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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在口述历史影像化呈现中的应用

刘嫱，刘书亮
中国传媒大学，北京 100024

摘要：带有口述历史要素的纪录片，其故事化、视听化的表达特点增强了口述历史的接受体验，而动画在口述历史的影像化过

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实拍影像素材缺席的状态下，动画影像可以起到关键作用。此外，动画还能起到风格化呈现的作用，

大大增强纪录片的表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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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mation for“Filming”Oral History
LIU Qiang, LIU Shuliang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elements of oral history and the story-oriented narration, documentary films can give the audiences outstanding

watching experience. Animation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filming”oral history. Animation can be crucial especially when live-

action footages are absent. In addition, animation can also enhance the effects by stylish re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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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是人们通过口头叙述的方式来记录其生

活经验或历史故事的行为。从广义层面上看，口述历

史是一种记录历史的方法，通过口述访谈的方式，或以

文字笔录，或以录音、动态影像等途径进行采集，对特

定问题获取第一手口述资料。口述历史的总体目的

是依据被访者的生活经历来重建并修补过去的历史

事件与历史记忆，它既能弥补传统史料的不足，又能

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传统史学对文字的偏见[1]，从而让

历史叙述变得更加全面、真实。本文将论述动画影像

媒介在参与口述历史的内容叙事过程中所起到的重

要作用。

一、影像媒介：带观众“重回”历史现场

纪录片体裁当中常常借助采访口述的形式叙述和

表达历史。一般的口述历史访谈，叙事方式相对单一，

它只从单一的叙述者到一个或几个倾听者，这种“面对

面”的交流正是口头叙事的基本特征之一。相比之下，

视听叙事就完全不同了。带有口述段落的纪录片，能

使口述者的情感传达得更生动、更真实，拉近了口述者

与观众的距离，也拉近了观众与历史的距离。可以说

动态影像媒介使口述内容更加丰满，对口述历史成果

的呈现与广泛传播有着重要意义。

对于口述历史和口述历史纪录片而言，“现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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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与口述历史相比，口述历史纪

