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s 新闻传播科学, 2024, 12(6), 1677-1682 
Published Online December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jc 
https://doi.org/10.12677/jc.2024.126254  

文章引用: 李甜甜, 张锦, 周宇迪. 国际传播语境下微纪录片的叙事策略探析[J]. 新闻传播科学, 2024, 12(6): 1677-
1682. DOI: 10.12677/jc.2024.126254 

 
 

国际传播语境下微纪录片的叙事策略探析 
——以《江河情缘》为例 

李甜甜，张  锦，周宇迪 

滁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安徽 滁州 
 
收稿日期：2024年11月24日；录用日期：2024年12月19日；发布日期：2024年12月30日 

 
 

 
摘  要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微纪录片作为一种新兴的影视艺术形式，凭借其独特的传播优势，成为了国家形象

在国际传播的重要载体。微纪录片《江河情缘》凭借其在叙事落点、叙事主体、叙事结构等方面的策略

探索，在展现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的同时，也为我国微纪录片在国际传播中提供了新的叙

事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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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globalization, micro-documentaries, as an emerging form of audiovisual art,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vehicle for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national images, leveraging 
their unique advantages in communication. The micro-documentary Xi’s Efforts to Heal the River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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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explores strategic approaches in narrative focus, narrative subjects, and narrative structure, 
which not only showcases China’s philosophy of “ecological priority and green development” but 
also provides new narrative insigh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micro-docu-
men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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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

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1]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也提

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新媒体时代，短小精悍、内容真

实、媒介适应性强的微纪录片作为一种极具传播力的新型影像形式，成为了传递主流话语、讲好中国故

事、建构国家形象，开展国际传播的重要载体。 

2. 微纪录片在国际传播中的功能 

在全球化和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微纪录片以其简洁的内容、高信息密度和灵活的制作方式，

契合了国际观众碎片化、快捷化的信息获取需求，在国际传播中发挥着传播中国文化，展现国家形象的

重要功能。 

2.1. 传播中国文化，促进国际交流 

微纪录片以影像为载体，通过讲述中国故事，来展现丰富多彩、底蕴深厚的中国文化。借助灵活的

视听语言和独特的叙事手法，微纪录片能够跨越文化和语言的障碍，将中国文化的精髓和魅力传递给全

球各国的观众，进而促进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通过微纪录片的国际传播，国际观众可以

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这对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和交流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有助于提

升增强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如微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通过国宝文物的故事，追溯中国历

史与文明，《茶，一片树叶的故事》呈现中国茶叶的制作工艺和全球文化底蕴，《京味》通过北京的历史

文化展现古都北京的城市风貌和发展变化，这些主题鲜明，展现中国优秀文化的微纪录片受到了诸多国

际观众的喜爱。 

2.2. 讲好中国故事，展现国家形象 

我国微纪录片题材广泛，涵盖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近年来诸多主流媒体制作的

微纪录片，通过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某一个具体切面进行真实记录，将我国的发展状况呈现给观众，使

国际观众对我国的社会变迁、经济发展、制度建设等方面有了进一步了解。如微纪录片《求索：美国共

产党的中国行》展示了我国的政治服务框架和中国政府为人民办实事的形象，《山水重庆，中国桥都！》

在展现重庆如何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也侧面反映出中国经济的向好发展，《江河情缘》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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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重视江河保护的真实故事，展现了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长远战略定位。这些题

材丰富、主题多样的微纪录片向世界展现了一个立体多元的中国形象，有助于增进国际观众对中国的了

解，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全球化背景下，微纪录片在国际传播中发挥着重要功能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首先，

国际传播中存在的文化差异，使得一些微纪录片叙事主题和价值观念较难触动外国观众，制约了中国故

事在国际舞台上的传播与理解。其次，传统的说教模式和叙事手法降低了微纪录片表达的生动性，难以

满足跨文化传播的现实需要。解决这些问题，在国际传播中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际传播效能，需要探

