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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徽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徽文化既包括笔墨纸砚的文房四宝、粉墙瓦黛的徽式建筑，

又包括独具魅力的徽茶文化。徽茶，就狭义而言指古徽州府所产茶叶，广义的范畴应是整个安徽省的茶叶，早在明清时期，徽州茶、六安

茶就扬名内外，固有徽六名茶之美誉。该纪录片以安徽省黄山市歙县璜田乡蜈蚣岭村白茶和安徽省黄山市祁门芦溪安茶为拍摄主体，同时

本文从画面与构图、色彩运用与影像表达三个方面进行创作分析，展现了中国茶文化的独特魅力和茶对当代社会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

人生态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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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的发源地是中国，它不仅传承了我国悠久的文化传统，

而且具有深厚的文化价值。所谓的茶文化就是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

对茶运用过程中有关物质和精神文化的认知。茶在形成和发展的历

史中，不但汇集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大量知识，而且也汇集了

佛家、道家、儒家的传统理念和深刻的哲学道理。在生活中，人们

通过在闲暇时品一杯香茗，明心净性，增强自身修养，陶冶个人情

操，完善人生价值取向。因此，人们在生活中形成了丰富的高雅文

化。 

中国自古以来就一直种植茶叶，每年茶叶生产总量居世界前

列。同时，中国还是茶叶的原产地和茶文化的发祥地。在古时，茶

叶通过人们的长途运输传播到了部分西方国家。在经历了历史的变

迁、社会的发展、文化的积淀，部分西方国家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独

特魅力的茶文化。近年来，本国的传统茶文化受到了西方茶文化的

影响，逐渐呈现衰落的迹象。尤其是在年轻群体中掀起了一阵喝咖

啡、奶茶、袋泡茶的潮流。然而对黄山毛峰、太平猴魁、六安瓜片

等历史名茶的选择更多是集中在老一辈群体。这一趋势将势必阻碍

中国茶文化的进一步传播。 

纪录片《茶道人生》以安徽省黄山市的两种小众茶叶：蜈蚣岭

白茶和祁门芦溪安茶为拍摄对象进行创作。在整部纪录片中，内容

分为两个部分进行创作。第一部分为：“藏于深山的白茶”；第二部

分为：“寻找回来的安茶”。本文通过分析画面与构图、色彩运用与

影像表达三个方面的创作手法在纪录片《茶道人生》的创作过程中

的运用，从而展现出中国茶文化的独特魅力和茶对当代社会人们生

活方式的改变以及人生态度的影响。  

（一）画面与构图 

纪录片运用摄像镜头，将生活原生态真实完整的进行记录整

合，将社会中的真人、真事、真情呈现在观众面前。画面是电影语

言的基本元素，每一幅画面都是具有独立形式感的个体，它们具有

自身的严谨结构和承载各种信息的能力。爱森斯坦说，画面将我们

引向感情，又从感情引向思想。“构图”原来是一个美术用语，为

组合、构成的意思，它指艺术家在一个空间中安排和处理表现对象

的位置和相互关系，把个别和局部的形象组成画面整体。而在纪录

片中的构图，就是被摄体在一定幅度里美的结构，是被摄对象在画

面中占有的位置和空间所形成的画面分割形式，其中包括光、影、

明暗、线条、色彩等在画面结构中的组合关系，共同构成视觉形象。 

在纪录片《茶道人生》的拍摄过程中，特别注意了画面与构图

的选择。“藏于深山的白茶”这部分的拍摄，运用了航拍，航拍的

画面把蜈蚣岭的千亩梯地拍摄的大气磅礴，给观众以震撼。通过航

拍蜈蚣岭千亩梯地，从侧面展现了蜈蚣岭村民用石头垒成千亩梯地

的坚韧不拔的品质。在拍摄蜈蚣岭村民采摘茶叶的过程中，创作者

注意到了拍摄画面的唯美性以及构图的合理性。通过拍摄蜈蚣岭村

民采摘茶叶时的不同画面来体现蜈蚣岭村民的质朴与勤劳，这也是

纪录片《茶道人生》想要表达的一个主题。“藏于深山的白茶”后

半部分，通过拍摄国学老师曹树德先生的唐代煎茶法，向观众弘扬

了中国传统的茶文化。在拍摄唐代煎茶法的过程中，注意到了构图

的对称性，从而使得画面更加和谐统一。 

“寻找回来的安茶”这部分主要讲述的是安茶的历史以及黄山

市母树白茶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平先生与安茶结缘的故事。在这一部

分中，创作者没有使用航拍的方式来拍摄画面，更多的是使用普通

的拍摄方法来拍摄。因此，拍摄的画面和构图相对中规中矩，从而

体现了安茶的历史性，也符合了该部分想要表达的主题。在拍摄黄

山市母树白茶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平先生讲述他是如何与安茶结缘

的时候，整个拍摄的画面和构图相对正式，同时采用了跟拍的拍摄

方法，这也体现了纪录片真实性的特点。 

（二）色彩运用 

构成影像的重要元素有很多，色彩就是其中之一，通过丰富的

色彩，观众可以在影像中获取更多的有效信息。同时，色彩还是影

片重要的造型元素，色彩是影片的外在表达，不同的色彩表达了影

