪录片中的人物是观众产生情感代入的

显性因素，历史纪录片要与观众建立情感联结，除

了关注英雄人物，更需要展现普通个体的悲欢。由

宏大叙事转向微观叙事，这是叙事传播中激发受众

共情体验的有效路径。主流文化文本尤其要“向更

接地气、更具烟火味的个体化叙事转向”，“转化叙

事方式以提升讲述的吸引力，从而强化用户在认知

与理解过程中的代入感”⑧。纪录片《河西走廊》就

在讲述张骞出使西域的故事中，浓墨重彩地刻画了

历史人物凡俗的一面。根据史料记载，张骞有一位

匈奴妻子，但是没有任何典籍记载过他们的情感故

事。在忠于史实的基础上，《河西走廊》加入了张骞

的匈奴妻子这一角色以及他们一起相处的大量细

节。通过妻子为张骞缝补衣物、张骞教妻子书写汉

代文字等情节，使观众了解到张骞不仅仅是一个历

史人物，一个出使西域的文化交流使者，更是一个

普通的丈夫。这种与常人的相近之处，给观众的共

情理解创设了良好的认知情境，让观众在不知不觉

中产生角色代入与情感卷入。观众对历史人物本身

的情感代入，使其更容易代入纪录片所创造的历史

情境中，更能唤醒观众与片中人物的共享表征，激

发情感上的共鸣。

相较而言，平凡人物更容易让观众产生情感代

入，历史纪录片选取普通人物的故事作为叙述内

容，既与后现代史学推崇“私化”的历史叙事有异

曲同工之妙，同时又展现出一种张扬历史叙事主体

性的风格⑨。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透过平民

视角聚焦被忽视的匠人群体，围绕文物修复这一主

纪录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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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录了文物修复师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状态。纪

