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真实的风景>>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真实的风景>>

13位ISBN编号：9787807167730

10位ISBN编号：7807167734

出版时间：2009-5

出版时间：同心出版社

作者：张同道 著

页数：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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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真实的风景>>

前言

　　我读着这本《真实的风景》，却联想到了黄仁宇教授。
行啊，黄教授通过对明代万历皇帝和朝廷几个要员的有趣述评，一改无趣的说教，竟然让不爱读史书
的人“一口气”读完了《万历十五年》这本不薄的史书。
　　《真实的风景》是一本“世界纪录电影导演研究"的论文集，本来也难免枯燥无味，但竟然也让我
这个一接触“理论”就要打哈欠的人读得津津有味儿。
　　我本来读书就慢，人家一目十行，我呢十目一行。
在读《真实的风景》的时候，我就更慢了，目前还不能将此归罪于“老年痴呆”，主要是书中的许多
地方触动了我的痛楚和空白点。
我要停下来好好地想想再想想，有时还要翻回去，比较比较，琢磨琢磨，并且做点记录，写一两句心
得。
　　由此，我想到，写文章、做报告、拍片子（不论是否虚构）都是为了影响他人的一种表达。
那么别人愿不愿意接受你的“表达”，影响又怎么样呢？
这就取决于你的表达是否真诚、有趣。
更要紧的是你表达的“东西”是不是人家真正所需要的。
　　就我而言，《万历十五年》和《真实的风景》都是真诚而有趣的，而且正是我需要的。
　　《真实的风景》共十七章，分别研究了世界电影“王国”里十八位“宗师”和“大师”。
尽管他们在做纪录电影方面的动机、动力、主张、方法、风格有多么的不同，但是他们的共同点都是
有一种思想、意念、情感要表达；也不论后来人怎么评价，在当时，他们都是为着多数人乃至全民族
的需要在“做”在表达。
　　诚然这样努力的人很多，但是这些“先驱”之所以被后人推崇为“宗师”、“大师”，是他们真
正独辟了蹊径，是他们真正闯出了新路，而且不惜一切代价，就像斗牛场上的那只背上插着刀剑、流
着鲜红热血的牛⋯⋯　　在读《真实的风景》的时候，我也想到了从事冰雕创作的艺术家们，在零下
五十来度的野地里，他们不停地吐着热气，鼻子冻得通红通红。
不知费了多大牛劲，心中的一个形象终于屹立在人们的面前。
本来参观的人就不会太多，伸出双手鼓掌叫好的人更是寥寥无几了。
难得的“暂短的辉煌”换来的是“长久的寂寞”。
但是他们明年还来做。
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这一辈子直接彻底参与制作的纪录片并不多，更不曾系统而认真地学习过有关理论，深入研究
“宗师”、“大师”们的作品，但又一直没有停止与纪录片打交道。
所以，对于许多问题都是雾里看花、水中捞月，而且常常感到能见度太低，难以安全着陆。
为此，有过彷徨、困惑和无奈。
　　捧着这本《真实的风景》，我怀着感激之情。
因为它不止是让我增长了知识、扩大了视野，而且让我情不自禁地陷入了久久的反思。
　　反思也是一种深刻的享受。
　　2009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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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收录在《真实的风景：世界纪录电影导演研究》里的18位纪录电影大师，既有被誉为纪录电影之
父的弗拉哈迪（美国）、维尔托夫（苏联）、伊文思（荷兰）和格里尔逊（英国），也有开创不同纪
录电影美学风格的罗伦兹（美国）、詹宁斯（英国）、里芬斯塔尔（德国）、卡普拉（美国）、鲁什
（法国）、罗姆（苏联）、梅索斯（美国）、小川绅介（日本）等，还有代表当前艺术潮流的迈克尔
摩尔（美国），还特别收入中国早期纪录电影导演孙明经，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世界百年纪录电影的主
要成就、艺术流派和经典作品。
如此规模、如此深入对纪录电影导演进行研究，这在中国还是第一次。
　　《真实的风景：世界纪录电影导演研究》读者对象为电影爱好者、纪录片工作者、电影专业学生
，也可作为电影专业教材和参考书。
　　世界上第一部电影《火车进站》就是纪录电影。
纪录片是电影的长子，而今沦落为故事片的穷兄弟。
然而，纪录电影的独特价值与社会功能却是故事片所无法取代的。
每当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纪录电影总是首先站出来，记录时代，见证历史，担当社会的良心。
　　纪录电影大师正是每个时代的见证者。
从弗拉哈迪、维尔托夫、伊文思、格里尔逊到孙明经、迈克尔摩尔，这些纪录电影导演以其杰出的艺
术创造和社会记录留下了时代的剪影。
遗憾的是，因为种种原因，中国电影学术界对于纪录电影的研究比较薄弱，许多享誉世界的电影大师
在中国成为电影“陌生人”。
《真实的风景：世界纪录电影导演研究》是主编带领他的团队历时7年研究成果的结晶，收入其中的
不少电影大师都是国内第一次学术关注，填补了中国电影研究的一项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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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同道，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纪录片制作人，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计划入选者。
