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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烟火”——公益微电影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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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新媒体的传播媒介已经呈现多元化，微电影成为了当今网络

媒体传播的主要形式表现之一，公益微电影更是承载了网络媒体的社会责任宣传的主要方

式。公益传播不再是以传统的悲情方式呈现，而是有更多元化、常态化的发展形式。微电

影制作灵活，需要的技术较为简单，器材的使用率较低，时长短后期制作需要的周期相对

短，总体的成本投入少。其中公益微电影不仅在视觉和听觉方面使观众得到享受，还能在

此基础上反映出社会的某种现象或自身折射出的现象，引发人们的思考，从中受到启发或

引起共鸣或收获温暖感动，使得公益微电影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人间烟火”以泉州市的一个小农村为背景，二十几年的生活环境让我了解、熟悉这

个地方，村里的多以老幼为主，青壮年外出谋生。纪录下这个村每年都有的习俗——迎灯

和普通厨房里做的一顿饭。主要目的是向人们传达一种思家思乡的情感，通过纪录普通生

活的某个场景，让观众引起情感上的共鸣，呼吁在外的游子能常回家看看。本论文主要讲

述从前期拍摄脚本撰写到中期拍摄、后期视频制作等一系列微电影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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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创作背景 

1.1 微电影的发展历程 

微电影是近几年在互联网和数字媒体普遍发展下涌现并被广泛使用的一种

重要的新媒体形式，也获得了大众的广泛认同。微电影的出现并非偶然，“它的

原型最早可以追溯到 1995 年，美国广告人斯科特·扎卡林说服 Fattal and 

Collins 公司按照当时热播的电视剧“飞跃情海”的故事，制作连续剧“地点”

投放于各大网站播放，创造了日点击量 10 万人次的记录，这应该是历史上最早

的‘微电影’雏形。”[1]我国最早的微电影雏形当属于 2005年胡戈的恶搞片“一

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由此之后，微电影这个新物种在我国逐渐走上了成熟且疯

狂的道路。2010 年筷子兄弟联合出演的微电影“老男孩”称得上是国内第一部

真正意义上获得普遍认可的微电影也红遍大江南北。长江后浪推前浪，大众口味

也各不同，一波又一波的微电影浪潮接踵而来，人们的喜好也随之更替。可见在

新媒体的发展下，微电影在互联网上的传播性质、艺术特质和技术水准较符合人

们对碎片化信息的接收。可以预见，在社会发展愈发迅猛的时代，微电影以后的

整体发展趋势将迈上更广阔的舞台。 

“所谓‘微电影’，指的是时长不超过十五分钟，剧情相对简明，节奏紧凑

的微型剧情短片。”[2]相比电影还是有一定的差别，除了追求的目的、制作的

方式方法、体现的功能不同外，最主要的差别是成本，微电影成本低，让很多有

梦想的人实现了他们想实现的梦。 

1.2 公益微电影的发展现状 

相比发达国家慈善事业的传播，我国在公益传播方面还相对滞后。“主要原

因之一就是缺少具体、系统的法律规范和鼓励性的保障。”[3]在当今社会，“传

媒对社会主导价值观有说服力的宣传是从观念上促成个体接受社会主导价值观

的深层原因。”[4]在社会公共利益与市场经济利益的冲击下，微电影开始寻求

转型，又或者说是企业品牌的转型，众人也纷纷把目光投向“公益”这类以感性

诉求为主的微电影，这类微电影受到了受众的买单，受众在感官上、精神上得到

了一定的满足。传播者在获取受众好评度的同时，又承担了大众传播的所需履行

的职责。 

2015 年 6 月，中国开展了首届公益微电影节，这标志着公益微电影已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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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与民众的认可。“文化的表现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会形成

一个作为社会平均的思想和情感总结和的集体意识。”[5]即社会核心价值观。

公益传播实质是一种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有助于推动社会发展且对于人文精

神的塑造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微电影作为当今社会信息的一种载体，结合互联

网的优势，成本低传播快捷，给公益传播开拓了更广阔的领域。 

1.3 受众基本情况分析 

据 CNNIC 发布第 39 次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16

年 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7.31亿，普及率达到 53.2%，其中网民的男女比例为

