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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中国话》的艺术叙事与共同体美学建构
◎何雯 杨杰

摘要：中国话作为一个复杂而又至关重要的语言问题，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悠久文

化，也承载着每一个中国人的情感记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语言类人文纪录片 《中国

话》以多元视角与双重聚焦的叙事视角、嵌套时间与重组空间的叙事结构、人文表达与

诗意呈现的叙事语言，艺术性地表现了其塑造身份认同的社会价值、传承中华文明的人

文价值和讲好中国故事的传播价值，建构出共同体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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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人们如何理解，语言问题也许从来就不是一

个普普通通的问题。”①确实，语言一直以来都是一个

复杂而又至关重要的领域。它不仅仅是沟通和表达的

工具，还承载了文化、历史、社会和心理等方面的深

层含义。理解和解决语言问题，对于我们理解人类自

身以及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都有着深远的意义。源远

流长的文化历史和丰富多元的地域特征，造就了中国

与生俱来的丰富语言资源和复杂语言生态。中国话有

着悠悠数千年的历史，是我们世代相承的文化根脉，

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悠久文化，也承载着每一个中国人

的情感记忆，“千言万语，生生不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以中国语言资源为主题

的语言类人文纪录片《中国话》，包含《言之有味》

《步履声声》《同心共语》《言传身教》《言为心声》《能

言善道》《千言万语》七集，围绕着中国话的溯源、中

国话的发音、普通话和方言的形成、中国话的传承和

创新、中国话背后的情感和沟通方式及对中国语言资

源的保护等主题展开。本文拟从叙事视角、叙事结构

和叙事语言三个角度分析纪录片《中国话》的艺术叙

事，从社会、人文、传播三个方面探究其多元价值，

并讨论其如何建构共同体美学。

一、《中国话》的艺术叙事：视角、结构、语言

（一）叙事视角：多元视角与双重聚焦

《中国话》采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多元视角，探

讨了中国语言的演变、多样性和社会语言现象，帮助

观众更好地理解中国语言在历史、地理和社会文化背

景下的发展，并传达了语言对于个体和社会的重要

性。从宏观视角来看，《中国话》关注了中国语言在历

史和地理上的发展，以及不同地区和民族之间的语言

差异。纪录片呈现了中国作为一个语言多样性的国

家，拥有众多语言，方言之间也存在交流挑战。从微

观视角来看，《中国话》展示了中国社会中的语言现象

和语言创新。纪录片深入挖掘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社

会语言现象，如网络语言在当代年轻人中的盛行，揭

示了语言对于社会文化的塑造和反映的作用。这种多

元视角的叙事艺术，不仅增加了纪录片的层次感和立

体性，也使得观众能够更加全面地理解中国话的内涵

和外延。

根据热奈特的叙事学，叙事可分为内聚焦、外聚

焦和零聚焦三种类型。②《中国话》对内聚焦和零聚焦

的双重聚焦叙事视角的运用，既客观地展现了中国话

的整体风貌，又凸显了不同地域、不同人物的中国话

的个性。《中国话》运用内聚焦叙事视角，以多个人物

的视角叙述其体验的世界，展示了不同地区的方言特

点。不同的人物用自己的经历和故事来诠释中国话的

传承，以及中国人与中国话的情感，让观众更加沉浸

直观地感受到了中国话的历史性和地方性，也增强了

纪录片的故事性和趣味性。《中国话》运用零聚焦叙事

视角，不从纪录片中任何人物的个体出发，而是以一

个旁观者的态度去叙事。在讲述中国话的语言结构特

点时，纪录片通过展示各种语言实例，让观众自己观

察和总结中国话的语言结构特点，避免了主观解释和

介入，也使得观众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感知中国话。

（二）叙事结构：嵌套时间与重组空间

在时间叙事上，《中国话》以嵌套时间的方式，将

不同的时间线交织在一起，巧妙地展现了语言文化的

历史纵深感，提供了更为丰富和立体的叙事体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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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采用历史时间线叙事，将中国话的发展历程分为

