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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人说，没有哪一个社会比20世纪的世界更迷恋图像了。
而进入21世纪，电视已成为人们主要的娱乐与生活方式之一。
文艺复兴时代，人们曾将可见世界的一切事物都置于焦点透视的视觉真实之中，电影、电视的兴起，
赋予现实的准确以无以复加的可信性。
而这种独特的可信性，也使人们意识到电影、电视的主要功能就是记录——不论是记录排演的故事还
是发生的事件，而纪录电影则主要记录的是后者。
纪录片是人类各项先进科学技术的结晶产物，它对真实世界的纪录作用，使之成为历史的“立体档案
”和现实的“文献笔记”。
　　古人云：正名，必也。
在本文叙述中国20世纪纪录片的时候，有必要首先给纪录片一个科学的定义。
　　那么，什么是纪录片呢？
　　“纪录片是什么？
这似乎是一个并不难回答的问题，但多年来，人们仍然在为确定它的内涵争论不休”——钟大年①。
　　纪录片一词是格里尔逊1926年在评论弗拉哈迪的《蒙阿娜》一片时首先使用的。
当时格里尔逊对纪录片一词并未加以界定。
70多年过去了，中外学术界专家对纪录片做过很多论述。
这里择重要的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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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纪录片下的中国：二十世纪中国纪录片的发展与社会变迁》试图在历史学与纪录片之间架起一
座互通的桥梁，形成一个研究中国纪录片历史发展的专著。
透过它，一方面理清中国纪录片自身的发展历史；另一方面探讨纪录片与时代的关系，总结出纪录片
在各个历史时代的作用和意义，为以后的纪录片创作和理论的研究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纪录片下的中国：二十世纪中国纪录片的发展与社会变迁》适合高校新闻专业、历史专业、电影专
业作为教学参考书，也适合对纪录片感兴趣的爱好者自学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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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中国早期纪录片　　一、早期纪录片：动荡中的中国大地　　比起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绘
画、音乐、雕塑、戏剧、建筑、舞蹈六门艺术姐妹来说，只有号称“第七艺术”的电影，才有自己准
确的生辰年龄——1895年12月28日，是举世公认的电影诞生日。
这一天，法国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一家咖啡馆里，首次正式公开放映了他们制作的影片——“活动照
片”，几部数分钟内便可放映完毕的电影《工厂大门》、《火车进站》、《园丁浇水》、《水龙救火
》等，一时间轰动了巴黎，从而也揭开了电影时代的帷幕。
这一年，还诞生了一部电影《摄影大会代表的下船》，法国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称之为世界上“
第一部新闻片”，称它是“实地拍摄的自然景象”，“在现实中选择题材，从而给人以深刻的真实动
作感和生活感”①。
 　　但是，当西方国家推出这种可以连续拍摄和连续放映的新的光影艺术的时候，中国封建王朝还在
为是否增设天文算学馆而争吵不休。
封建、迷信的思想和观念，使中华民族在走向现代文明的路途中步履艰辛。
清王朝的没落和腐败，终于导致自1840年开始的帝国主义列强的野蛮侵略。
封闭的大门也最终被迫打开，伴随着列强国家的军事和经济扩张，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产品也开始
输入中国。
　　1．电影与中国结缘及外国人在华拍摄的早期纪录片　　既然中国与电影发明无缘，那么中国电
影历史的序幕也只能从外国影片的传人开始。
