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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中音乐运用的独特性与价值

朱书兰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通识教育学院Ǔ四川Ǔ成都Ǔ610041

摘Ȟ要：纪录片中音乐的运用是影片艺术表现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叙事感染力、情感共鸣、影片氛围风格

等方面分析了纪录片音乐运用的价值，并结合美食、人文、自然等不同类型纪录片探讨了其独特性。在选取音乐素材

时应遵循保持纪实性与艺术性平衡、重视音乐过渡自然流畅、选择准确表达主题的音乐元素等原则。纪录片音乐的恰

当运用能够增强影片的艺术感染力，提升观众的观影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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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纪录片作为一种独特的影视艺术形式，其音

乐运用方式与其他类型影片有所不同。纪录片音乐不仅

需要服务于影片的主题和内容，还应体现出纪实性与艺

术性的统一[1]。探讨纪录片中音乐运用的独特性与价值，

对于提升纪录片的艺术表现力和传播效果具有重要意

义。本文将从纪录片音乐运用的价值、独特性及选取原

则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

1��纪录片中音乐运用的价值分析

（1）增强叙事感染力与情感共鸣
恰到好处的音乐能够渲染影片氛围，引导观众的情

绪，使其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以人物传记类纪录片为

例，在讲述主人公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时，悲伤、温

柔的旋律能够烘托出人物的内心世界让观众身临其境地

体会到主人公的喜怒哀乐；在展现主人公的成就与荣光

时，昂扬、激越的音乐则能够渲染出振奋人心的氛围引

发观众的情感共鸣，使其为主人公的成功而欢呼雀跃。

音乐与影像的完美结合，能够使纪录片的情感表达更加

丰富、立体，增强影片的感染力与说服力，让观众在情

感上产生强烈的认同感，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影片所要

传达的主题思想[2]。

纪录片音乐不仅能够增强影片的叙事感染力，还能

够引导观众产生情感共鸣，使其在观影过程中产生身临

其境之感。以自然景观类纪录片为例，在展现壮阔的山河

风光时，悠扬、舒缓的旋律能够营造出大自然的静谧与祥

和，让观众的心灵得到洗涤与升华；在刻画大自然的澎湃

力量时，磅礴、气势恢宏的交响乐则能够渲染出震撼人

心的视听效果，让观众感受到大自然的无穷魅力。

（2）塑造独特的影片氛围风格
纪录片音乐的选择需要与影片的主题内容相契合，

能够准确表达影片所要传达的情感基调，营造出与之相

适应的氛围氛围。以历史题材纪录片为例，在再现重

大历史事件时，庄严、肃穆的音乐能够营造出历史的厚

重感，让观众感受到历史的沧桑巨变；在展现历史人物

的风采时，典雅、高贵的音乐则能够彰显人物的品格魅

力，让观众油然而生敬仰之情。音乐风格的选择与影片

主题的契合，能够使纪录片的艺术表现力得到极大提升

为观众带来独特的审美体验[3]。

纪录片音乐不仅要与影片主题相契合还需要体现出

鲜明的地域特色与文化内涵。以展现地方风情的纪录片

为例，在呈现当地民俗风貌时，富有地方特色的民族音

乐能够烘托出浓郁的乡土气息让观众领略到别具一格的

地域文化；在刻画当地人文景观时，优美、动听的民间

小调则能够展现淳朴、质感性的生活图景，引发观众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

2��纪录片中音乐运用的独特性分析

（1）美食纪录片
轻快、明亮的音乐能够衬托出烹饪过程的欢快与愉

悦让观众感受到美食制作带来的幸福感。在展现厨师精

湛刀工的镜头中，轻盈、跳跃的音符能够与利落、干脆

的切菜声相得益彰，营造出令人愉悦的节奏感；在呈现

美食成品的特写镜头中，优雅、柔和的旋律则能够衬托

出佳肴的诱人色泽与诱人香气引发观众的食欲，让人垂

涎欲滴。音乐还能够烘托出美食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彰

显美食的艺术价值。在展现我国传统美食的纪录片中，

古筝、琵琶等民族乐器的运用能够营造出浓郁的我国韵

味让观众感受到中华美食的独特魅力；在呈现西方经典

料理的纪录片中，古典、优雅的音乐则能够渲染出西餐

的高雅气质，彰显美食的艺术品位[4]。

不同地域的美食文化各具特色，蕴含着独特的民族

风情与历史传统。在展现地方特色美食的纪录片中，富

有民族特色的音乐能够烘托出当地独特的饮食习俗与

文化内涵让观众领略到不同地域美食文化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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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展现四川美食的纪录片为例，在呈现麻辣鲜香的川菜