索新的叙事策略。 

3. 《江河情缘》的叙事策略 

人民日报客户端推出的《江河情缘》，聚焦习近平总书记重视江河保护的真实故事，展现了我国的

江河巨变和对生态保护的重视，折射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长远战略定位。凭借其在叙事落

点、叙事主体、叙事结构等方面的策略探索，《江河情缘》系列微纪录片发布后取得了良好的国际传播

效果，并获评了第三十一届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类一等奖。 

3.1. 叙事落点：以小见大，以人为本 

生态保护和社会发展是全球关注的重大议题，也是我国展现积极参与国际发展的重要窗口，这些议

题的国际传播需要契合国际观众的喜好，但长期以来，此类纪录片的叙事重心往往聚焦于宏观层面的政

策解读。然而，这种宏大的叙事落点，在国际传播的跨文化背景下，往往难以引发国际观众的共鸣，限

制了传播效果。如何将生态保护和社会发展的宏观议题融入国际传播的微观作品中，在叙事落点上《江

河情缘》系列微纪录片强调以小见大，以人为本。 

3.1.1. 以小见大：宏大议题，微观讲述 
生态保护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当下，各国共同关注的宏大议题，但讲好生态保护的理念和措施，实质

上讲述的是生态保护各个环节中不同参与者的生活图景和对策思考。因此，以普通人的视角作为叙事的

落点，以微观视角讲述宏大议题，更有利于在国际传播中讲好故事。《江河情缘》的综述篇开篇就以格

尔木长江源村村民申格作为故事的引子，曾经的牧民申格直面镜头讲述其从草场搬迁前冬天需要凿冰取

水的艰难场景，以及搬迁后用水方便生活便利的幸福场景，由此引入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时特

别强调要保护好三江源，保护好中华水塔的讲话。之后借由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昂扎对三江源四

年间生态变化的讲述以及工业企业员工李文洪回顾其汇报湖北解决工业围江的场景，进而导入《江河情

缘》的核心主题“如何守护好江河源头”，由此引发观众思考。综述篇的后半段，以背景音的形式，自然

而然地展示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黄河保护和沿江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理念。这种以小见大的叙

事落点，使得从个体讲述到治理理念，过渡自然，毫不生硬，更易于为国际观众所接受。 

3.1.2. 以人为本：人物故事，拉近距离 
正如著名纪录片人魏克然·钱纳所说：“通过聚焦平凡的小人物，他们的真诚、温暖、坦率和真实，

就能极易洞见中国的发展。”[2]《江河情缘》系列微纪录片中，人物故事贯穿了综述篇和分论篇的整个

叙事。在综述和分论共四集微纪录片中出现的故事讲述者近二十人，他们中有牧民，有菇农，有葡萄酒

庄园工作者，也有桥吊操作员、工程师、研究员、非遗传承人等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士。通过对他们的采

访，由这些人物身上的故事，生动展现出长江和黄河沿岸的文化、生态和经济风貌。如在文化篇中，非

遗传承人张喜民沉浸式演绎华阴老腔，姚卓展示苏绣工艺，不仅让观众领略了地方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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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揭示了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意义；在生态篇中，生态管护员昂扎讲述生态保护带来黄羊、藏野驴数

目的变化，展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经济篇中，葡萄酒庄园主人刘莉讲述了自己从家庭主妇到