1896年8月2日，上海徐园“又一村”的一次游艺活动上，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电影①。
 　　此后，电影的放映活动逐渐在上海、北京、广州、天津等大中型城市遍布开来。
除了一部分守旧者将之视为“西人搜集人眼精华之法”外，大多数中国观众对于观看电影均怀有莫大
的兴趣。
但在其后的近十年中，在中国从事电影放映的全是外国人。
直到1903年，一位名叫林祝三的北京人，在北京前门一带放映电影，这才打破了西方人的垄断地位。
　　2．国人在华拍摄的早期新闻纪录片　　外国人在华放映电影的同时，也来到中国拍摄影片。
一些欧美国家的电影公司，派遣摄影师越洋过海来到上海、香港等城市，拍摄当地风光和人民生活。
他们拍摄的都是新闻纪录短片，有的在中国放映过，但大多数作为素材，经剪辑后在外国放映。
因此，最早的以中国生活为题材的影片，并不是由中国人拍摄、首先在中国放映的，而是由外国人拍
摄、在外国放映的。
 　　最早拍摄中国人的新闻片的是美国缪托斯柯甫公司1896年的《李鸿章在纽约》。
1898年，美国汤姆斯`爱迪生公司曾派遣一名摄影师周游世界、拍摄当地风光。
就在这一年，他来到香港，之后又互上海，拍摄了不少当地景物。
爱迪生公司把拍摄的素材，编辑成6部纪录片：《香港商团》、《香港总督府》、《香港码头》、《
香港街景》、《上海警察》和《上海街景》，并发行放映。
据说这些影片现在仍保留在美国国会图书馆。
此后，一些重大事件都有外国人来摄影。
　　19世纪末，由于帝国主义的大举侵略，终于导致义和团运动的爆发。
义和团的爱国主义精神，反映了中国人民反对侵略的共同愿望，但在运动中的烧教堂、杀洋人的排外
、仇外心理与行为，也表现出了中国农民特有的时代局限性和狭隘性，也震惊了西方。
1900年，一位外国摄影师来到中国，拍摄记录了处决一名义和团团民的情景。
同时，英国的两名摄影师歇尔和坎勇，拍摄了许多有关义和团题材的影片，并编制了《袭击教会》一
片。
该片叙述了英国传教士遭到义和团的攻击，一小队英国步兵闻讯后赶到，营救传教士的过程。
而詹姆士·威廉逊同年创作的《中国教会被袭记》，显然是上述影片的模仿和抄袭（据意大利波尔德
诺尼1995年第十四届国际无声电影节材料记载，在电影节上放映了这两部影片）。
但是乔治·萨杜尔说这是作者在花园房前由他一家人任演员的伪造的新闻片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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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年7月，日本吉泽商店也派遣摄影师柴田常吉和陈谷驹两人，以该店特派员的身份到北京拍摄
了影片《义和团事件》，共16本，同年1o月回国，并公开上映了该片。
这也是E1本最早的新闻纪录片④。
　　这些影片都是从西方侵略者的立场出发，对义和团的行为进行了诽谤和攻击，而对侵略者的行径
，例如对被围传教士和士兵营救时表现出来的所谓的勇敢和团结进行了赞扬和歌颂。
不过在这些影片中，也有从客观事实出发，对当时的情况进行如实描绘的纪录片。
如美国战地摄影师约瑟·罗森陶，在他的电影中讲述：“我见到整个地方被毁坏，紫禁城惨遭蹂躏”
。
可惜他的影片目前已无法查考③。
　　这段时间，外国来华的摄影师除记录当时他们的侵略行动外，对中国独特的人文风俗和自然风光
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美国华域公司1901年4月的目录中，就有罗森陶的一部短片《上海南京路》，内容为：“这是一条拥
挤的街道，影片中出现行人、黄包车、轿子、一名骑脚踏车的洋女子，一队锡克教徒和两个德国军官
。
”一位名叫皮顿·霍姆斯在义和团事件后一年访问了北京，他所拍的北京风景，是罕见的早期记录中
国皇都的影片④。
　　1901年，日本电影放映商高松丰次郎在中国台湾首次放映电影的同时，又奉总督府之命拍摄台湾
风景事物的纪录片，长达两万英尺。
总督府将其运回日本，在帝国会议的总预算会上放映，以显示其统治台湾的“业绩”，借此游说国会
议员增加其财政拨款。
　　1902年，美国缪托斯柯甫·比活格拉夫公司也派出摄影师来华，拍摄北京、天津的景物，经编辑
而成为《北京前门》、《天津街景》两部纪录短片。
 　　1904年发生在中国旅顺口的日俄战争，日本人也拍摄了影片。
