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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关于电视纪录片的理论专著。
它立足中国创作实践，对电视纪录片进行本土化和个性化的学理探索。
    全书考察了电视纪录片在中国发展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趋势，阐释了电视纪录片的基本属性、主要
类型、审美特征，分析了纪录片与社会的关系、纪录片创作的主要流派。
在此基础上，作者还针对发展历程中所经历的诸多富有争议和尚未解决的重要问题进行了探索，多角
度深入剖析了纪录片与纪实主义美学、中西纪录片创作影响、纪录片创作的哲学观念，阐明了纪录片
管理体制和市场化机制，并着眼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纪录片创作与交易中的现实问题，提出了纪录片
的创新理念，探讨了有效的经营运作方式。
    该书建立了一个机对完整的电视纪录片理论体生活费，具有理论性、实践性、系统性、前瞻性特征
，既为广播电视学者提供了较为系统、全面的理论参考资料，也有助于产践者在面对现实问题时打开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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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欧阳宏生，高级记者，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全国首届“十佳”广播电
视理论工作者。
先后在地方和中央电视媒体工作，从事采编、管理和研究工作。
2001年调入四川大学。
二十多年来，发表新闻传播学等学校论文100多篇，出版《新闻学论集》、《新闻写作学概论》、《新
闻评论新论》、《中国电视论纲》、《电视批评论》、《广播电视学导论》等著作。
先后主持或参与主持了国家“九五”、“十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视理论”、“电视文化批评
”等10项重点、一般或部级课题。
另外，还主编《机关写作大辞典》、《经济写作大辞典》两部工具书，个人著述230多万字，6项成果
分别获国家、部及四川省人民政府社科奖励，多项成果填补学科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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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纪录片创作拓展期代表编导及作品　　拓展期各种新的创作风格及群体还处于开拓和摸索状
态，基本厂没有在全国产生深远影响的编导和作品，只有少数作品因为创作思想和手法的新异引起了
诸多争论，但就范围及深度而言，其影响远不如前三个时期的代表编导和作品，基于此种实际情况，
我们在这部分主要介绍曾引起争议的或者具有某种特殊性的编导和作品。
　　1　张以庆及其《英与白》　　张以庆及其《英与白》属于这个时期传统制作队伍中最富争议的
编导及作品，他们代表了对主观表现与客观再现进行再思考的创作态度，也引发了这一时期关于主观
与客观的大讨论。
　　张以庆，出生于北京，早年当过工人，1987年调入湖北电视台从事电视专题片和纪录片创作。
《舟舟的世界》　(1997年)和《英与白》(1999年)是他的两部重要代表作品。
强烈的主体　　性和深刻的人生思考是张以庆的重要创作风格，这种风格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体现。
《舟舟的世界》曾以其特别的创作风格引起人们关注。
创作者充分表现了他所感受到的弱智的青年指挥家舟舟，呼唤人性、赞美人性的主观抒情成为该作品
鲜明的主题。
在创作领域引起更大争论的是《英与白》，该作品将主观表现的叙事风格演绎到了极至。
　　《英与白》的主要内容与风格将在下文专门述及。
此片在2001中国四川国际电视节上连获最佳纪录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创意奖和最佳音效奖四项大
奖。
理论界对该作品及其创作理　　念则争议颇多。
无论如何，《英与白》的出现代表了新的创作理念对传统创作理念的大胆反思和变革，昭示了一个多
元化创作时代的到来。
　　除了张以庆，湖北电视台创作群体整体水平都有所提高，不少编导风格独特，在业界获得好评，
如姚松平的《远山的瑶歌》　　获2001年度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一等奖，吴晓平的(鹤舞醉江楼)获中
国广播电视学会电视纪录片一等奖，　《中国人·梦续中华》获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社教系列片特别
奖等。
　　2．段锦川及其八廓南街16号　　段锦川是从国家电视台走向独立制片的代表之一。
他1984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之后长期在西藏工作，1992年回到北京。
后来脱离电视台，独立制作纪录片。
　　《八廓南街16号》(1997)是他的重要代表作。
该片选取了拉萨最主要的街道——八廓街作为拍摄地点，南16号是当地居民委员会所在地。
该片以居民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及各种居委会议　　为记录对象。
