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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以来的100年，是世界新闻传播事业飞速发展的100年。
这100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继报纸、期刊、通讯社之后，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络相继问世
，新闻传播的媒介日趋多元化，新闻传播的手段日趋现代化，“地球村”变得越来越小，新闻传播事
业对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则变得越来越大。
这100年，也是中国新闻事业飞速发展的100年。
其中最后的20年，即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发展得尤为迅猛。
综合有关部门发表的统计数字，截至20世纪的最后一年，全国已有公开发行的报纸2100种，通讯社2家
，广播电台1200座，有线和无线电视台3000多座。
其中，报纸年出版总数达到195亿份，广播人口覆盖率达到88．2％，电视人口覆盖率达到89％，电视
受众超过9亿。
与此同时，全国各类新闻从业人员的总数也已超过55万人。
这样大的发展规模，这样快的发展速度，在世界和中国新闻事业史上都是空前的。
回顾既往，盱衡未来，新闻传播事业在21世纪还将会保持着旺盛的发展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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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涵盖了纪录片创作的理论和实务两个方面。
全书主要分三个部分：第一编总论，主要介绍记录片的范畴与属性、学派、艺术特性及审美特征和纪
录片的历史演变等；第二编为前期创作，主要讲述了记录片的选题策划、采访、摄影造型、录音等；
第三编为后期制作，主要讲述了影片剪辑、声音剪辑、解说词、音乐创作及后期合成创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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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纪录片的范畴与属性第二节 艺术形态——内涵与外延纪录片是非虚构非表演的影视纪实艺术
。
然而，电视时代的纪实节目越来越多，何谓纪录片又成了问题。
各种相关的主张、理论，见于著述者颇多，却是众说纷纭。
这一现象说明，纪录片是一种发展中的现代艺术，是一种与社会生活密切关联，被广泛关注的艺术。
其相关论题内容丰富，值得认真探讨，却又未必能很快统一认识。
纪录片的本质特性是视听形象纪实性。
电视时代引发了“影视纪实热”，千姿百态的纪实节目，花样不断翻新。
不免使纪录片外延迅速扩大，有些电视人将各种题材的大部分电视纪实节目也囊括进来，也有人反对
这种扩展。
于是出现了许多不同表述。
有人按历史上的艺术学派将其分为四种：画面加解说的“格里尔逊式”、写实的真实电影、访谈式和
个人追述式。
有人按题材内容分为时政片、文化片、历史片、科技片等，统称纪录片。
以体裁形态论者，又将其分别名之为报道片、政论片、文献片、艺术片和跟踪纪实片，等等。
也有一种主张认为，纪录片只有新闻纪录片和文献纪录片两种。
同是涵盖说，又有涵盖与被涵盖之别。
有人主张纪录片涵盖各种纪实节目；有人则把纪录片视为纪实节目的一种。
还有人把纪录片狭义化，只承认某一种——如只承认“绝对客观”记录型影视片为纪录片，其余都是
“专题片”。
又有人强调自我表现，允许搬演、重演，反对纯客观记录⋯⋯众多认识之间的差异，说明多学派多风
格纪录片并存是基本事实；同时也说明纪录片艺术仍在不断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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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出版以来承业内专家和广大读者关注褒掖，谨致衷心感谢。
这次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系列教材的机会，对《纪录片创作》一版作了一些补充和修改。
本书把中外传统影视教学中的采访、摄影、构图艺术、录音（音响）、写作、节目编辑制作等多门课
程的相关内容综合为“纪录片创作”话题，为有志于纪录片艺术创作的新人提供一个系统的整体思维
框架。
至于作为专业课程教材，则可根据不同专业需要灵活运用。
因此，一版框架不变，主要的补充修改是将一版第二章第五节“我国影视纪实艺术风格的演变”单列
为“我国纪录片发展叙略”一章，稍微详细地论述了我国纪录片艺术的演变和现状。
此外主要是有关国内外纪录片发展动向、信息案例的补充，编用了一批佳作画面插图。
一版“后记”的几句话，仍有沟通作者与渎者的作用，兹合于本“后记”，一并与读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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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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