不同的历史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相应的主题和重点，

让观众能够全面了解中国话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征和

变化。其次，采用地理时间线叙事，将中国话的复杂

语言生态在不同地域进行展示。通过展示不同地区的

方言特点和历史文化背景，让观众更加深入地了解中

国话的深厚底蕴和丰富内涵。此外，采用社会文化时

间线叙事，将中国话与特定的社会文化现象相联系。

比如，在讲述中国话中的俚语和流行语时，纪录片就

呈现了这些语言形式与社会文化背景之间的紧密联系。

在空间叙事上，《中国话》以重组空间的方式，呈

现了语言资源的空间多元性，打开了充满想象的思考

空间，不仅增强了纪录片的视觉冲击力和情感感染

力，也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话的广阔领域

和符号意义。首先，采用多重视角空间，使得叙事空

间更加广阔和多元。纪录片并非将视角局限于中国话

的历史及其溯源进程，也采用了普通人的视角，通过

质朴人声传递中国话，讲述中国话的丰富多元性。其

次，构建具象化空间，通过具象化的表达，将中国话

的传承和演变过程生动地呈现在观众眼前。在讲述中

国方言的形成时，纪录片呈现了丰富地形地貌对语言

的影响，创造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独特语言

现象。此外，运用符号化空间，增强纪录片的层次感

和深度，深化对主题的理解。在讲述普通话的演进

时，纪录片呈现了北京作为普通话发源地的特殊地

位，以及普通话在中国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扮演

的重要角色。

（三）叙事语言：人文表达与诗意呈现

《中国话》通过人文表达的叙事语言艺术，以真实

的影像、生动的人物、平实的语言来展现不同地区人

们的生活、情感和价值观，表达了对于中国文化的深

度理解和尊重。不同地域、不同年龄、不同社会阶层

的人物，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和声音，表达对生活、历

史、文化的理解和感悟，这些普通人的生活、故事和

情感成为纪录片的主要内容。这种表达方式通过日常

生活的记录，使得《中国话》具有了浓厚的人文气

息，强调了纪录片的真实感和可信度。观众在欣赏中

国话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中国社会的变迁和文化的

多样性。同时，纪录片也运用情感渲染的手法，表达

各地人们对于方言的文化认同和情感寄托，让观众感

受到中华文明的深厚人文情怀。这种情感纽带不仅连

接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传递着对于中华文明的热

爱和尊重。

《中国话》还通过诗意呈现的叙事语言艺术，以丰

富的视听语言和影视手法，将中国话的韵味、意境、

情感等审美元素呈现得更加立体和生动。在讲述中国

话的传承与发展时，运用了大量的象征、隐喻等手

法，以及中国传统诗歌中常用的韵律、对仗等技巧，

将中国话与历史、文化、自然等元素联系起来，呈现

了一幅幅富有诗意的语言文化画卷。同时，纪录片将

方言与影像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运用音乐、音效、艺

术性的图形和动画、字体和色彩等手段，增强听觉体

验和视觉理解，构建了独特的审美氛围，传递了诗意

的美学价值。此外，纪录片中方言与诗歌相结合的方

式，形成了不同地区人们对于方言的情感共鸣，使得

纪录片更加具有感染力，展现了中华文化的诗意之美。

二、《中国话》的多元价值：社会价值、人文

价值和传播价值

（一）社会价值：塑造身份认同的影像表达

语言是塑造身份认同的手段。从社会的角度来

看，语言问题直接影响人们的身份认同和社会关系。

一个人如何使用语言，他选择说什么语言，以及语言

的口音、语法和词汇的使用，都会影响到他人对自己

的看法和评价。语言是表达自我和与他人建立联系的

重要手段，也是构建和维护社会关系的重要工具。所

谓身份认同，就是“个体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对所归

属群体的认知以及所伴随的情感体验及行为模式进行

整合的心理历程”③。《中国话》就是中华民族塑造身

份认同的影像表达，它不仅仅是一部纪录片，更是一

部通过影像传递中国话背后深厚情感和沟通方式的艺

术作品。通过精心挑选的镜头和深入人心的叙述，它

展现了中国话的多样性和包容性，让观众在欣赏中感

受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在现代化建设突飞猛进、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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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认同建构方式出现了与时俱进的变化，群体利用

