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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旋律纪录片承载着讲好中国故事、传
播中华文化的重要职责，肩负着建构国家形
象、增强国际话语权的使命担当。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文艺工作者要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
风貌，让外国民众通过欣赏中国作家艺术家
的作品来深化对中国的认识、增进对中国的
了解。”〔1〕目前学界对国家形象建构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形象建构渠道创新探索、形象叙事
体系重构、形象建构话语策略分析、形象建
构影响要素研究、形象建构精准传播思考，
而从主旋律纪录片维度探讨国家形象建构的

研究较为薄弱。作为新时代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守正创新的智慧结晶，《这十年》秉持立
意深远、独具匠心的制作理念，坚持文本驱
动叙事、关键词语凝练、技艺融合创新等路
径，在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中凝聚起建构真
实立体全面的国家形象的精神力量，为新时
代纪录片赓续中华文脉、塑造可信可爱可敬
的国家形象，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
华文化影响力提供了样板。因此，本文力图
系统梳理《这十年》在塑造国家形象方面的
独到之处，在分析与综合中把握深层本
质，进一步拓宽国家形象建构研究的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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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主旋律纪录片是承载中国文化、传播中国精神、彰显中国智慧、建构国家形象的重

要载体。《这十年》以文本驱动搭建叙事框架，借助宏大主题与平民视角、历史数据与共时呈

现、融通话语与年轻语态，弘扬时代主旋律，坚守文艺创作初心；以多维样态塑造拓展形象建

构空间，通过科技手段的立体化应用、视觉符号的空间化创建、故事脉络的跨时空对话，丰富

可信、可爱、可敬的国家形象意蕴；以共同价值认同增进形象理解和情感共鸣，在文化“双

创”、融合传播、“中国经验”分享中，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为

团结的磅礴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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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塑造与认同：
从《这十年》看国家形象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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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深度。
一、文本驱动叙事：在情感关怀中坚守

文艺创作初心
文本是重塑文艺生产与传播的要素，也

是联结社会有机体和情感共同体的纽带。
《这十年》以主旋律纪录片宏大主题为架构
基础，将解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事业的视角聚焦普通百姓，在“小我”融入

“大我”、个人奋斗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
同频共振中，以多元海量、深度权威的文本
驱动搭建叙事框架，借助历时数据与共时呈
现、融通话语与年轻语态，把握时代脉搏，
唤醒情感依托，坚守创作初心，为新的历史
方位上的十年巨变提供新注解。

1.以宏大主题与平民视角弘扬时代主旋律
“宏大主题叙事往往承载着有关国家、

民族的整体构想以及对悠长历史进程的描
述，提供的是关于国家、民族的完整画像，
参与其中的个体表达拥有具体、真实的叙事
力量。”〔2〕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救国、
兴国、富国、强国的奋斗征程，深刻彰显了
中国人民“敢为人先”的历史主动、“踔厉
奋发”的主观能动和“匹夫有责”的责任担
当，极大地推动了个人形象与国家形象的同
构进程。《这十年》敏锐捕捉新时代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的新气象，采用时代主题并置的
总分结构，选取“突破”“流动”“美丽”

“自信”“温暖”这五大关键词来反映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在
观察时代、呈现时代、传扬时代、引领时代
中，有效回答了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
之问、时代之问。每集子主题都是新时代宏
大主题的一个横切面，而每个横切面都是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真实写照。子主题
的叙事展开以小见大，通过一个个真实可感
的百姓故事、一段段细致入微的情景描绘、
一次次情真意切的细节跌宕，在强化叙事细
腻性的同时凸显“大时代、大情怀”的深邃
感和价值感。如《温暖的中国》聚焦潘洪
全、文安洪、李文宏等深度贫困人口，通过
当事人自述亲身经历，以人民群众看得见的

收入水平提高、居住条件改善等，诠释我国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一个都不能少的决心，这也成为十年来我国
发展硕果累累、成就辉煌的缩影。