鲁迅先生在日本读书时，就因看了影片中的中国人“一样健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后弃医从
文，这在《鲁迅　　选集》中可以得到印证。
 　　1910年，外国人来华拍摄了《天津火车到站》、《北京前门》等片。
在中国从事拍片活动的意大利人阿历克·劳罗，这一时期拍摄了《上海第一辆电车行驶》、《强行剪
辫》等。
　　外国人来华放映电影和拍摄影片，开始主要是一种商业行为，不仅所派出的摄影师都来自电影公
司，而且都用于公映。
但随着中西冲突的加剧，许多影片也逐渐在政治与文化上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需要。
正像美国陶赛乐和琼斯在《1896——1955美国银幕上中国和印度的演出》中声称的：“美国电影在世
界事务中普遍被认为是促进贸易和向世界传播美国思想的一种力量。
”不过，外国人到中国来放映和拍摄影片，毕竟为中国保留了相当珍贵的历史资料，而且对促进中国
电影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
像日本梅屋庄吉派摄影师来华拍摄的《辛亥鳞爪录》，就为中国推翻清王朝留下了一些珍贵的历史资
料。
　　国外电影的传人与普及终于也为中国电影的出现渐渐铺平了道路，随着中国电影《定军山》的拍
摄，中国电影终于在20世纪初诞生了。
 　　3．中国第一部影片与纪录片（1905—1915年）　　电影梦工厂以它的独特魅力终于征服了当时的
中国人，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老板任庆泰拍摄了中国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其内容是由中国著名的京剧老生演员谭鑫培主演的京剧《定军山》，谭鑫培在剧中扮演老将黄忠；这
次拍摄了《定军山》中的“请缨”、“舞刀”、“交锋”等场景。
《定军山》一片拍完后在大观楼等戏园上映，引来了众多影迷爱好者，当时出版的《电影》周刊报道
说，公映之际真有“万人空巷壮观之势”。
这部影片也可以说是中国人自己拍摄的第一部舞台纪录片②。
这部影片与世界电影历史发展的初期阶段看重突出电影的记录功能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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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这一点上它又落后于世界电影先进国家。
在这时，中国电影还只能做到“选择中的记录”，即确定记录对象之后，便将摄影机放在固定的位置
上拍摄；而不能像1903年鲍特拍《火车大劫案》那样做到“记录中的选择”，即在拍摄中挪动位置、
变换角度、并重新施行分切、组接。
 　　《定军山》的成功引起了国人对拍摄故事电影的浓烈兴趣。
在其后的几年中，任庆泰又与其他名伶合作拍摄了《艳阳楼》、《青石山》、《金钱豹》、《收关胜
》等七八部戏曲故事片。
1913年，在故事片方面，中国著名导演郑正秋等终于拍摄出中国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之后又
连续拍出《脚踏车闯祸》等20余部短故事片。
 　　1911年，中国终于诞生了第一部具有严格意义上的电影新闻纪录片——《武汉战争》尽管在这之
前，也有诸如《商务印书馆放工》等带有实验性质的影片，但它并未具备纪录片的特征。
“纪录片，一种排除虚构的影片，它具有一种吸引人的、有说服力的主题或观点，但它是从现实中汲
取素材，并用剪辑和音响来增进作品的感染力。
”③从这一定义出发，《武汉战争》可以说是第一部具有严格意义上的新闻纪录片。
 　　《武汉战争》以辛亥革命为题材，真实记录了中国人民为推翻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而英勇战斗的历
史画面。
1911年10月10日拂晓，湖北革命新军工程营的革命党人熊秉坤等，发动了攻占楚望台军械库的战斗，
得到了炮兵、步兵营的响应，从而爆发了武昌起义，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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