时，欢快、奔放的民间乐曲能够渲染出川人热情奔放的性

格特征，彰显出川菜的独特风味；在刻画川西高原的牧歌

生活时，悠扬、绵长的牧歌小调则能够展现康巴人淳朴、

恬静的生活状态，映衬出高原美食的原生态风貌。

（2）人文纪录片
以二战题材的纪录片为例，在展现战争场面的镜头

中，紧张、急促的鼓点能够渲染出战争的残酷与凶险，

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在呈现战争胜利

的场景中，激昂、高亢的乐曲则能够烘托出民族解放的

欢欣鼓舞引发观众的爱国热情，使其为民族的胜利而欢

呼雀跃。音乐与影像的巧妙结合，能够使历史场景变得

更加立体、生动，引导观众在情感上产生强烈的共鸣，

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历史事件所蕴含的深远意义。

以展现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纪录片为例，在呈现西

藏高原风光的镜头中，空灵、悠远的藏族音乐能够营造

出雪域高原的神秘气息，让观众感受到藏族文化的独特

魅力；在刻画云南民族风情的场景中，欢快、热烈的傣

族音乐则能够渲染出少数民族的热情好客，彰显出云南

多民族文化的多姿多彩。将富有地方特色的民族音乐融

入人文纪录片的创作之中能够使影片呈现出鲜明的地域

特色，让观众在欣赏影片的同时，领略不同地域、不同

民族的人文风情从而获得更加立体、丰富的审美体验[5]。

以关注城市边缘群体生存状况的纪录片为例，在展

现底层人民艰难生活的镜头中，悲怆、沉重的旋律能够

烘托出他们的困境与无奈，引发观众对社会不公的思

考；在呈现他们奋斗不止的场景中，昂扬、向上的音乐

则能够彰显出他们的坚韧与勇气，唤起观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激励人们勇于追求梦想，创造更加美好的未

来。音乐与影像的有机结合能够使纪录片的思想内涵得

到充分展现引导观众在情感上产生共鸣的同时对社会现

实进行深入反思，从而唤起人们的社会责任感，推动社

会的进步与发展。

（3）自然纪录片
以展现我国名山大川的纪录片为例，在呈现长江三

峡的磅礴气势时，悠扬、绵长的笛音能够烘托出三峡的

秀丽风光，让观众沉浸在大自然的美景之中；在刻画黄

山云海的变幻莫测时，空灵、飘渺的古筝音乐则能够营

造出仙境般的意境，引发观众对大自然神奇魅力的无限

遐想。音乐与影像的完美结合能够将大自然的壮美景象

展现得淋漓尽致，让观众在视听享受的同时，领略自然

之美的无穷魅力，从而唤起人们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

树立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意识。

以展现非洲大草原动物生活的纪录片为例，在呈现

羚羊奔跑的镜头中，欢快、跳跃的音符能够烘托出羚羊

的敏捷与灵动，让观众感受到生命的澎湃活力；在刻

画狮子捕食的场景中，紧张、急促的节奏则能够渲染出

丛林法则的残酷与凶险，引发观众对生存法则的深入思

考。动物世界纪录片中音乐的运用还需要注重声音的真

实性，尽量避免使用过于人工化的电子合成音乐，以保

持纪录片的纪实性与自然属性。在展现鸟类生活的镜头

中，清脆、悦耳的鸟鸣声能够营造出和谐、宁静的意

境，让观众沉浸在大自然的美妙乐章之中；在呈现昆虫

世界的微观镜头中，轻柔、细腻的背景音乐则能够烘托

出昆虫生命的微妙与神奇，引发观众对生命奥秘的无限

好奇。

3��纪录片中选取音乐素材的原则

（1）保持纪实性与艺术性的平衡
以反映社会问题的纪录片为例，在展现底层人民艰

难生活的镜头中，过于悲怆、沉重的音乐容易削弱影片

的真实性，使其失去应有的说服力；在呈现社会矛盾

与冲突的场景中，过于激昂、高亢的旋律则容易导致影

片的情绪失控，偏离客观记录的轨道。选取与影片内容

相契合的音乐素材，能够使纪录片更加贴近生活真实的

状态引导观众在情感上产生真切的共鸣从而更加深刻地

理解影片所要传达的社会问题进而唤起人们的社会责任

感，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选取的音乐素材应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能够提升