2.以历时数据与共时呈现赓续社会有机体
历时数据以清晰简洁的数据逻辑，搭建

彼时与此时的连接，通过构造一定的逻辑结
构关系，开辟数据驱动叙事的新空间。《这
十年》以对比数据变化反映中国发展，围绕
2012年以来经济、社会、生态等领域的新变
化，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举世瞩目的跨
越性发展、突破性成就、历史性变革。以
《美丽的中国》为例，该集不仅将这十年城
市污水处理厂、长江流域化工厂分布数据单
独制图，而且以PM2.5浓度、钢材产量变化
等多组曲线叠加，在数据增减的多维对比中
挖掘背后的关联，凸显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
设“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动
态演变，映射出美丽中国建设可持续发展的
深厚意涵。同时，作为新时代守正创新的数
据驱动类纪录片，《这十年》五集分别运用
79、37、74、79、100次数据的排列组合，
共同呈现出新时代我国“以创新驱动发
展”、区域发展更加协调均衡、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与世界命运与共的形象，勾勒新时
代“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图景全貌，书写
中国共产党伟大的历史主动、巨大的政治勇
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镌刻国家发展新坐
标。以历史数据烙刻时代印记、展现演进脉
络，以共时呈现紧扣时代主题、反映宏伟蓝
图，在历时与共时的有机统一中，《这十
年》借助不同类型指代数据将“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语境有机串联，赓续了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有机体，推进了以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时代进程。

3.以融通话语与年轻语态重温里程碑事件
《这十年》坚持高瞻远瞩的世界视野，

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关系语境出
发，解读中欧班列为何在全球海运“堵车”
的大环境下，能够有力保障国际供应链的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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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畅通，中国为何能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
低迷的逆流中奋勇而上，用更大的开放力度
推动世界开放程度加深，中国如何以“一带
一路”实践平台为基础，推动世界共赢共享
等，重新构建受众对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关系
的认知体系。“世界知道中国有多古老，无
须再去强调。真正需要的是以简单的方式去
了解今天的中国正在发生什么。”〔3〕纪录片聚
焦人类发展史上面临的摆脱贫困、防止返
贫、学前教育、公共服务共同难题，将中国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世界各国对美好未
来的憧憬有机融合，以融通中外的新概念、
新范畴、新表述，特别是“精准施策”“精
准扶贫”“甜水营”“15分钟生活圈”一系列
接地气、充满张力的话语，创设了新时代中
国里程碑事件的交互式体验情景，拉近受众
间的心理距离，这深刻影响着我国形象的构
建形式。同时，《这十年》顺应新时代主题
纪录片的发展趋势，不仅将镜头对准了白彦
峥、李正茂、罗贤丝等具有代表性的年轻
人，而且选取了大量年轻人熟悉的研学游、

“村BA”题材，描摹新时代美好图景、传递
青年昂扬风采、积攒向上奋进能量。正是在
温度、态度、深度、广度的有机融合中，
《这十年》 实现了基于历史本源的返璞归
真，为年轻一代打开了一扇求索历史、追问
时代、感悟发展的大门。

二、多维样态塑造：在技艺创新中丰富
国家形象意蕴

国家形象的全面性决定了其建构和传播
离不开多维度的样态塑造，《这十年》以技
艺并重、融合创新为技术支撑，通过科技手
段的立体化应用、视觉符号的空间化创建、
故事脉络的跨时空对话，营造了新时代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沉浸式的体验情景，拓展了可
信、可爱、可敬的国家形象塑造空间，厚实
了善于创新的文明大国、踔厉奋发的东方大
国、和平发展的负责任大国、“为人民谋幸
福”的社会主义大国的国家形象意蕴。

1.科技手段的立体化应用彰显核心要义
新技术、新手段是激发创意灵感、挖掘

文化深蕴、丰富思想情感的重要方式。《这
十年》融合使用卫星技术、遥感影像、数字
地图技术、大数据编程，以明快生动、焕然
一新的画面呈现推进可信、可爱、可敬的中
国形象入耳入脑入心。在介绍十年来我国西
部交通的变迁时，《流动的中国》从中国科
学院夜光面积角度出发，通过光数据遥感分
析系统对卫星获取的灯光图进行加工整合，
十年间新疆、云南、广西夜光面积动态扩展
图跃然于荧屏之上。正是在卫星成像的连点
成片中，这一集生动地展现了十年来“交通
发展推动人与物流动性加强”的景象，彰显
了中国协调均衡、繁荣发展的活力形象，向
世界宣告了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恢宏气
势。五集纪录片均以卫星数据云图反映主
题，立体描绘出整体面貌的十年之变，深刻
彰显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
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价值旨趣。第三集
《美丽的中国》以环境监测卫星数据还原的
中国大气监测图层开篇，清晰对照十年前后
的影像，从十年前灰色笼罩、雾霾困扰，到
现在实施超低排放改造、绿色制造体系后厂
区的清晰可见，镜头中展现的是百姓绿树浓
荫中晨练的幸福笑脸，寄托着对中华民族永
续发展的“美丽中国”形象的美好希冀。借
助数字技术、科技元素的立体化应用，《这
十年》提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鲜
活、动态的现实表达，增强了艺术展现的
解释力，推动真实立体全面的国家形象建
构进程。

