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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年初《纪录片研究》一书出版之后，出版社建议再出一个教材的专用本，因为原书是教育部的
科研项目，尽管也是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体系，但在写作的时候并未将教和学作为最主要
的目标，这个版本将努力克服专著类图书对于教学的不适，以使其更加符合教学要求。
　　原书中第三部分中的两个附录和第十三章 删除，最后两个部分有关纪录片美学的讨论和翻译也全
部删除，因为这些部分涉及了许多哲学和历史学的问题，不但对阅读者有一定的要求，并且显然是离
开了有关纪录片自身的主题，倾向于形而上。
剩下的有关纪录片的起源、流派、分类、定义以及有关纪录片构成等方面的讨论保持了原来的水准，
未加删改。
　　目前全书共18章，分成4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讨论纪录片的起源问题。
纪录片的起源其实与电影起源密切相关，电影在诞生之初，远不是我们今天观念中的那个电影，而是
一种“杂耍”，纪录片、剧情片、动画片等影片类型的雏形都包含其中.当社会意识形态中纪实的观念
逐渐成为主流的时候，艺术作品中纪实的成分，包括文学、戏剧、绘画、摄影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这种变化主要的倾向是将带有纪实性质的作品从原有的艺术门类中分离出去，成为独立的样式。
电影也不例外，纪录电影便是在这样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的催生下出现的，它符合了当时社会文化进步
的需求，成为一种兼有艺术、新闻和教育特点的电影样式。
这样一种新电影样式出现的时间大约是在20世纪20至3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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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系统阐释纪录片理论和作品的概论性教材，介绍了纪录片为什么会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诞生，
以及弗拉哈迪、维尔托夫、格里尔逊、伊文思等电影大师对纪录片的起源和发展做出了哪些不可忽视
的贡献；分析了为什么在20世纪50至60年代“直接电影”和“真实电影”这两个纪录片的主要流派会
应运而生，它们所代表的又是哪两种不同的美学观念；对于纪录片的分类(纪实性、宣传性、娱乐性、
实用性)及其界定、构成(选题、采访、拍摄)、叙事(素材、语法和修辞、人称和旁白)等，本教材也提
供了条分缕析、合情合理的讲解。
这是一本适合大学本科和研究生使用的教材，也可供创作人员和业余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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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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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维尔在英国自由电影中所发现的对成年人表现出的“厌恶感”，与其所宣称的自由理念背道而驰
，他说：“还有对形成成年人（除少数老人外）和孩子鲜明对照的形体外观（宽大的臀部、宽松下垂
的衣服）表现出的一种厌恶感，这实在难以看出它怎能被称作对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价值观的表现。
”①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拍摄自由电影的一代英国青年人中，剧情片的传统和纪录片的传统都是他们
“反叛”的对象。
　　法国让.鲁什的真实电影尽管与英国的自由电影不同，但也在某种程度上使纪录电影与剧情电影的
边界发生模糊（详见第七章 “法国真实电影”）。
因此，Barsam说的来自“外国写实主义实验”对直接电影的影响，在今天看来其实发生在两个方面：
一是正面的影响，比如说对大众文化的关注、平民化的视角、放弃说教等等。
二是负面的影响，纪录片中的纪实美学在20世纪50年代遭遇了一场真正的危机，新成长起来的一代青
年正在挑战所有的传统、价值观和伦理，这也包括了纪录片中的纪实美学，如果不能有效地捍卫“纪
实”的观念，纪录片作为一种影片类型的地位也将受到考验。
可以说，“直接电影”的出现正是纪录片针对这一危机的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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