52.4:47.6，比例相对平衡。学生群体是网民中的占最大比例的人群。年轻人主

要是网络信息接收的主力，而微电影这种依靠网络为传播载体的新媒体，年轻人

也是观看微电影的主力。在经济现代化的社会中，知识化也走向全面普及，人们

开始寻求“自我实现”的心理需求，加上人们对信息摄取的碎片化，无法正常观

看完一部电影，微电影的出现，言简意赅，很合当下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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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间烟火”总体说明 

2.1 作品灵感 

现如今的公益微电影，相比传统的公益微电影，已经跳脱出传统公益微电影

的素材单一和宣传的硬性陈规。“电影来源于生活，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

同时又反过来对社会生活产生着影响。”基于对现实生活的思考：近年来，随着

社会的发展，有的年轻人为了生活背井离乡，有的年轻人留恋外面大千世界，很

少回家，很少回家乡看看。作为即将踏上社会的大四毕业生，从小与父母接触本

就不多，读书时也长住校，所以对家对家乡有种特殊的情感。借此毕业设计将这

种情感表达出来。拍摄于平凡生活的某一天，贴切生活，让人看的自然，自己也

更善于去表达。 

确定了主题之后，又与几位好友交谈自己的想法，觉得这个题材可行。传统

的公益微电影采取的是教育性和恐吓性两种方式，这两种手法拍摄的微电影已经

很多了。具有故事性的微电影没有好剧本，不仅打动不了人，拍摄完有可能成为

四不像。所以我采取的是以纪录片式的手法，让生活自身来讲故事，娓娓道来。 

2.2 作品目的和意义 

目的：“巴赞曾说过：电影实质是一种‘现实的艺术’。”[6]“人间烟火”

是对平凡生活的重现和记录，提倡在外的游子常回家常会家乡看看，空出时间多

陪陪家人。 

意义：在看完影片后，心里有所思考：一个家，家里的爸爸妈妈，是需要用

爱用时间去维系，这种维系的纽扣之一就是饭菜里的温暖，餐桌上的爱。有些东

西莫等回首来时路，追悔莫及。 

2.3 作品创作中的难点 

“画面分辨率高，但寻像器、液晶屏尺寸小，分解力低，这就造成画面‘小

屏上清楚，大屏上虚化’的现象。”[7]这个问题在拍摄中常遇到。由于毕业设

计只能由本人完成，工作量大（没有助手）是其一，设备简陋是其二，后期处理

周期长是其三。 

“烟”主要拍摄母亲做菜，难点在于菜一入锅就无法慢拍，只有一台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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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角度拍摄容易让观看者疲劳。这部微电影拍摄了四五次才完整的将一桌菜的

制作过程拍摄完。“火”由于是大规模的群体活动，不受控制。拍摄时只能跟着

队伍走，迅速抓拍个体的活动。加上活动是在夜晚，对拍摄的难度更上一层。 

 

 

 

 



 