录片对现场的把控更具叙述的层次。这是因为大部分

的视听语言都需要一个与其相适应的叙事空间，以此

衔接视听语言的时空转变。然而，口头叙述和文字叙

述的表现材料都极为单一，不能达到一边描述，一边向

观众展示环境的效果。因此口头叙述总会或多或少地

省略口述者认为可有可无的环境信息。然而纪录片却

能实现视觉与听觉的共时性展现，在时间与空间的变

换中不断游走，并完成叙事的目标。这种声音与画面

相结合的表现形式，为观众们呈现的是更加生动、直观

的历史。陈述的语气、目光、神态等因素的转变使得观

众更易获知事件的全貌，从而引起共鸣。

二、动画媒介：实拍影像资料缺席的解决方案

在制作口述历史纪录片时，为了达到生动形象地

重现历史的目标，编导们往往会选择制作重现画面与

口述词等来相互配合。然而画面的获取常常是较为困

难的。在影像资料缺失的情况下，为了避免空镜头解

说的枯燥氛围，口述历史纪录片越来越频繁地采用动

画的手段进行补缺。人们对动画的判断不需要借助任

何特殊的标注，就能很好地分辨纪录与重现，这是动画

得天独厚的优势。

（一）对历史事件现场的补足

纪录片创作者在用主观意识去处理客观素材时，

应保持作品的客观状态，不违反真实原则和非虚构原

则[2]。遗憾的是，目前许多历史事件的现场都已不复

存在，甚至连遗迹都没有留下。而对宏大的历史场景

而言，如果选择重新搭建再实拍演绎的方式，会耗费许

多人力、物力、财力，动画则可以大幅降低制作成本。

动画作为一种影像补缺的形式，能够再现历史记忆，更

容易让观众认同口述者（以及纪录片的整体叙事者）所

构造的历史空间，从而唤起其历史感。动画有着将观

众假想性地带回历史现场的表达效果，对纪录片有着

不容小觑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纪录片《我们为何而战·纳

粹的进攻》（Nazis Strike，1942年）中，美国人用动画技

术辅助视觉画面，虽然只是简单地用图形标志来演示

兵力对比与布局，但是效果甚佳。随着科学技术的不

断发展，动画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在纪录片中。

在大型历史题材纪录片《大国崛起》（2006年）中，

数字动画技术被广泛运用，重现了许多遥远的历史环

境，达到了出神入化的效果。如在表现早期的地球版

图时，使用数字动画技术再现地球的混沌景象等。

纪录片《故宫》同样大量地使用了二维、三维动画

和动画与实景合成技术。如对故宫的修建、重建过程，

康乾盛世时的故宫原貌，规模庞大的石料搬运队伍及

神木出山，皇家典礼仪式等浩大场景[3]。

（二）影像资料的主观化缺失

纪录性动画长片《与巴什尔跳华尔兹》（Waltz with

Bashir，2008年）讲述了发生在 20世纪 80年代中期黎

巴嫩难民营的大屠杀。在该部影片中，亲历战争的口

述者没有直面镜头，而是化身为动画形象来讲述那段

不堪的历史。极具风格的人物轮廓，细腻、逼真的动作

和语言，都表达了叙述者复杂的内心与情感。这部动

画纪录片的原始受访素材来自七位历史事件亲历者。

由于导演自身的侵略者身份，以及影片所涉及的悲剧

体验与叙述者自身密切相关，除了末尾的大屠杀实拍

影像，动画从始至终贯穿全片，能一定程度上保护口述

者的隐私。

（三）生活图景与私密空间的展现

纪录片经常要谈论某个核心人物的生平、生活

等。然而这些内容想找到匹配的视频资料往往非常困

难，大量的静态照片又会显得过于单调，因此动画常出

现在展现人物生活图景的段落中。口述历史纪录片

《我的抗战》（2010年）中的动画片段的运用可以说是

效果显著，这部口述历史纪录片不仅需要大量的战争

场面，更需要一些私人空间的影像材料，动画无疑是最

合适的呈现方式。利用动画，纪录片创作者甚至能在

风格上有一些艺术创作方面的突破。口述者叙述的丰

富的历史细节与个人经历往往比虚构的电影更具有戏

剧性，可是制作者却苦于没有合适的画面与口述内容

相对应。《我的抗战》中的动画片段充实了口述史料的

框架，填补了记忆历史的空白，为口述者的讲述提供了

生动形象的画面。

传记纪录片《寻找小糖人》（Sugar Man，2012年）是

对传奇歌手罗德里格斯生平的探寻和追溯。伴随着一

些受访对象的采访内容，作品中穿插进了一些动画段

落，如罗德里格斯在街道上行走的画面。这令纪录片

的画面素材更加丰富。这些实际上根本未被记录下来

的生活图景式的影像内容，让人们仿佛亲眼目睹了罗

德里格斯的许多日常生活片段，也与他的歌相得益彰。

三、动画在口述历史纪录片中的风格优势

动画除了如前所述，在视频素材的支撑上具有不

可替代性之外，还有很多显而易见的优势。首先，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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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门通俗易懂的艺术，其符号系统总体而言兼顾了