录片中文物修复师骑自行车上下班、围在一起打李

子的镜头都展现了他们生活化的一面，拉近了与观

众的情感距离。这种个体化的故宫叙事，同样融入

故宫的历史脉络当中，展现了故宫更加丰满和独特

的面貌。

2.音乐曲调触发情感反应

声音在纪录片叙事中扮演重要角色。作为一种

相对独立的、自由的、富有创造性的声音元素，背景

音乐被广泛地运用于各种纪录片中。音乐虽然具有

社会和文化属性，但在意义表达上并非像语言文字

那样清晰精确，其优势在于通过旋律、节奏与调式

等的变化直接调动与唤起听者的情绪反应。激昂与

悲壮、舒缓与感伤、轻快与欢欣、低沉与忧郁……多

元的音乐曲风触发听者丰富的情感体验，听觉上的

冲击直抵受众的心灵世界。历史纪录片的配乐如果

运用得当，能够跨越年龄、性别乃至阶层的差别，

达到文字、画面等无法比拟的效果。纪录片《河西

走廊》在壮阔的自然风景中展开历史叙事，与之配

合的背景音乐营造了浓郁厚重的历史感。由雅尼创

作的主题曲《河西走廊之梦》使用古老的双簧风鸣

乐器杜杜克演绎乐曲主旋律，辅以长号、竖琴、提

琴等悠扬的和声，苍凉悠远的音乐风格奠定了纪录

片的总基调，自然唤起观众对河西走廊的追慕与向

往之情，帮助观众更快地进入故事情境当中，进而

产生沉浸式的情感体验。

（二）认知共情

与情感共情相比，认知共情处于社会与文化的

维度上，属于更高层次的情感活动，它要调用认知

资源推断加工才能产生。认知共情采用自上而下的

加工方式，个体将自我客体化，“以‘第三者’的视

角来表征、监控和调节自我和他人的关系”⑩。总

体而言，共情是一个情绪与认知因素相互交织的复

杂进程。为了达到理想的共情传播效果，需要综合

考量诸种因素，激发主体的意义解码与认知活动。

在历史纪录片的表意实践中，一方面可以借助解说

词，利用文字与画面的双重编码，实现认知与情感

的复合共情；另一方面则可以在历史叙事中运用符

号修辞思维，突出影像叙事的提喻属性，将更丰富

的意蕴暗示性地传达出来，以此调动观众意义解

码的主动性，达到以简驭繁的美学效果。

1.双重编码：解说与画面的复合共情

历史纪录片创作往往采取格里尔逊模式，注

重解说词的运用，通过画面与解说的双重编码展

开历史叙事。解说词通常以画外音的形式出现，对

人物或事件进行解说，补充介绍背景，提示画面

细节等，主要诉诸观众的理性认知，其优势在于可

以进行精确的意义表达。如果置于符号学的视域

下，那么历史纪录片的解说词堪称“定调媒介”，

它是整个纪录片意义表达的主导文本。与此同时，

画面则呈现了具体可感的人物形象，使观众能够

获取感性的印象，产生移情式反应。按照共情传

播的两种路径来看，文字与画面可以大致地对应

于认知共情与情感共情。换言之，文字与画面的双

重编码，能够产生复合的共情效果。在纪录片《河

西走廊》第一集《使者》中，张骞双手接过符节，

拜别君主后毅然转身的画面，配合着气势恢弘的

背景音乐，解说词如此表述：“张骞一定知道，西

去的路上必定充满艰辛和不测，但他无法知道的

是，当他转身的那一刻，他的这次出行就将注定被

载入史册。而河西走廊，也将从此进入中国人的视

野。”解说词客观陈述历史事实，让观众理解张骞

出使西域的历史意义，从而塑造了观众的认知。而

具体可感的人物情态与充满表现力的音乐，又自

然触发了观众的情感共情。通过文字与画面的双

重编码，作为多媒介文本的历史纪录片展现了其

在共情传播方面的独特优势。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一些追求诗意品格的解

说词来说，其本身也承担渲染情感的重要功能，内

在地具备调和理性认知与感性审美的特质。且看

《河西走廊》中的一段解说词：“汉武帝刘彻率领

上万骑兵部队出巡雍州，最后抵达甘肃靖远的黄河

岸边……尽管他一生都没有踏上河西走廊，但他知

道，为了打通并经略这条走廊，有无数汉家将士为

之浴血奋战，忠骨销魂，长眠戈壁大漠。”这段恢弘

大气的解说词，不仅交代了历史事件的基本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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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显了纪录片的纪实属性，又体现出强烈的感情色