文化生产实践建构身份认同愈发成为流行方式。”④纪
录片作为一种具体的文化生产实践，成为塑造身份认

同的重要手段。纪录片讲述了不同地域、不同年龄段

的人们如何运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这些

画面和声音呈现了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化根脉，展示了

语言对于身份认同的重要性，同时也形成了一种身份

认同的影像表达。“普通话伴我们远行，方言让我们记

住回家的路。”这种认同不仅包括历史、文化、审美等

各个层面，也包括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和情感。“中华

民族是各民族共同的身份，这个共同身份来源于共同

的血缘、根脉、历史”⑤，中国人通过语言凝聚在了

一起。《中国话》成功地通过影像表达了中华民族的身

份认同，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语言在身份认同中

的重要作用，也让我们更加珍视和乐于传承中华民族

丰富的语言文化。

（二）人文价值：传承中华文明的文化路径

语言是文化的桥梁。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语言是

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承载了人类的思想、信

仰、价值观以及传统习俗等，是维系一个民族和社会

的精神纽带。语言不仅体现了人类对于世界的认知和

理解，也反映了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国

话》以语言为文化载体，通过采访和讲述语言学者及

普通中国人的故事，系统性地挖掘和梳理了中国话的

起源、发展和变迁，以及中国语言对于中国文化的重

要性，体现了保护和传承中华文明的文化路径。

《中国话》的人文价值体现在唤起人们对语言文化

的传承意识上。中国共有五十六个民族，因而拥有众

多不同的语言和方言。纪录片《中国话》深入探索了

不同地区的语言差异，呈现了各种方言的特点和特

色。这种呈现方式本身就是对中华文明的一种梳理和

传承，不仅展现了语言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也强

调了每一个人传承中华文化的责任和使命。《中国话》

的人文价值还体现在对语言学研究和语言生态保护的

贡献上。通过对不同方言和语言的研究，《中国话》提

供了珍贵的语料和信息，有助于语言学家和研究者更

深入地了解中国语言的演变和特点。同时，语言多样

性是人类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话》也向观

众传递了语言生态保护的信息，鼓励人们关注并保护

自己的语言资源，维护地球上语言生态的平衡与和

谐，呼吁人们保护和传承濒危语言。这种保护意识体

现了中华文明对自身文化传统的高度重视，让观众看

到了中华文明在历史长河中如何积淀和发扬。《中国

话》以其深刻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艺术表现，成功地

展现了中国话作为文化载体的独特魅力。

（三）传播价值：讲好中国故事的语言窗口

语言是讲好中国故事的窗口。从传播的角度来

看，语言可以传播中华文化的价值观、思想、艺术和

传统，不仅有助于增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认同感，

也为世界了解中国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语言窗口。

《中国话》的传播价值在于它以语言为窗口，讲好

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好中华文化的魅

力。纪录片从历史人物、文化习俗、社会变迁等多个

方面，用真实、生动的影像和故事，向观众展示了丰

富多彩的中国语言生态，展示了不同地区的语言背后

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人们对于语言的理解，可以更好

地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增进人们对中华文化的

认识和理解。《中国话》的传播价值还体现在它促进了

不同地域、不同族群、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文化交

流、对话和理解。纪录片通过展示各地方言的共性和

特点，让观众能够理解方言之间的关联，促进了不同

地区人们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有助于中国社会的融合

与发展。同时，纪录片通过呈现中国话的多样性和丰

富性，让观众可以领略到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

性，有助于推动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三、《中国话》的共同体美学建构

共同体概念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

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提出，是指由“本质意志

推动的，以统一和团结为特征的社会联系和组织方

式，它以血缘、地缘和精神共同体为基本形式”⑥。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以华夏民族的血缘、中国地图的地