片不同的主题。在纪录片《茶道人生》的拍摄以及制作过程中，创

作者尤其注意色彩的运用。在拍摄蜈蚣岭的千亩梯地时，运用了航

拍器，航拍出来的千亩梯地色彩并没有设想中的理想。考虑到影片

的整体色彩，在后期制作时创作者将航拍的素材进行了简单的调

色，从而达到理想的状态，也更加符合该纪录片的总体色彩要求。 

“藏于深山的白茶”这一部分中拍摄了国学老师曹树德先生展

示唐代煎茶的画面，在拍摄的过程中，考虑到了色彩的运用。由于

曹树德先生展示唐代煎茶的环境相对幽静，所以整个拍摄的画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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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相对于外界的自然环境要昏暗一点，从而给观众传达出一种安静

祥和的氛围。 

在拍摄黄山市母树白茶有限公司刘平先生讲述安茶改变了他

的生活方式以及影响了他的人生态度时，画面色彩相对偏黄，从而

使得整个画面更加和谐，营造了一种温馨的气氛，使得整个纪录片

更具人文气息。 

（三）影像表达 

文化因影像而广泛流传，影像因文化而彰显意蕴。纪录片创造

了一种文化和影像互惠互利的机遇，如果要充分表达茶文化艺术，

势必需要通过与之相对应的影像拍摄和影像结构来进一步呈现创

作者想要展现的茶文化艺术。整部纪录片《茶道人生》从影像结构

入手，从对历史的回望与思辨、社会环境的探究与思想传递以及人

生态度的表达三个层面有效塑造了“史、思、诗”兼具的茶文化形

象。 

其一，史：历史的回望与思辨。今天通过影像所讲述的故事伴

随着时间的推移终将会变成明天的历史。《茶道人生》整部纪录片

的影像不但完成了记录蜈蚣岭白茶生长和生产的使命，也自觉意识

到自身所肩负的历史责任。通过对蜈蚣岭白茶生长环境的介绍以及

对当地参加农业学大寨村民的采访，达到对当时历史的一种回望与

思辨，从而期待给观众以全新的历史感悟。纪录片《茶道人生》中

加入了历史照片这一影像，历史照片为整部纪录片增添了历史感，

从侧面表达了该部纪录片创作者所秉持的“回顾历史”创作初衷，

使得该部纪录片更具历史感和时代感。 

其二，思：社会环境的探究与思想的传递。所谓社会环境的探

究，就是通过观察社会现象达到逐步接近社会本质的过程。社会中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愿意品尝本土茶叶，而是以咖啡、奶茶和袋装

茶叶去替代本土茶叶。正是这样的社会环境，使得中国的茶文化呈

现一种衰退的趋势。但是，在纪录片《茶道人生》中，加入了国学

老师曹树德先生亲自采茶和亲自取水煎茶的画面与当今的社会环

境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该纪录片中，通过细腻的特写、近景镜头

充分表现了茶的恒久魅力。整部纪录片中，白茶和国学老师曹树德

先生是一种平等的关系，通过对蜈蚣岭白茶的描述，展现了社会中

深受传统观念影响的部分个体的特性，表达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情感

宣泄。借助蜈蚣岭白茶来比喻社会中的部分个体，追求简单质朴和

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 

其三，诗：人生态度的表达。自然原始的生活画面是纪录片的

本质，只有注入情感才使得纪录片具有活的灵魂。在纪录片《茶道

人生》的创作过程中，引入了黄山市母树白茶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平

先生与安茶结缘的过程。他作为一个北方人，从不懂茶不喝茶，到

接触到茶，再到今天非茶不可的生活方式的转变。同时，品茶使刘

平先生形成了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用中国著名茶文化专家赵英立

先生的一首诗来表达这种人生态度则为:山深归鸟众，水浅野鱼清。

独立六茶外，安然一盏中。 

“史、思、诗”相结合的影像结构，使得纪录片《茶道人生》

具有历史感和文化气息，中国茶文化的独特魅力通过影像来诠释，

促使整个纪录片的生活意蕴和人文质感如同饮茶一般“良久有回

味，始觉甘如饴”。 

结语： 

伴随着国外饮食、传统文化等题材纪录片的迅猛发展并取得较

好的收视率，国人也逐渐开始重视这类题材纪录片的拍摄，尤其是

关于茶叶题材纪录片的创作，以此希望唤醒国人对茶文化的了解和

进一步的传播。纪录片《茶道人生》的创作向观众介绍了安徽省黄

山市两种特殊的茶叶：蜈蚣岭白茶和祁门芦溪安茶，使得观众对这

两种茶叶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同时也向观众传达了在当今社会我

们应当保持追求简单和质朴以及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同时，在该

纪录片的创作过程中还加入了人物的叙述，通过讲述典型人物的故

事，展现茶叶对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人生态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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