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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之旅

■ 叶绵耀

素材·叙事·解说词
——文化历史题材纪录片《天下徽商》的艺术探析

电视纪录片《天下徽商》以磅礴大气的手笔呈现

了徽商兴盛沉浮的历史，徽商不仅影响了中国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甚至推进了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

该片的 5 集精编版于 2019 年 5 月在央视纪录频道播

出，而 9 集加长版则在腾讯等视频网站播出。为了对

《天下徽商》的艺术特色有更全面的认识，本文以 9 集

加长版为研究对象。

一、素材：正史、野史相结合

这里的素材并非影像素材，而是史料素材。《天下

徽商》属于人文历史题材纪录片范畴，与指向纪实美

学的纪实性纪录片不同，这一类纪录片指向“演绎美

学”。“它可以说是‘作而不述’，也就是不从如实描写

对象上下功夫，而是从主观的假设出发，通过各种手

段方法来演绎、推理事物的过程和结果，力图从验证

的角度来达到客观。”①这也就决定了构成这一类纪录

片的主体影像素材不是通过直接拍摄所获，而是以搬

演、动画的方式进行历史再现，因而对史料素材的提

取尤为重要。《天下徽商》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采集了

大量的正史、野史素材，既严谨考究又妙趣横生。

1. 波澜壮阔的史实素材

任何事物都是时代、地域、民族等多种因素合力

作用的结果，而如何在历史的汪洋中构建事物与史料

的联系，理清史实素材之间的内在逻辑，是文化历史

题材纪录片创作必须面对的问题。《天下徽商》借鉴了

法国文学评论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提出的影响文

学艺术风格的三要素——种族、环境和时代，以此勾

连起徽商的兴衰和历史的风云，不仅追溯了徽商的历

史，同时也阐释了徽商“贾而好儒”形成之渊源，让

人豁然开朗。

例如在《移民》一集中，以西晋的“永嘉之乱”、

隋唐五代的“安史之乱”“黄巢起义”、两宋之交的“靖

康之乱”等造成了中原世家大族南迁的史料，揭示了

徽商重视教育与宗族观念皆源自这些南渡的中原衣冠，

他们不同于“彪悍尚武，鲜知礼节”的徽州原住民山

越人，崇尚儒家思想的传统最终内化为徽商“好儒”

的文化基因。

徽商儒雅亦与古徽州“官本位”的社会价值取向

息息相关。纪录片《天下徽商》通过回顾作为中国封

建王朝的官方哲学——程朱理学的创始人程颐、程颢

以及集大成者朱熹的先祖们与徽州的渊源，引出有“程

朱阙里之乡”美誉的篁墩，又以“竹山书院内的‘举

人进士树’”“桃溪三十六桥半”“从宋至清末徽州籍文

武进士和状元数量”等印证了徽州文风之盛。第 3 集

《扬州繁华以盐胜》中的“小玲珑山馆文会”“影园黄

牡丹诗会”“徽商马曰琯、马曰璐主持扬州诗坛”“三

家徽商献书 500 种以上供乾隆开馆编撰《四库全书》”，

以及第 8 集《远去的背影》中“徽州盐商子弟程晋芳

资助吴敬梓刊刻《儒林外史》”等史料都强化了徽商的

“好儒”之气。

从明代开始，徽商成为中国商业的执牛耳者，这

与中国封建王朝的兴衰有密切联系。第 3 集以明代

摘　要：文化历史题材纪录片《天下徽商》通过采集正野史的资料素材、运用形散而神不

散的叙事手法以及雅俗共生的解说词，向观众展示了徽商在波诡云谲的历史长河中的盛衰兴废，

这对徽商精神与徽州文化在当下的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天下徽商》　素材　叙事　解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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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业制度的变迁为背景，以历史人物郑景濂的发家过

程为针线，串连起朝堂与市井，娓娓道来徽商的崛起

与兴盛，最后又以文献素材《清代两淮盐法志》中记

载的徽州盐商之数量、徽商江春负责接应乾隆南巡的

史料，从侧面印证徽商至清代成为巨贾的史实。在第

8 集中，以清代“票盐法”的推行打破徽商盐引的世

袭权、徽州成为清军与太平军的主战场、英国人罗伯

特·福琼从中国盗取茶树和茶种到印度，以致印度和

斯里兰卡的茶叶崛起冲击中英两国的茶叶贸易等史实

揭露徽商没落的原因。这种以“种族、环境和时代”