企业管理人员的经历，展现了地方经济发展的活力和潜力，同时也引发了我们对可持续发展路径的深思。

一个个人物故事串联起长江黄河沿岸的发展和变化，《江河情缘》在宏大议题与微观故事之间找到了一

个很好的平衡点。以小见大，以人为本，不说教，寓理于事，拉近了与国际观众的距离。 

3.2. 叙事主体：他者视角，双向对话 

在国际传播的语境中，如何通过微纪录片来有效地讲述中国故事，是我国塑造积极国际形象的重要

一环。在这一过程中，微纪录片的叙事主体可分为“我者”与“他者”两个维度。“我者”代表了那些内

在于特定文化群体、共享相同价值观和认同感的个体集合，它体现了从文化内部出发的自我叙述和解释。

而“他者”则是指那些处于文化群体之外，持有不同价值观和生活模式的个体或集体，它作为一种外部

视角，帮助我们定义自身文化的边界，并在文化交流中形成对比和参照。 

3.2.1. 他者视角：增进理解认同 
在我国微纪录片传统的国际化叙事中，自我陈述式的“我者”叙事占据了叙事主位，在构建国家形象

的过程中，容易使异文化的观众认为这是一种具有文化本位性的宣教或具有侵入性的自我文化输出。相反，

如果将“他者”作为叙事主体，会使异文化的观众认同同一文化成员的叙述内容，增进对传播内容的理解

和认同。《江河情缘》的分论篇以林登、星悦、大白三位外国友人为讲述者。他们中既有在中国工作了三

十余年的媒体人，也有刚毕业的大学生和工作不久的英语老师，跟随他们的探访足迹，可以借助他们的视

角和日常化的叙述，为观众娓娓道来两河流域的生态保护、经济发展、文化传承。在这些“他者”叙事视

角中，观众可以跟随他们的脚步，观看他们走访非遗传承人、捡拾河道垃圾、体验乘船过三峡以及和菇农

一起采蘑菇等等真实而鲜活的画面记录。在这些细碎的记录背后，是外国友人以“他者”视角讲述的，对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喜爱和认可，对两河流域生态治理成效和经济发展成就的由衷赞叹。这种不着痕迹地

真实情感的流露，跨越了不同语境下的理解障碍，为中国故事的国际化叙事提供了新的思路。 

3.2.2. 双向对话：提升传播效能 
林登、星悦、大白的国际化身份和他们差异化的文化背景，以及他们展现出的开放、包容的传播态

度，使得《江河情缘》在运用“他者视角”讲述故事时可以与国外观众产生一种微妙的“自己人效应”，

进而在国际传播中消解文化隔阂，增进受众对微纪录片内容和传达观念的认同。林登、星悦、大白这三

位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叙事者分别贯穿了《江河情缘》经济、文化、生态三个分论篇的始终，他们在串

起故事主线，讲述故事的过程中，又都采访了与各自主题直接相关的中国人。这些被采访的中国各行各

业人士在接受采访，讲述故事的同时，也就构成了微纪录片中的另一类叙事主体。他们在讲述各自经历

和对生态保护、经济发展、文化传承等真实感受的同时，也在与串起主线的外国叙述者“对话”，这种双

向的对话与交流，规避了单一叙述视角的局限性，增强了传播内容的可信度，降低了传播过程中的信息

损耗，进而提升传播效能。 

3.3. 叙事结构：灵活联动，立体刻画 

微纪录片的叙事结构指的是情节、时间和空间的组织方式，决定了内容如何展开，并引导观众以特

定的逻辑顺序理解微纪录片所传递的信息和情感。合理的叙事结构能够确保微纪录片按照明确的逻辑和

节奏呈现主题。通过精心设计的叙事结构，微纪录片能够有效传达创作者的观点与情感，促使观众更深

刻地理解传播内容，从而在国际传播中提升效果。《江河情缘》在叙事结构上采用“1 + 3”模式，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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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综述篇与三部分分论篇的灵活联动，以立体化方式展现我国生态保护与社会发展的多元图景。 

3.3.1. 一条主线：线性叙事，主旨明确 
《江河情缘》的综述篇作为系列微纪录片的总览部分，明确了核心主旨，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

和黄河保护、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核心，全面展示习近平总书记对长江、黄河生态治理、经济

开发和文化传承的高度关注。综述篇中，关于长江和黄河的保护与发展细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但

均采用了线性叙事结构。在长江部分的叙述中，由申格、昂扎和李文洪的讲述引出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的