2.视觉符号的空间化创建形塑样态表征
视觉修辞主要是指通过视觉手段制造象

征性行动，通过图像来协调信息和制造意
义，去试图影响他人的观点和行为的实践。
纪录片《这十年》跳出静态图表的视觉呈
现，通过多元视觉符号的创建，带领观众沉
浸于“体验式视觉与经历”的全方位情境，
实现了信息生动传递基础上最美视觉表达，
拓展了国家形象的建构空间。第五集《温暖
的中国》为介绍西藏昌都电网与国家电网的
连接之难，以丰富的视觉图像呈现沿途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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峻岭的无人区和水流湍急的金沙江。从海拔
3200米的四川乡城变电站到4342.5米的西藏
邦达变电站，借助镜头的连续运镜和独特的
图像加工，海拔攀升、地质复杂、线路陡峭
的“电力天路”变得可触可感，西藏电力的

“最后一个缺口”也更为直观地呈现在观众
面前。同时，创作团队运用航拍对云南小山
村进行三维建模，聚焦建筑、人口、时间等
代表性数据的空间可视化，具化十年间该区
域的样貌变化，从视觉观感上延伸了观众的
想象空间，进一步深化了人民群众对新时代
西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成就巨大的理解，形
塑了“为人民谋幸福”的社会主义大国形
象。此外，每一集根据不同主题营造的以视
觉符号为基底的场景氛围，架构了真实场景
与抽象数据的内在联系，如将十年间贵州黔
西南州望谟县幼儿园数量、幼师数量、幼儿
身高数据的变化，以幼儿园小朋友搭建积木
的形式可视化，虚实结合的场景连接在调动
观众感官体验的同时也赋予影像更多的表
意可能，丰富了踔厉奋发的东方大国的话
语意涵。

3.故事脉络的跨时空对话涵养家国情怀
时间和空间是电视艺术叙事的两大核心

要素，也是建构形象样态图和情感价值链的
双重维度。《这十年》以时间为经、空间为
纬，在经纬交汇中打造十年来国家富强、民
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光影流变谱，运用时间
轴式剪辑，将 2012年到 2022年的发展脉络
以一定的逻辑串联，辅以同一场景不同年份
的影像对比和叠加，直观展现强国阶段的历
史背景、发展轨迹、重大成就、国际影响，
让纪录片具有了更加丰富的层次感和思想
性，拓展了国家形象塑造的话语空间，实现
了文化的传承与情感的延续，更易于引发观
众共鸣。历时的十年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的关键时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探索之
路注定充满了挫折与挑战，当改革进入攻坚
期和深水区，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难
题越发凸显，探索出一条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之路成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中
之重。《流动的中国》以向历史求索为理论
基石，将观众带回怒江夜晚一片寂静、山川
阻隔、交通闭塞的特定历史瞬间，激活历史
经验与新时代实践的共性基因，引发观众对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的无限感
慨。正是以“时代之问”求索“中国方
案”，以“真实记录”映照“时代风貌”，以

“时空对话”联结“精神追求”，《这十年》
唤醒观众内心深处对时空的记忆回溯和家国
集体的深刻思考，触动社会群体时代化的情
感，从而深化了家国同构的大情怀，将其熔
铸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民流淌的精神血脉
中，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三、共同价值认同：在精神洗礼中汇聚
强国复兴伟力

“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
们的灵魂经受洗礼……”〔4〕《这十年》通过
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创新
演绎，夯实文艺发展的根本方向，深化了中
国式现代化纪录片创作的“术”与“道”，
实现了以文化人、以理服人、以情感人的文
艺价值，向国际社会展现了新时代新征程我
国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生机与活力，凝聚
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更为团结的磅礴伟力。

1.通过文化“双创”坚定社会主义文艺
发展方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
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
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
好。”〔5〕只有汲取中华文化的肥沃养料，才能
坚定文艺正确发展方向、发出铿锵有力的时
代最强音。《这十年》注重推进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感悟
历史、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艺通心中坚
定社会主义文艺发展道路和前进方向。纪录
片将“为人民留影，为时代造像，为文化传
承”的创作宗旨贯穿始终，既立足“两个大
局”，集中选取了美国加州长滩港、德国杜
伊斯堡港、比利时列日机场、中国广州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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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村”全球化的重要地标，又心怀“国
之大者”、聚焦主题主线，扎根四川苍溪县
三会村、贵州晴隆县三宝村、广西西林县西
平乡八桥村等中国大地人民实践，充分诠释
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坚持文艺“靠人民、映
人民、为人民共享”的根本方向与时代担
当。镜头深处蕴含着对中国特色文化符号和
精神标识的提炼升华，纪录片在系统梳理传
统文化资源基础上，凝练出“和谐”“平
等”“公平”“梦想”等中华民族文化信仰和
道德情操的有机表达，彰显中华民族一脉相
承的历史共在性、精神共通性和价值共意
性；传递“人民至上、和而不同、美美与
共”的核心要义，激发平等对话交往、文明
交流互鉴的内在渴望，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
影响力，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
事业繁荣发展提供有利文化条件和强大精
神力量。