作者受怀斯曼的创作理念影响很大，该片具有鲜明的“直接电影”风格，对拍摄对象不进行任何干预
，没有旁白解说，没有音乐，没有访谈，而让会议自身所蕴含的变动和冲突构成作品丰富的内涵，摄
像机在片中只是担当发现的任务。
作品曾在法国真实电影节上获奖，评委会的意见是：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西藏。
《沉船》、《广场》是段锦川的另外两部作品。
《沉船》记录的是打捞一艘上个世纪初被殖民者炸沉的北洋水师的战舰——“致远号”的过程，透过
作品我们可以看到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借此炒作牟利的各种利益之争。
《广场》由他和独立电影导演张元合作而成，作品将天安门广场当作一个剧场，将每天川流不息的人
群的活动当作表演，表达一种对日常生活的体验。
　　3．(北京的风很大》与《我们的留学生活》　　《北京的风很大》和《我们的留学生活》分别以
大胆介入的纪录风格和坚忍不拔的纪录精神在独立纪录史册上留下了可贵的一页。
　　《北京的风很大》由雎安奇编导。
作者生于新疆，19岁创办红旗广告公司，后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1998年发起壕沟电影小组
，1999年拍摄此片。
　　富有实验意识的提问式记录手法使《北京的风很大》引起强烈争论。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纪录片概论>>

全片没有解说，除开头部分对风的解释用了字幕外，整部作品由人物同期声和现场声来建构。
作者以同一个问题“你认为，北京的风大吗?”的反复询问贯穿始终，不同场合的不同被摄对象做出厂
富有戏剧性的反映和回答，比如他们将镜头伸进公用厕所，对正在大便的一位北京人，对方既恼火又
无奈：“我操!我这蹲着，你们他妈的也拍啊。
”作者大胆的尝试使作品充满张力，但也引发了相关思考和争论，比如摄影机暴力问题。
　　《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由留学生张丽玲等以亲历者身份摄制而成，真实记录了留
日学生的生活。
1995年筹拍，1999年完成。
采访315人，其中跟踪拍摄66人，自筹经　　费，业余拍摄长达三年。
在北京电视台播出后引起了巨大反响。
　　此片共]o集，每集50分钟，分别是《初来乍到》　(上、下)、《彼岸的青春》(上、下)、《家在我
心中》、《角落里的人》、《小留学生》(上、下)、《我的太阳》(上、下)。
其中三集在富士电视台播出后，在日本社会的不同阶层也引起了强烈反响。
《小留学生》以高达20．6%的收视率创造了日本当年度同栏目的最高纪录。
许多日本观众说，这部纪录片改变了他们原来对在日中国人乃至中国的印象，他们被片中中国留学生
不畏艰辛、顽强拼搏的精神所感动。
此外，报纸、杂志、电视台、网站纷纷予以报道，使之成为一时的热点话题。
　　该片也引发了一场长达两年的诉讼。
2000年，　《角落里的人》主人公之一史国强以损害名誉为由在东京地方裁判所起诉张丽玲及协助其
拍摄的富士电视台，并提出高额赔偿的要求。
诉讼以张丽玲等胜诉告终。
　　除了以上所及，拓展期还有很多优秀的编导和作品，每年都有大量各具特色的短片、长片、系列
片获得国家级政府奖——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有的以个性化题材和深刻的人性主题见长，如《天池
人家》(新疆电视台)、《爱的变奏》(中央电视台)、《我的家》(山东电视台)、《山里的日子》(四川
电视台)；有的以挖掘特别事件、重大活动的现实题材见长，如《世纪末的起诉》(湖北经济电视台)、
　《揭秘“东突”恐怖势力》　(中央电视台)、慚委会“大选”》(黑龙江电视台)、《庄严的承诺》(
青岛电视台)、《吕日周“新政”》(山东电视台)；有的以独特的叙述视角见长，如《大爷上岗》，此
外，传统题材如历史文化纪录片也有不少优秀之作，如《百年中国》(中央电视台)、《跨越时空的文
明》(宁夏电视台)、《百年税票》(山西电视台)等，　　中国电视纪录片艰苦创业，经历了两次高潮
，并先后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客观纪录的纪实风格在整个电视界甚至社会各个领域产生广泛而深刻
的影响，整体上从意识形态中心走向文化中心，创作风格从主题先行到客观纪录再到主客观结合及个
性化多元发展，创作群体从集体走向个人，创作手法从解说词中心到画面中心再到声画结合及多样化
，本体发展从电影与新闻他性到电视与艺术个性再到纪录片与故事片二元兼性。
　　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发展是一个从模仿到独立进而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去粗取精、
去伪存真的过程。
作为文化载体的纪录片必将随着中国文化以市场经济建构为内涵的彻底的、深层的现代化进程而不断
超越自身。
精英文化纪录片和大众文化纪录片的对接与整合，进而形成以人的主体性为内涵的现代化成为电视纪
录片发展的新的使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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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总序　　欧阳宏生　　新千年伊始，对于地球村的现籍居民来说，无疑是一大幸事。
从跨世纪豪情的抒发到千年虫困扰的解除，村民们的世纪情结和千年之禧正化作与时俱进的动力，推
动着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以民为本、市场经济、共同富裕、中华文化和民主政治五个
