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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研究的主要对象为电视纪录片。
纪录片在中国的发展道路与西方截然不同。
在西方，纪录片孕育于故事片，并且在与故事片的抗衡中发展和成熟，纪录片的制作和播出一直与电
影艺术密不可分。
而在中国，纪录片自从有了电视作载体后逐渐发展壮大，独立成类，纪录影片的影响则远远小于电视
纪录片。
在电视领域，纪录片的成长与电视节目诸品类密切相关，但又与新闻片、艺术片相区别。
关于纪录片的研究，大多有两种态度：一是将电视纪录片同纪录影片模糊化，二是将电视纪录片同谈
话节目等纪实类电视节目模糊化。
本书重点研究以电视为载体的对某一事实或事件作纪实报道的非虚构节目，即电视纪录片。
纪录片在中国电视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纪录片和新闻片是中国电视创建初期的两种重要类型，中国电视经历了长达20年的“新闻纪录片时代
”，纪录片曾经被当作衡量一个电视台综合水平的重要标志。
以纪录片为代表的电视纪实浪潮曾经波及各个领域。
然而，随着中国新闻改革的逐步推进，纪录片前进的步伐远远落后于新闻片。
新闻片在整个电视节目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纪录片却逐渐从主导地位退居其次。
新闻节目从粗放到集约，从整点新闻到滚动新闻，从录播到现场即时播报，从新闻栏目到新闻频道，
实现了飞跃式发展；纪录片却在客观纪录的高潮之后，徘徊于制作和播出的低谷：创作模式化，收视
率下降，栏目化发展遭受挫折。
纪录片在电视节目中应有的重要地位与其实际发展水平存在着很大差距。
在我国电视事业繁荣发展的状况下，纪录片创作实践的滞后和失衡亟须理论的梳理和指导。
对中国纪录片做全面、系统和理性的梳理，为创作实践提供可资参照的理论总结和指导，是编写本书
的首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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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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还针对纪录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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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书建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电视纪录片理论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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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助于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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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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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引进调人四川大学，次年开始指导广播影视专业博士生现
担任国家广电总局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副会长，中国传媒经济研究
会副会长等职务多年来被聘请为国家政府奖——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中国广播影视大奖评委及召集
人，中国电视艺术金鹰奖、中国新闻奖、长江韬奋奖、国际纪录片金熊猫奖等评委发表学术论文190多
篇，出版《电视批评论》《电视文化学》《中国电视批评史》等10多部著作，主编两部国家重点规划
教材，主持13项国家重点、一般及部省级课题有10项社科成果获国家、省政府奖励，同时，还担任多
所重点大学兼职教授、中央电视台客座研究员、多家卫视台顾问、《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等多家学术
期刊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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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摩梭人》开始，记录藏北牧民生活的《藏北人家》（王海兵）、展现火焰山一户子孙三代维吾尔
族农民之家生活的《赤土》（宋协葆）、表现瑶族人民日常生活状态以及孩子们在艰苦的环境中的求
学历程的《龙脊》（陈晓卿）、从一位鄂温克女画家柳芭眼中记录鄂温克族生活的《神鹿啊，我们的
神鹿》（孙增田）、追寻一千年前消失的王朝的《寻找楼兰王国》（杜培华）、从一位汉族女子视点
记录泸沽湖摩梭族生活的《三节草》（梁碧波）等，少数民族题材一直是中国人类学纪录片拍摄的主
要内容，从未中断过。
目前，人类学纪录片的题材取向正在悄悄发生变化。
西方的人类学纪录片工作者不仅仅拍摄边缘民族，而且开始关注西方民族自身的生存状态。
中国人类学纪录片也从拍摄少数民族开始关注汉族生活状态，这无疑是一个进步。
在这方面，《阴阳》（康健宁）、《远去的村庄》（王小平）、《山里的日子》（王海兵）做出了可
贵的探索。
特别是独立纪录片制作人群体的兴起，为人类学纪录片注视当下的社会提供了另外一种视角。
（3）纪录手段上，人类学纪录片多使用“直接电影”手法。
这种拍摄理念的核心是：尽量让镜头前原生态的事实在影片当中进行直接表达。
它在西方被称作“墙上苍蝇式”。
也就是说这种拍摄手法强调在一定的距离内以纯观察的方式来记录对象的活动，就像一只停歇在墙壁
上的苍蝇一样，不动声色地冷静客观地记录在镜头前所发生的一切，尽量避免对拍摄对象的干扰。
这就要求拍摄者深入到所要面对的人群中去，和他们进行深人交流，取得他们的信任，最大限度地减
小因摄影机进入而带来的生活变形。
在具体的拍摄技巧上，人类学纪录片强调跟踪拍摄，一般不采用事先拟定的脚本来指导拍摄；十分重
视同期声的拾取，反对过多的解说词甚至完全不用解说词。
“直接电影”的手法在拍摄人类学纪录片的时候具有很多优势，给人留下的思考和解读的空间很广阔
，体现了对人的自由的充分尊重。
但是，在面对复杂的事件特别是对于那些历史背景和内幕关系错综复杂的题材时，“直接电影”所具
有的现象学优势在叙事上就显得捉襟见肘了。
所以，在人类学纪录片的创作中，手法的运用逐渐出现多元化的趋势。
但是，人类学纪录片一定要避免在拍摄过程中一些“再构成”手段的任意运用。
在《北方的纳努克》里，弗拉哈迪为了再现爱斯基摩人已经消逝的生活，指示他们按照自己的要求表
演，比如修冰屋、猎海象等，而又未加以说明。
据文献记载，纳努克一家为了配合弗拉哈迪住进久已不住的冰屋，他的妻子却因此而冻病了。
1992年9月30日和10月1日，日本广播协会（NHK）分两次播出一部名为《禁区——喜马拉雅深处的王
国：姆斯丹》的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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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近年来，我国纪录片研究渐成气候，出版了不少此类著述。
但是这些论述文字大多依附于西方纪录影片的观念形态，或者混杂于众多新兴电视纪实节目的形态之
中，电视纪录片个性书写仍然较为贫弱。
纪录片生长环境的变化和新的创作观念、手法的不断涌现亟须理论的反思。
特别是近几年，我作为国家政府奖——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中国广播影视大奖以及国际金熊猫纪录
片奖、中国电视艺术金鹰奖的评委，参加了一系列纪录片的评奖，观看了大量的纪录片。
成功的纪录片创作令人欣慰，同时一些创作中失败的教训也使人为一些创作者理论缺失感到遗憾。
基于诸多原因，我们便开始了纪录片的专题研究。
在撰写中，我们吸收了大量已有的纪录片研究成果，参阅了大量中外有关著述。
这是一项集体研究成果，全书由我确立撰写思想、框架构思和写作提纲，并参与各章著述，最后审阅
全书。
侯洪、赖黎捷参加了本书提纲建构工作，并做了大量具体工作，参与撰写并担任全书统稿工作。
姚远铭、杨璐参与了本书的修订和全书统筹工作，姚远铭对各章进行了文字修订，杨璐撰写了本教材
的绪论部分及作业设计。
参与本书各章节撰写的有赖黎捷（一章、八章），张斌（三章、十章），蒋宁平（十三章、十四章）
，梁英（二章、五章），吴丰军（七章、九章），洪艳（四章、六章），侯雪轶（十一章、十二章）
。
纪录片研究未尽工作还很多，这项研究中尽管不乏大胆创新之处，但也难免有不足的地方。
不少理论的反思和展望还有待实践的检验，也期待有识之士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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