为逻辑建立起徽商与历史的人为事物联系，既使大量

铺开的史实素材不至浮于表面，也使论证更具说服力，

体现出《天下徽商》作为人文历史题材纪录片的科学

考究性。

2. 别有韵味的民间逸闻

与沉重的史实素材不同，《天下徽商》中的民间逸

闻趣味性十足，它们大都取自明代通俗小说与口口相

传的故事。需要强调的是，这些虚构的故事素材并不

影响纪录片的真实性，因为明清小说同样强调“真实

性”，其内涵是“指合乎社会生活的情理，即‘合情合

理’，而不是指实有其人、实有其事”②。也就是说，

这些故事的人和事虽有虚构成分，但内核却反映出社

会的真实面貌。

例如，第 2 集《寄命于商》引用了明代小说《辽

阳海神传》中徽商程宰囤积致富的故事揭开徽商贱买

贵卖的获利奥秘；凌濛初在《二刻拍案惊奇》中对徽

商一生追求“乌纱帽，红绣鞋”的描述被用于第 7 集

《徽州女人》中，以在外眠花宿柳的徽商反衬徽州女人

的苦苦守候。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催生了市民阶层，

而市民阶层又影响了通俗文化的繁荣，因此这些小说

与徽商的内在关联又印证了故事内容的真实性，正如

俄国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所言：“诗是生活的表现，或

者说得更好一点，就是生活本身。”③

《天下徽商》还采撷了民间流传的故事作为素材，

例如第 2 集《寄命于商》中为了说明徽商健讼，除了

引用保留下来的商业文书和契约等文献素材外，还引

用了一则民间故事：父子三人在除夕之夜分别说“今

年好”“晦气少”“不得打官司”三句话以讨个好兆头，

最后写成长条挂于中堂。谁知女婿上门拜年见到长条

随口分成“今年好晦气，少不得打官司”上五下六两

句。这种诙谐有趣的素材为厚重的纪录片注入轻松欢

快的基调因子，提高了观赏性。

二、叙事形散而神不散

《天下徽商》采取了追溯式与圆形式两种叙事方式。

1. 追溯式叙事

追溯式叙事的特点是先出现事件的结果，再往前

追溯事件的始末。例如第 1 集《移民》的开篇是乾隆

皇帝在第三次南巡时对两淮商人奖励的情境再现。在

这一批受封的 16 位盐商中，有 14 位是徽州盐商。解

说词“一个小小的徽州府，何来如此众多的富商巨贾，

它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带着观众进入片子聚焦的

主题：徽商的盛衰。第 6 集《金字招牌》一开始就还

原了胡雪岩破产、被革职、被抄家的场景，并追问盛

极一时的胡氏商业帝国为何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纪

录片随后引出胡雪岩攀附左宗棠、左宗棠与李鸿章的

党派斗争、胡雪岩与洋人的“生丝大战”以及阜康钱

庄的借贷业务，叙述了胡氏商业帝国由盛而衰的过程。

第 8 集《远去的背影》在 9 分 36 秒处设置疑问：1832

年农历新年将至，徽州盐商鲍漱芳等人的深宅大院为

何死气沉沉，究竟陷入何种困境？随后通过历史人物

陶澍、林则徐揭开了两淮盐纲败坏、私盐泛滥的局面，

朝廷开始抄家清算盐商旧账。由此看出，追溯式叙事

的优势在于设置悬念，环环相扣的疑问使纪录片更加

扑朔迷离，引起受众对未知事物的猎奇心态，成为追

看的驱动力。

2. 圆形式叙事

圆形式叙事的特点是有强烈的前后呼应，叙事的

终点回到叙事的起点。《天下徽商》每一集、每一个段

落的叙述都不是平铺直叙、单刀直入，往往都有一个

引子，类似于中国戏曲叙事结构中的楔子。例如第 4

集《漂广东，发洋财》以“1745 年从广州返回瑞典的

歌德堡号商船在哥德堡港发生沉船事件，而两个多世

纪后，人们从海底打捞出的松萝茶依然飘香四溢”为

楔子，引出了徽州茶商南下广州贩茶的历史，在 39 分

56 秒处又插入“2005 年仿古歌德堡号商船从瑞典远航

中国”的事件，再次重申了中国茶叶通过广州走向世

界，改变了西方的生活方式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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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形式叙事也分散在各个段落中，例如在第 3 集