彩，表达了创作者鲜明的价值立场，能够激发观众

的情感共鸣。纪录片《中国（第二季）》在总结李白

与杜甫时如此解说：“李白如从天上而来，飞流直

下；杜甫如在大地上生长，厚重深沉。无论少了哪

一个，大唐的天空都将黯然失色。”诗意澎湃的解

说，既具有知性的意义表达，又富有浓郁的感性色

彩，融说理与抒情于一炉，让观众同时得到思想教

益与情绪感染。

2.提喻修辞：场景与细节的意义解码

从修辞的视角来看，图像符号都可以归类为提

喻：“几乎所有的图像都是提喻，因为任何图像都只

能给出对象图景的一部分。戏剧或电影用街头一角

表示整个城市，却经常被视为现实主义的表现手

法。” 11符号的提喻修辞，显然是作者刻意创设的

结果，属于一种观点表达手法，其主要目的在于塑

造观众的认知。因此，影视文本的提喻修辞是实现

认知共情的重要途径。在纪录片创作中，要充分利

用图像符号的这一属性。具体而言，纪录片中的叙

述场景以及细节特写是典型的提喻符号，需要观众

调用自身的社会经验和文化积累，深入解读这些提

喻符号蕴含的文化意义。

总体而言，以局部表征整体的手法，符合提喻

修辞的基本逻辑。这也涉及历史纪录片如何处理宏

大叙事的问题，即通过艺术转化，更多地转向个体

叙事，使之从历史教科书转变为艺术性文本。在历

史纪录片中，卷入人物的情节叙述能够使观众产生

移情的心理反应，由此触发情感共情。而空间场景

的意义解码则容易导向认知共情。在纪录片中，空

间场景虽然是具体的、局部的，但其指向的是整体

的历史语义场，由此便超越了物质性环境的维度，

而作为历史与文化语境而存在，其意义的编码与解

码体现在历史传统与文化认知层面。钦慕中国传统

文化的纪录片创作者会选取故宫、敦煌等历史古迹

作为叙事场景，其用意在于展现中华传统文化，故

宫、敦煌等往往被当作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或者展

示场景。新世纪以来，《故宫》《探秘紫禁城》以及

《我在故宫修文物》等故宫题材的历史纪录片受到

关注。这类题材纪录片的观众，具备丰富的中华传

统文化储备，他们通过调用自身知识积累对纪录片

的意义进行文化解码。在此过程中，观众与纪录片

创作者达成视界融合，在文化认同的层面实现认知

共情。

基于共享的历史与文化，特定时代语境下的历

史纪录片创作者与接受者在思想观点、情感态度方

面整体上是趋同的。创作者通过提喻式的空间场

景选取与建构，召唤目标受众进入整体性的历史文

化空间当中，通过意义编码与解码实现认知共情。

例如刘郎创作的《苏州水》《苏园六纪》《西湖》等

纪录片展现了诗意的江南。在这类纪录片中，空间

场景成为历史文化书写的有效载体。且看《苏园六

纪》的一段解说词：“枫桥，本不过是苏州城一座普

通的桥梁，因张继的一首仅28字的诗篇，使一首不

朽的姑苏咏唱跨越了无尽的时空，枫桥也成为一

个天下闻名的去处。横塘，一个普通的苏州小镇，

却成了许多读者为之神往的地方。800多年以前，宋

代词人贺铸的一首《青玉案》，使横塘驿成了中国文

学史上富有宋词色彩的景点。”枫桥和横塘作为传

统诗性文化的典型意象，成为苏州乃至江南的文化

地标。苏州园林，牵连的是唐诗宋词与历史文化，

局部的空间场景指向中国人所处的历史文化传统。

《苏园六纪》饱含深情地解说了中国传统文化，对

于这类空间场景的意义解码，需要调动与激活观众

的整体文化储备。在历史纪录片创作中，刘郎追求

学术的艺术化或艺术的学术化的定位，其作品具有

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这类纪录片的接受，既需要

学术与文化的认知，也有情感与审美的体验，其诉

诸认知共情的倾向显而易见。

影视艺术擅长细节刻画，细微地表现对象的

内心世界与作品主题。作为纪录片刻画细节的主要

镜头语言，近景和特写的运用在建构共情张力中具

有独特价值。作为提喻式的影像修辞，近景与特写

是创作者对符号意义的着重强调，凸显了创作者的

思想观点与情感态度，因此观众要对细节蕴含的意

义进行准确索解。对于一些意味深长的细节的深

入解读，尤其需要诉诸观众的认知与领悟能力。纪

纪录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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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特写镜头非常丰富，这

是因为文物修复工作是个精细活儿，主要集中在文

物的局部与细微之处，注重力度与分寸的把握，向

观众展示文物修复过程时尤其需要特写镜头的加

持。如木器组谢扬帆在修复木雕佛造像时，一点一

点地给佛像断裂手指上色；漆器组修复师闵俊嵘用

生漆制作透明漆，用工具一遍遍刷搅；镶嵌组罗涵

修复番人进宝图柜子，用棉签剔除嵌槽边边角角残

余胶粘剂等。记录这些细节的特写镜头，让观众切

身了解文物修复过程以及文物修复师严谨认真的工

作态度。

这种在认知基础上形成的情感共振往往更加

持久。细节的刻画在大部分纪录片的总体占比并不

算多，但往往极具表现力。有些细节的呈现虽然是

碎片化的，但是观众主动使用自身的认知储备和情

感路径去想象与填补留白，一旦解读出细节背后的

隐含意蕴，便能形成强烈的情感冲击力。

四、结语

在情感转向的时代语境下，共情传播成为热门

议题，也为历史纪录片的创作提供了新的路径。历

史纪录片的共情传播，在历史叙事中为人们建构了

共享的意义空间，增进了彼此的情感认同，发挥了

社群凝聚的重要作用，对于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

建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共情传播突出情感的重

要价值，又超越情感与理性二元对立的框架，展现

了具有包容性的品格。在历史叙事的共情传播中，

也应当超越狭隘的族群视野和情感偏见，致力于

建构持有正义、开放和进步价值观的情感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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