方面。
不难发现，这些特征，均与广播电视传播息息相关。
作为广播电视理论工作者，我们的心田里涌动着回顾既往、前瞻未来，以图开拓创新的历史责任感和
神圣使命感。
　　与时俱进，首先得识“时”，正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
　　识时务，既离不开继往，更必须开来。
　　继往，就需要总结上个世纪广播电视的实践经验，继承广播电视理论的已有成果。
作为20世纪的一门新兴学科，广播电视学是相当年轻的；作为人类文化长河中的一朵璀璨浪花，广播
电视传播的内容又具有源远流长的特点。
在回顾既往的过程中，我们理应将现实主义的人文精神同深邃的历史文化眼光相互结合，借鉴中华民
族数千年的历史经验和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
回顾国际广播电视传播的全部历程和中国广播电视事业半个世纪左右的发展道路，无论是成功的经验
还是失误的教训，都可以并且应当成为我们继续前进的有益镜鉴。
　　开来，则需要认清当前之大势。
经济全球化大潮所带来的，不光是WT0的游戏规则，而且有数字化的传播技术和先进的广播电视设备
，更有市场化的运行理念和多元化的操作形态，其中不免利弊兼有、瑕瑜互见。
行业集团化的趋势，在整合广播电视资源的过程中，既起着优化配置的正面效应，又难免产生制约竞
争和发展的负面影响。
如何趋利避害?许多大大小小或不大不小的问题，都有待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求索答案。
　　与时俱进，关键在于一个“进”字。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面对大好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除了开拓前进，广播电视工作者别无选择。
　　开拓前进的动力，则在于创新。
创新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原动力，也是广播电视事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不竭之源。
从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到科技创新，都亟待广播电视工作者全面开拓。
广播电视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正在越来越广泛地受到人们的关注，对它的研究也由浅人深地取得
了大量成果。
人们不断从其自然属性到其社会属性，研究探索其物理特性、事业发展特点、传播艺术特点，总结广
播电视工作及其事业发展经验，不断加深对广播电视科学的认识。
广播电视学与新闻学、传播学有直接的联系，它是在新闻学、传播学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兼容了这两
门学科中的部分研究内容，同时又融合了文学艺术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同新闻学、传播学
有着明显的区别。
从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来看，广播电视学、新闻学、传播学这三门学科既自成体系又相互联系。
新世纪广播电视研究任重道远。
创新，是广播电视学科建设的关键词。
有学者指出，W凹背景下的中国广播电视传媒业，应将自己基本的前进方式从“实践探索一理论跟进
一政策规范”转变为“建构式发展”的模式，注重从理论上进行目标、途径、手段等问题的结构性探
讨，为实践发展描绘理性发展的蓝图。
要成功地实现广播电视发展模式的转型，需要一系列扎扎实实的调查研究为之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支
撑。
出版广播电视系列丛书，正是四川大学新闻传播研究所、四川大学广播电视研究所为广播电视学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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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和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实现成功转型而提供关键性支撑因素所作的一种实际努力。
　　四川大学作为国家重点大学，新闻传播学科、广播电视学科发展已有20多年历史，是国内最早办
有新闻传播、广播电视专业的六所院校之一。
现有50多位从事这一领域教学和科研的专　　业技术人员，有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三个
本科专业，新闻学、传播学两个硕士点及文化与传媒、广播电视文艺学博士点。
二十多年来，先后承担了二十多项国家、部、省人民政府重点科研课题和一般课题，出版40多部新闻
传播学术著作及教材，有20多项成果获国家、部、省人民政府社科奖，教学科研取得了丰硕成果，出
现了一批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新闻传播、广播电视学者。
21世纪初，我们正迈向新闻传播学发展的新阶段。
　　⋯⋯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纪录片概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