缘和中华文化的精神资源为基本形式的，由文化认

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本质意志推动的，五十六个

民族团结统一的共同体。党的十九大把“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章，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具有重大意义。“我们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

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

动力，两者辩证统一。”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重点就在于处理好“一体”和“多元”的关系。共同

体美学的建构基于中国影像实践的历史发展，由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衍生而来。《中国话》经由语言多

元一体辩证统一的关系，建构了共同体美学。

从“一体”的角度来说，共同体美学关注社会、

文化、历史等背景下的共同审美经验和价值观念。《中

国话》多次强调了语言对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性。语

言作为媒介，将中华民族凝聚在一起成为共同体，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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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价值观和情感使人们拥有了超越民族和方言的中

华民族集体认同。语言不仅是思维工具和交际工具，

更是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支持和载体。中国的语言共同

体与中国的民族共同体紧密相连，互相依存。纪录片

通过普通话的前世今生，生动地向观众传递了共同体

的美学理念。普通话是现代中国的通用语言，它的普

及和推广不仅促进了各地域之间的交流，还让更多的

人能够接受和理解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这种共同文

化在纪录片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纪录片《中国话》

中提到的“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的说法，展示

了各地域之间语言的差异性和多元性，但同时也有一

种共同的语言和文化基础，即“一体是主线和方向”

“一体包含多元”。

从“多元”的角度来说，共同体美学尊重每个独

一无二个体的独特性和多样性。《中国话》强调了中国

社会的多样性和包容性，通过展现不同地区和民族的

语言差异和文化特点，让观众更加了解和尊重其他民

族和地区的语言、生活和文化，从而促进不同民族间

的交流和理解。中国是一个拥有广阔地域和众多民族

的国家，除了普通话，还有上百种语言和数量众多的

方言。这些语言和方言共同构成了中国话的谱系，蕴

含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符码。这种多样性体现在不同地

域、不同年代、不同身份群体的交流表达方式上，讲

述了中国话在演变过程中的创新和发展，即“多元是

要素和动力”“多元组成一体”。“共同体存在的价值与

意义就是让人们在其中找到身份认同，在共同的精神

追求上，能够获得情感的满足和自我价值的认定。”⑧
所以说，中华民族的共同体美学建构离不开每一种中

国话的传承和发展，也离不开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和

情感。

四、结语

中国话在一代代的中国人口中不断传承着，创造

着，生长着，凝聚成一条无形的纽带，不仅承载了中

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积淀，更寄托了每个中国人深厚

的情感记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语言类人文纪录片

《中国话》通过其独特的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和叙事语

言，艺术地展现了其在塑造身份认同、传承中华文明

以及传播中国故事方面的巨大价值。该纪录片以多元

视角和双重聚焦的叙事手法，深入挖掘了中国话的丰

富内涵和深刻意义。它通过嵌套时间与重组空间的叙

事结构，巧妙地将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相结合，

展现了中国话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多样性和包容

性。同时，人文表达与诗意呈现的叙事语言更是将中

国话的韵味和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让观众在欣赏中

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国话》不仅让我们更

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丰富的语言资源和复杂的语言生

态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更激发了我们保护和传承

悠久中国语言文化的使命感。通过这部纪录片，我们

更加坚信，只有增强文化自信与认同感，巩固文化主

体性，我们才能更好地通过语言这个窗口，向世界讲

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

下，中国话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的重要载体，其

传承和发展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我们应该积极推广

普通话，促进方言的保护和发展，让中国话在多元化

的语言生态中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同时，我们也

应该加强对外文化交流，让世界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

文化的独特魅力，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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