影片的审美价值与艺术感染力。以人物传记类纪录片为

例，在再现主人公的人生经历时，富有诗意、意境的

音乐能够烘托出人物的精神世界，彰显其崇高的品格操

守；在展现主人公的艺术成就时，优美、动听的旋律则

能够渲染出艺术的熏陶与感染，引发观众对美的向往，

使其在情感上产生强烈的共鸣。将具有鲜明艺术特色的

音乐元素融入纪录片的创作之中，能够使影片的艺术表

现力得到极大提升为观众带来更加丰富、多元的审美享

受，从而引导观众在欣赏影片的同时，领略艺术之美的

无穷魅力，提升自身的艺术修养与审美情趣。这种教学

不但能提高学习兴趣和课堂效率，更能帮助学生形成积

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为学生的未来发展奠定

坚实基础。

在保持纪实性的基础上，适度融入艺术元素，能够

使纪录片的音乐表现更加丰富、立体。以展现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纪录片为例，在呈现传统手工艺的制作过程

时，富有民族特色的器乐演奏能够烘托出手工艺的历史

渊源与文化内涵，彰显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刻画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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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的表演场景时，优美、动听的唱腔演绎则能够渲染

出戏曲艺术的神韵与意境，引发观众对民族艺术的无限

遐想。

（2）重视音乐过渡的自然流畅
在进行音乐过渡时可以采用渐强、渐弱、交叉淡入

淡出等技巧，使音乐在不同片段之间自然连接、平稳过

渡。以展现城市发展变迁的纪录片为例，在由城市的过

去切换到现在的镜头时，前一段音乐可以逐渐减弱后一

段音乐逐渐增强，使两段音乐在交替中实现自然、平滑

的过渡；在展现城市的现代化进程时，不同时期的音乐

片段可以采用交叉淡入淡出的方式，使音乐在不同时期

之间流畅地过渡，营造出时间变迁的连贯感，引导观众

在情感上产生共鸣，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城市发展所经

历的巨大变革。

教师还需要注意音乐风格的统一性，避免出现风格

迥异、无法融合的音乐片段，以保持影片的整体性与协

调性。以展现不同地域风情的纪录片为例，在呈现不

同地域的风土人情时，应尽量选取风格相近、旋律相似

的民族音乐，使影片在展现地域差异的同时，又能保持

整体的协调统一；在刻画不同民族的生活习俗时，应注

意不同民族音乐之间的和谐过渡，避免出现音乐风格突

变、情绪断层的现象以保持影片的艺术完整性，营造出

和谐、统一的意境，引导观众在情感上产生共鸣，领略

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

（3）选择能够准确表达主题的音乐元素
在选择音乐素材时教师需要深入分析影片主题，挖

掘其内在的情感基调与精神内涵，进而选取能够准确表

达主题的音乐元素。以反映社会问题的纪录片为例，

在揭示社会不公、批判社会弊端的主题下，选取的音乐

素材应当具有一定的批判性和思考性能够引发观众对社

会现实的反思；在呼吁社会进步、推动社会变革的主题

下，选取的音乐素材则应当具有昂扬向上、激情澎湃的

特点能够唤起观众的责任感与使命感，鼓舞人们勇于追

求梦想，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以展现人物传记的纪录片为例，在再现主人公坎坷

人生的主题下，选取的音乐素材应当具有一定的悲怆感

与沧桑感能够烘托出人物跌宕起伏的命运沉浮；在彰显

主人公崇高品格的主题下，选取的音乐素材则应当具有

高尚、典雅的特点，能够衬托出人物高洁的精神世界引

发观众的敬仰之情。

结论：纪录片音乐的运用是一个系统的艺术创作过

程，需要考虑影片主题、叙事结构、情感基调等多方面

因素。合理运用音乐能够极大提升纪录片的艺术表现

力，为观众带来更加丰富、立体的观影体验。纪录片音

乐应当在保持纪实性的基础上，适度融入艺术元素，重

视音乐过渡的自然流畅选择能够准确表达主题的音乐元

素从而实现纪实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统一。只有不断探索

纪录片音乐运用的规律和方法，才能创作出更多感人至

深、震撼人心的优秀纪录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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