《扬州繁华以盐胜》，从 3 分 9 秒的“2016 年在扬州个

园举行祭盐仪式”开始，到 30 分 26 秒处“清人方保

俭在小玲珑山馆为女儿觅得佳婿”为一个大叙事段落。

个园前身即为小玲珑山馆，以空间小玲珑山馆为叙事

的起点和终点，中间囊括了明代盐业制度的变迁、徽

商崛起以及徽商热衷在私家园林中举行各种文化活动

等史料，这种前后呼应的叙事方式不仅不会悬置这些

楔子素材，而且使每个段落有明确的分割线，体现出

作者对素材的宏观与微观把控能力。

三、解说词雅俗共生

雅俗共生是《天下徽商》解说词的特色。“雅”即

散文化的解说词，“俗”即旧时古民谚。散文化的解说

词凸显了作为文化历史题材纪录片的文化底蕴，而古

民谚的运用则进一步强调了纪录片的地域性，区域色

彩极为鲜明。

1. 散文化解说词

散文化解说词是观众在观看过程中良好的心理调

剂。由于纪录片的主要功能是提供认知而不是提供娱

乐，因而难免会产生枯燥之感，而当出现散文化解说

词时，明显的抒情色彩大大降低了有效信息的提供，

由此产生了诗意。例如第 3 集《扬州繁华以盐胜》搬

演了清代文人郑板桥在江上扁舟中独饮微醉的情境，

江上秋雨飘零，解说词这样写道：“又是一年重阳佳节，

已是向晚时分，渐浓的秋意中，几杯薄酒下肚，郑板

桥有些蒙眬的酒意，眼前又浮现出好友徽州府祁门县

人马曰琯那儒雅的模样。”“我梦扬州，便想到扬州梦

我。在驶向扬州的小舟中，郑板桥沉沉睡去。”散文化

的风格消解了旁观叙述的冷静与理性，即便没有画面，

那令文人墨客魂牵梦萦的扬州意象也蒙眬渐显。

2. 徽州古民谚

近年来，电视纪录片成为传播区域文化、构建区

域形象的重要艺术样式，例如苏州题材纪录片《手艺

苏州》（2016）、《苏州史记》（2017），以湖北为创作

对象的有《凤舞神州》（2012）、《楚国八百年》（2014），

在这些纪录片中，历史人物、城市景观、艺术建筑都

成为重要的影像符号参与区域形象的构建，《天下徽商》

自然也运用这些策略。除此之外，以徽州古民谚的解

说词构建徽州形象和传播徽州文化，是《天下徽商》

一道别样的风景。

第 2 集《寄命于商》讲述了旧时徽州人迫于现实

外出经商的无奈，这种现象在旧时歙县、绩溪、祁门

流传的民谣中都有所反映，虽然版本不同，但开头却

惊人一致：“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

丢。”鲍志道、胡雪岩虽然在徽商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但年少背井离乡的辛酸，个中滋味尽在这几句民谚解

说词中。同是在这一集，作者又引用了“不慌不忙，

三日到余杭。三日到余杭，鸭蛋未露黄”的古民谚，

体现出徽州人勤俭节约的品性。在第 7 集《徽州女人》

中有“歙南太荒唐，十三爹来十四娘”的俗谚，反映

了早婚是旧时徽州的普遍现象，男子早婚然后外出经

商也就造成了徽州女子一生的悲剧。这些沉淀了无数

本土经验的古民谚，是反映一方水土的文化精神与文

化气质的“无形镜子”，其价值不输于有形的影像符号，

在构建和传播区域形象时，应当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

四、结语

《天下徽商》提取了正史、野史的相关素材，以散

文化的语言和古民谚进行解说，用追溯式和圆形式的

叙事方式，游刃有余地行走在庙堂君臣和市井百姓中，

为观众呈现出徽商的历史风云，既有波澜壮阔之雄伟，

又有闾里烟火之趣味。纪录片以“乾隆奖励徽商”的

宏大叙事切入，最终落在第 9 集《梦里徽州》的许绮、

王祖伟、吴兆光、张建平、尹彤妮等人呼吁对徽州文

化的保护与传承的“草根叙事”中，既有艺术价值亦

有现实价值，引人深思。

————

注释：

① 聂欣如：《历史、科教类纪录片的美学与合法性》，载

《新闻大学》，2016 年第 6期。

② 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第 375 页。

③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2014，

第 732 页。

（作者信息：叶绵耀，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博

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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