  II 7 

3 “人间烟火”创作和实现 

3.1 前期准备 

  3.1.1 分镜头脚本撰写 

   3.1.1.1 分镜头拍摄脚本简介 

“拍摄脚本顾名思义，其作用就是展示如何实现一个构思。”[8]分镜头脚

本主要将一部影视作品拆分为将要拍摄的镜头，将拍摄内容、拍摄时间、景别和

镜头采景提前制定好，便于实施拍摄时节省时间，并有条理的进行。一般用在前

期拍摄阶段和后期视频制作阶段。 

   3.1.1.2 脚本展示 

脚本涉及过的“过渡镜头：是指在两个镜头之间充当过渡衔接的镜头，使得

整体镜头画面在视觉上没有阻断感。”[9]（如表 3-1所示） 

表 3-1
 

镜号 拍摄内容 时间 景别 拍摄技巧 音乐/音效 备注 

1 
家乡的蓝天（呈现一个

干净明亮的画面），仰拍 
3-5s 全景 固定镜头 鸟鸣声 无 

2 
芦苇（傍晚阳光朦胧的

场景，画面略黄），正拍 
3-5s 近景 固定镜头 鸟鸣声 光圈 

3 

金谷村代表建筑（太阳

照射范围的变化，进入

黑夜，画面右明亮转昏

暗），正拍 

5-10s 中景 延时摄影 鸟鸣声 
3s一张、 

画外音 

夜晚拍摄，画面均以现场灯光为主 

4 
赵氏宗祠内部结构（大

体介绍拍摄场景），正拍 
3-5s 全景 摇镜头 无 脚架 

5 
案台上的神明 

（简介现场情况），正拍 
3-5s 中景 变焦点 无 五 

6 
案台桌上的物品（现场

情况由内而外介绍），正
3-5s 全景 固定镜头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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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号 拍摄内容 时间 景别 拍摄技巧 音乐/音效 备注 

拍 

7 
人们活动场景（营造迎

灯气氛），正拍 
3-5s 中景 固定镜头 无 无 

8 
过渡镜头（过渡到前期

准备） 
3s 中景 固定镜头 无 无 

9 

人们准备灯具，新旧灯

介绍（2至 3人，灯具特

写），正拍与仰拍 

15-20s 
中景-近景

-特写 
固定、跟摇 无 画外音 

10 
过渡镜头（过渡到迎灯

即将开始） 
3s 全景 固定镜头 物体的声音 无 

11 敲锣打鼓场景，正拍 3-6s 特写-中景 固定镜头 鼓声 画外音 

12 
过渡镜头（过渡到迎灯

开始） 
3s 全景 固定镜头 无 无 

13 迎灯时的灯笼，俯拍 3-6s 近景-中景 固定镜头 无 画外音 

14 

神明迎街场景，正拍，

（展示出基本的行走情

况） 

10-15s 中景-全景 固定镜头 无 画外音 

15 
迎灯归来人们的活动，

俯拍（迎灯结束场景） 
10-15s 全景-中景 固定镜头 无 画外音 

16 木偶戏表演-唱 3-5s 特写 固定镜头 表演人本音 无 

17 木偶戏表演-演 3-5s 全景 固定镜头 表演人本音 无 

18 木偶戏后台锣鼓 5-10s 特写-近景 固定镜头 锣鼓声 无 

19 
过渡镜头（过渡到迎灯

后期） 
3-5s 中景/全景 固定镜头 无 无 

20 

迎灯后期，正拍 

（族长祷告，整个活动

尾声） 

10-15s 
近景-中景

-全景 
固定镜头 无 无 

21 过渡镜头（迎灯结束） 3s 中景/全景 固定镜头 无 无 

22 
族长结束语，正拍（迎

灯活动收尾） 
待定 中景 固定镜头 发言人本音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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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拍摄设备简介 

单反：尼康 D7100，一款 APS-C画幅的中端机型。2410万像素，没有光学低

通滤镜，画面较为真实，后期视频调色空间大。加防水防尘机身设计，拍摄时不

怕水滴喷溅。动画录制格式支持超清 1920*1080/60i 和高清 1920*1080/30p，视

频渲染输出格式选择性更高。 

三脚架：长时间的拍摄会让手的支撑能力变弱，进而对构图和后期制作造成

很大的困扰。三脚架能起到稳定相机的作用，拍某些需要移动的镜头，三脚架也

能帮助镜头匀速的移动。 

专业单反麦克风：单反自身的录音功能是很弱的，收录的声音杂音干扰大，

后期杂音难去除。专业单反麦克风能收录最近声音，排除其他杂乱的音频，对后

期视频的制作提供了便利。 

3.2 中期拍摄 

  3.2.1 光线选择 

光线不仅仅是影视拍摄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在镜头的连接以及时空转换的过

程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如“火”中开头前几秒有一小段延时摄影，根据光线的

变化，来说明时间的流逝，白天进入黑夜。 

“烟”的拍摄场景主要选择在自家平常的厨房，但未经修饰，光线较暗，拍

摄出的画面不是很明亮。“火”都是在晚上拍摄，对于光线的掌控难度比较大，

所以拍摄的场景有选择性，基本选在亮度较高的地方。 

 3.2.2 拍摄手法 

“人间烟火”两部微电影均采用纪录片式的拍摄。纪录片不是生搬照抄生活

中所发生的，而是要有自己创造性的处理。“创作者在拍摄时通过选择视角、干

预与否，在后期剪辑时通过裁切素材、排列组接等手法完成自我立场、观点的表

达。”在确保正常流畅的拍摄前提下，又要让观众有兴趣看完，看完有思考。在

拍摄时“烟”这部多采用特写，让场景生活化，让观众有情景代入感。“火”以

中景和全景为主，让观众能看到整个活动的基本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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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后期制作 