肖似性（Icon）与指示性（Index）[4]的表达优势，容易被

观众理解和接受。其次，动画造型生动形象，有着良好

的传播效果，尤其是离青少年受众群体较近，利于承担

科普等方面的传播任务。最后，动画是通过视听结合

的方式立体传送，信息量丰富。口述历史纪录片中的

动画，把历史事件、视听语言和蒙太奇思维相结合，彰

显出一种实拍影像所不具备的表现力和说服感。最重

要的是，动画能够在纪录片体裁的基础上进行风格化

的主题呈现。动画作为艺术设计大类下的重要分支，

不仅是一种动态影像艺术，而且是数字媒体技术与艺

术的结合产物。技术与艺术相结合的特征使它具有一

种不凡的艺术气息，不单单丰富了口述历史纪录片视

觉系统，更激励着创作者用个性化的风格去呈现历史

题材。口述历史虽贴近人们的生活，但是距人们有一

定的年代，而动画的视觉语言能在潜移默化中缩短历

史与观众之间的心理距离，激发观众们的情感共鸣，让

其能够体会到口述历史呈现的历史意义与艺术价值。

只有把握口述历史的题材，确定动画的风格与效

果，才能将动画独有的视听魅力充分地展现出来。因

此，动画导演需要根据口述历史的主题、内容、叙述者

等相关因素来确定与之相符的美术风格和表现手法。

《我的抗战》中的动画效果就让人眼前一亮——版画木

刻的二维动画风格所制造出的重现效果，朴素且富有

时代感，与口述者想表达的主题和内容都有着较高的

契合度。一段段零碎的历史画面，在老兵娓娓道来的

声线和版画动画的作用下逐渐串联起来，一个堪称完

整的抗战故事就这样展现在观众们眼前。崔永元导演

在谈起创作初衷时曾说，运用版画风格的动画重现历

史片段并不是刻意求新，而是考虑到抗战时期的宣传

品基本上都是版画作品，使用版画的风格更能将观众

带回那个时代，引起共鸣[5]。

克里斯·兰德雷斯（Chris Landreth）执导的三维动

画短片《雷恩》（Ryan，2004年）也是让动画的造型风格

为纪录片增加表现力的典型案例。《雷恩》通过多段采

访，展现了加拿大往昔最著名的动画大师雷恩·拉金

（Ryan Larkin）昨日的辉煌历史与后来的落魄生活。该

部作品的角色设计颇具妙处，其风格被导演自称为“精

神现实主义”：雷恩的前臂皮肤直接包裹尺骨和桡骨，

头部只有窄窄的一张脸，鼻梁上的眼镜摇摇欲坠……

这些都是雷恩的灵魂被命运摧毁的视觉化想象呈现[6-7]。

这些设计，让作品深入角色内心，为纪录片的表达效果

增光添彩。

在《与巴什尔跳华尔兹》中，色彩、光线、明暗等对

叙述气氛也均有巨大影响。影片以黑色、橘红色等暗

红色系为主，运用阴影和特效，不断完成色调变化，以

此来表现时间、空间的转换。影片开头使用了作为对

比色的橙与蓝，描绘了一个充满暴力气息的氛围，这种

强烈的视觉冲击为全片奠定了一个情感基调。影片

中，导演和战友对话的一系列剧情充满轻快明亮的色

彩，但承接下去的镜头却是战友在漆黑的海水中奋力

挣扎。一亮一暗的画面形成了鲜明对比，突出了战争

时期的绝望[8]。

四、结语

动画已经成为当今时代一种不可或缺的言说方

式，它归根结底是一种表达媒介和叙事手法，不仅适用

于虚构的（Fictional）艺术，也同样适用于非虚构、纪实

性题材的展现。实际上，动画（电影）在诞生不久后，就

已经被使用在纪录片体例当中——动画史学家们通常

认为《卢西坦尼亚号的沉没》（The Sinking of the Lu-

sitania，1918年）是最早的纪录性动画作品。

口述历史纪录片最基本的特性就是非虚构性。可

是动态影像的历史不过短短的一百余年，实拍影像所

形成的文献性资料也只能说是沧海一粟；而像民间口

头采访形成的文献记忆同样特别有限，且难免零散，可

谓“记一漏万”。再进一步说，纪录片作为艺术创作，最

终又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做到“真实”，这或许只是个相

对而言的问题。运用动画作为口述历史影像化的手法

来呈现，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思路。

口述历史纪录片的制作方法在革新，传播渠道在

改变，这个时代的观众对纪录片的要求也在提高。让

动画创作进入口述历史纪录片，或多或少能够弥补一

些历史记忆缺席的遗憾。动画也正以其灵活的风格呈

现，以及独特的传播优势在非虚构题材影像创作中占

据一席之地。虽然“动画纪录片”这一概念的学术合法

性近年来同时引起了动画和纪录片两个领域的学术论

战①，况且动画作为呈现非记录性运动的动态影像媒

介[9]，影像内的视觉运动并非通过采集获得，这确实让

学界推行此概念面临一定的困难，但不可否认的是，在

①在这一系列学术论辩中比较受到关注的学者，如聂欣如、王迟等。前者曾发表过多篇文章，试图否定“动画纪录片”这一概念；而后者则相

反，以支持此概念的立场撰写了许多回应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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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纪录片当中运用动画已然成为一种具有审美

价值的创作方式和表达手段。纪录片中的动画——尤

其是配以受访口述形式时，丰富了观众对历史的认知

与理解。这种富有生命力的表现方式不仅可以还原历

史、表现人物、反映心境，而且为口述历史纪录片创作

真实性的认知与理解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从目前的发

展态势来看，用动画的形式来呈现口述历史是值得提

倡，且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的。当然，动画设计在口述历

史纪录片中的应用也要求创作者们端正态度，用强烈

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严肃性去对待历史。不论是对口

述者的采访，还是在后期影视画面的创作中，都应该保

持一种倾听和谨慎发挥的姿态，尊重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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