2.借助融合传播扩大受众支持和凝聚价
值共识

传播媒介圈层融合推动了信息的全面触
达与受众的全方位覆盖，增强了价值传递的
时效性，扩大了价值认同的“最大公约
数”。《这十年》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代
表，移动客户端、短视频平台等多渠道同步
推发，打造了多位一体、协同传播的综合矩
阵，畅通影像“飞入寻常百姓家”的通道。
基于用户媒介使用趋于碎片化、快节奏的偏
好，积极推动纪录片精准化定位、精简化传
播，满足了不同层次观众多方面的观看需
求。“根据CSM数据，截至目前，《这十年》
CCTV-13首重播观众规模近 4000万，#卫星
看中国十年巨变##天堑变通途仅仅是一个开
始#等相关微博话题总阅读量达 7285万。”〔6〕

从播出数据、大众口碑、话题延展、价值引
领等维度去审视，《这十年》以“预告片+正
片+速览片”的呈现，不仅实现了品质、流
量、社会效益的多重丰收，凸显了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作为电视行业“国家队”的高水
准、大智慧，而且以更为优质的内容传达主
题、塑造沉浸式观看体验，纠正受众对文明

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的认知偏差，
增进其对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理
解。基于节目温度、故事温暖与个人力量的
良性互动，纪录片强化了对超越意识形态、
社会制度、发展水平差异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的认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赢
得稳定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

3.分享“中国经验”提升国际话语影响
力与形象亲和力

“影以载道”，以国家为话语主导的主旋
律纪录片更倾向于国家权威话语的构建，向
国际社会传达特定的主题意图。“世界那么
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
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7〕《这
十年》一方面聚焦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成就的关键要素，阐述了中国共产党高
度重视反贫困斗争，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
优化调整各项政策措施，从救济式扶贫到开
发式扶贫再到“滴灌式”精准扶贫，探索出
一条推动全球减贫事业的“世界共享”之
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摆脱贫困、实现
现代化提供重要参考借鉴。另一方面，从整
体上向世界传递了中国主张平等相待、共建
共享、包容互惠、兼收并蓄的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突破了传统的“国强必霸”的认知
发展逻辑，有力地回应了赢者通吃、零和博
弈的冷战思维，创新了全球化时代人与人交
往的新范式，为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提
供新的选择。正是在以文化人、以理服人、
以情感人中，《这十年》以彰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
化自信的“中国方案”和愿与世界各国携手
合作、共同解决人类社会难题和挑战、迎接
美好未来的“中国智慧”，开辟了纪录片讲
好中国故事、弥补国际舆论场“失语”“失
声”“失音”短板，提升世界和平建设者、
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形象亲和
力的新路径。

结语
十年风雨兼程，十年砥砺前行，十年春

华秋实，十年岁月如歌。“新时代十年的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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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
程碑意义。”〔8〕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适时推出的
精品力作《这十年》，坚守重大题材创作播
出的“桥头堡”，以扎根中国大地、反映人
民群众生活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事业为坐标轴，既通过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生态等领域全方位介绍新时代的辉煌
成就，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国家形
象，又基于中国共产党在强国阶段具有非凡
意义的十年，夯实历史记忆共同体，在跨越
时空的历史接续奋斗中增强实现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的志气、骨气、底气。这不仅为电
视艺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建构
国家形象提供了新思路，而且对于激励全国
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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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rrative, Shaping and Identity: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mage

from The Decade

Liang Yongtao

Abstract:The main- theme documentary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carrying Chi⁃
nese culture, spreading the Chinese spirit, manifesting Chinese wisdom, and con⁃
structing a national image. This Decade carries forward the main theme of
the era through data-driven narrative, continues the visual image, and adheres
to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literary creation; it expands construction space
and optimizes visual presentation with multi-dimensional pattern shaping, highlight⁃
ing the credible, lovely and respectable kernel of the country's image; it en⁃
hances understanding of the image, emotional resonance, and value identifica⁃
tion through spiritual baptism, gathering the majestic power required to build
a more united socialist modernized country in an all- round way. The pro⁃
gram has a profound meaning, opens up new path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mage, and sets a benchmark for the mission of feature program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The Decade; national image; value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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