  3.3.1 视频制作（如图 3-1所示） 

 

 

图 3-1  

3.3.2 影片剪辑 

   3.3.2.1 软件选择 

Adobe 公司推出的 Premiere Pro CC2015软件毋庸置疑是一款功能强大的软

件，容易学操作也容易。不仅在视频的处理上有内置的调色工具，在音频上也包

含环绕声效果的全新声音工具，还有强大的字幕编辑功能。相比其他视频制作软

件，Premiere Pro CC2015 的“性价比”相对较高。 

   3.3.2.2 影片色调 

“影片色调构成的总倾向。以一种颜色或几种邻近颜色为主导，使全片呈现

某种和谐、统一的色彩倾向。它赋了影片以或明快、或压抑、或庄重等总的气氛。”

单反拍摄出的视频色调总比人眼看到的淡，所以在后期调色跟拍摄时的光线一样

重要。色彩也能表现出人内心的情感，如色彩暗淡，冷色调多，说明现在这个场

景里面的人心情也不会特别好。 

“人间烟火”两部微电影按色相划分，属于红调子。红在国人的印象中是一

种喜庆，热烈的象征。人间的烟火除了表意上的烟火外，也指人情世故。红色赋

予影片一种温暖的气氛，向观众传达家和家乡的温暖和热情。（如图 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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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3.3.2.3 渲染输出 

（如图 3-3 所示） 

 

图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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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音频处理 

3.3.3.1 语言声、效果声、音乐声 

语言声：在这两部纪录片中，语言更多是起解说作用。台词较为口语化，也

符合本人性格所会说出口的，这样让整体效果更真实，表达出的情感更真切。语

言声是现场录制，减少整个视频的维和感。 

效果声：“音效是指电影中除了语言和音乐外的声音，既包括场景中的现实

声音效果，也包括了为了塑造人物、营造情绪气氛、渲染影片风格而制作的声音

效果。”为了让观众有熟悉感，两部微电影的音效均采用现场收音，能迅速接受

眼前的事物，更真实。 

音乐声：“烟”微电影主要配乐是轻快的古典乐，营造厨房忙碌的氛围，也

会让观看者不自觉的加快步子，减缓观看者的疲劳感；视频结尾采用 Justin 

Timberlake——“Five Hundred Miles”，令观众想到自身与家的距离，从而有

所共鸣。“火”微电影主配乐是徐梦圆——“China-X”，整个视频节奏较为欢

快。徐梦圆的“China-X”采用电音与古典乐器的结合，也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视频中灯具的选择也是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使得视频整体的基调不会太过老套。 

 

3.3.4 海报制作 

海报以字体为主，主要有三版：“人间”、“烟”、“火”，均采用中国风的风格

设计，简单明了，较符合此微电影的人文情怀。（如图 3-4所示） 

   

 

图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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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微电影在传播的过程中，能否让人们内心产生共鸣，“只有编码者和解码者

的文化经验和感觉结构相互交流与碰撞，内化在影像中的意义才能激活并释放。”

[10]“人间烟火”制作时长约摸有四个半月，期间的变数太多，如拍摄时间冲突、

光线布置不合理等。将想法转变为剧本，将剧本转变为实际，其中需要自己的独

立思考和能力还有老师朋友的建议。此次毕设作品“人间烟火”传达出我对家对

家乡的情意，希望能与“解码者”有所碰撞，激起人们心中的共鸣。你应该去大

千世界经历一遍，你应该去滚滚红尘消受一番。你喜欢快乐渴望温暖，你应该找

个机会回去，看看家乡，夸一夸妈妈做的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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