足迹及关于长江保护和开发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从“保护好三江源，保护好中华水塔”到“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再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线性的时间推进中，关于长江保护与开发的发展战略逐渐清

晰。在黄河部分的叙述中，画面中依次展现出 2019 年 8 月到 2020 年 6 月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黄河沿

岸的场景，伴随画面切换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护黄河重要意义的论述。这种线性叙事的方式，逻辑

鲜明，主旨明确，使得国际观众也能很好把握我国的生态保护推进进程。 

3.3.2. 多个板块：互相联动，深化主题 
《江河情缘》的分论篇分为文化、生态、经济三个相对独立但交织关联的板块。每个板块均通过一

位走访者的第一人称视角展开，使观众跟随走访者探索相关主题下的人物和故事。如在生态篇中外籍教

师大白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长江流域的足迹，先后探访了三江源自然保护区、长江七渡口、吴淞江和

黄河三角洲等地，跟随大白的解说和叙述，结合受访者的讲述，观众可以较为完整地了解到长江和黄河

沿岸的生态保护政策与现状。文化、生态、经济三个分集板块虽相对独立，但通过走访者的视角交替出

现，建立起与综述篇的主题关联。受访者在介绍时多次提到习近平总书记与各自主题的关联点，如文化

篇中的非遗传承人姚卓在介绍苏绣成品时提及习近平总书记 2017 年出访瑞士洛桑时带去的中国礼物就

是苏绣；经济篇中的受访者，三峡通航管理局工程师杨利在介绍大国重器三峡工程时，也提到了习近平

总书记 2018 年视察长江。这种通过线性与板块结合的叙事方式使主题表达层次分明，既深化了各主题的

独立呈现，又加强了板块间的互动与关联，有助于国际观众更全面地理解和接受中国的生态与经济发展

成就，向国际社会展现更加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4. 微纪录片讲好中国故事的叙事启示 

《江河情缘》作为一部具有较为广泛国际影响力的微纪录片，其成功得益于在叙事落点、叙事主体、

叙事结构等方面的创新探索。这些叙事策略不仅提升了微纪录片本身的传播效果，更为微纪录片在国际

传播中提供了新的叙事思路。 

4.1. 宏微观叙事相结合 

在微纪录片的国际传播中，重视思维差异和跨文化传播的语境至关重要。与传统纪录片相比，微纪

录片时长更短节奏更快，这使得制作者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吸引到受众的注意力。为了吸引国际受众，

尤其是年轻群体，制作者需在叙事落点上进行革新，以满足社交媒体时代国际受众在内容表达上的偏好。

在叙事落点的确立上，微纪录片可以关注国际受众的文化背景和兴趣，选择具有普遍关注度的生态保护、

科技创新等全球性议题，但在讲述故事时，要注重利用小故事和微情节来反映和呈现核心观点，以娓娓

道来的方式阐述道理。 

4.2. 确立合适的讲述者 

“他者视角”给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形象提供了新的路径。“他者”的“在场”，以及其与

“我者”的对话，丰富了中国形象的叙事维度，但在讲述中国故事时，需要确立合适的讲述者。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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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选择不同国别和不同职业的讲述者，以兼顾不同文化背景的国际观众的差异化信息需求。同时也要

考虑这些讲述者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熟悉度，优选像《江河情缘》中的三个“他者”那样在中国有较长

学习和工作经历，对中国文化、经济等领域有较强认同感的讲述者，以此才能在故事讲述中保持客观。 

4.3. 树立起共同体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

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3]在微纪录片的国际传播中也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

识，通过融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优化叙事结构丰富表现形式，以此激发不同文化语境中受众

的心理共鸣，提升微纪录片的国际传播效力。 

5. 结语 

在当下的国际传播语境中，我国微纪录片要想在国际传播中实现更好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

好中国声音，需要在叙事上有所创新。未来，主流媒体应继续探索和创新微纪录片的叙事策略，以此才

能更好地推动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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