曾任中国金鹰电视节、四川国际电视节、美国ReelChina电影节评委。
曾经承担全国艺术科学、教育部和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影视研究课题七项，本著即是教育部“纪
录电影美学”课题成果。
主要著作有《探险的风旗：论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艺术理论教程》、《媒介春秋：中国电
视观察》、《电视看客》、《时尚拼贴》、《大师影像》、《靳之林的延安》等；主要纪录片作品有
《居委会》（2001年，入围第14届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电影节）、《白马四姐妹》（2003年，入
围第18届瑞士弗里堡国际电影节）、《经典纪录》（2002年，16集，中央电视台）、《世纪长镜头》
（2004年，12集，中央电视台）、《发现民间》（2007年，10集，中央电视台）和《世纪经典》（2009
年，10集，中央电视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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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匹亚》第三节 电影美学风格及历史影响3.1 电影艺术观3.2 电影美学风格3.3 影响结语莱妮·里芬
斯塔尔作品年表第六章 信仰与真理：论伊文思的《愚公移山》引言第一节 “国际主义战士”到“真
理电影”实践者1.1 从“电影诗人”到“国际主义战士”1.2 中国，热烈信仰的乌托邦1.3 声音和画面的
结合第二节 拍摄《愚公移山》2.1 受命于危难之中2.2 一个特殊的时代2.3 《愚公移山》：时代镜像第三
节 “坚持让人民说话”3.1 做平等的观察者、倾听者和参与者3.2 接近和熟悉拍摄对象第四节 《愚公移
山》的影视语言风格4.1 《愚公移山》长镜头的美学效果4.2 《愚公移山》同步录音的运用4.3 《愚公移
山》解说的视角与风格结语：记忆之镜尤里斯·伊文思作品年表第七章 诗意的重构：汉弗莱·詹宁斯
引言第一节 电影诗人的天空1.1 “文艺复兴人”的电影之路1.2 人文背景：精英文化立场1.3 美学背景：
英国纪录电影运动第二节 诗意现实的力量2.1 重塑英国民族精神2.2 公众意象与集体想象2.3 理性与想象
的调和第三节 用诗的语言重构现实3.1 追求真实感的现实重构3.2 诗化的结构3.3 表意性的视听语言结语
汉弗莱·詹宁斯作品年表第八章 用好莱坞的方式记录战争：弗兰克·卡普拉引言第一节 卡普拉与重
大社会问题纪录片1.1 纪录片参与社会传统溯源1.2 卡普拉与美国社会问题纪录片第二节 时代背景与个
人创作道路2.1 故事片创作为纪录片创作铺路2.2 特殊的时代背景第三节 好莱坞传统与卡普拉纪录片创
作3.1 弘扬美国民族精神3.2 大生产模式3.3 好莱坞的影片风格3.4 注重“受众的接受”第四节 国际纪录
片视野中的卡普拉4.1 卡普拉与维尔托夫4.2 卡普拉与格里尔逊4.3 卡普拉与里芬斯塔尔4.4 卡普拉与詹
宁斯结语弗兰克·卡普拉作品年表第九章 带摄影机的旅人：孙明经引言第一节 孙明经与金陵大学教
育电影1.1 科学教育电影1.2 纪录电影第二节 在艺术和历史双向坐标上的孙明经第三节 孙明经与格里尔
逊第四节 电影史上的孙明经结语孙明经作品年表第十章 思想的力量：米哈伊尔·罗姆引言第一节 “
思想”之源1.1 “思想电影”的渊源1.2 思想者——罗姆第二节 “思想”之路2.1 蒙太奇：作为结构方式
与思维方式2.2 解说：承担多种功能2.3 细节 与个体：联系历史与现实第三节 “思想”之果3.1 探寻真
相达到真实3.2 揭示与反思结语米哈伊尔·罗姆作品年表第十一章 真实与虚构：让·鲁什引言第一节 
让·鲁什的实验电影之路第二节 探索真理的开始：《夏日纪事》2.1 展示真理的套层结构2.2 通过干预
再现真实2.3 影片纪实风格的呈现第三节 真理电影产生的历史语境3.1 “电影眼睛”学派的影响3.2 巴赞
的长镜头理论3.3 技术条件的突飞猛进结语让·鲁什作品年表第十二章 “直接”打造的纪录关系：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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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斯兄弟第一节 “直接电影”与梅索斯兄弟1.1 “直接电影”作为一个流派1.2 “直接”理念与梅索斯
兄弟的叙事策略第二节 消解与建构：在制作者与客观世界之间2.1 被消解的“观点”2.2 有限视点的建
立2.3 人物，作为镜头聚焦的中心第三节 反应与介入：在拍摄者与被摄者之间3.1 接近与回应3.2 介入与
互动：现场的信息对流3.3 获取与利用信任第四节 表达与还原：在制作者与接受者之间4.1 叙事的重心
：还原现场与展示过程4.2 叙事过程的中断与缝合4.3 叙事的跨时空延续梅索斯兄弟创作年表第十三章 
拍摄机构的人：弗雷德利克·怀斯曼引言第一节 起于青萍之末——怀斯曼纪录电影世界生成的土壤1.1
文学青年和纪录电影实践者1.2 技术和美学背景1.3 社会背景第二节 建构“美国机构系列”——怀斯曼
纪录电影世界的描述2.1 变化的和不变的2.2 把机构变成电影的主角2.3 人物的符号化2.4 关系之网第三
节 发现之旅——怀斯曼纪录电影世界的建立3.1 最好的位置——旁观者3.2 摄影机的发现3.3 “围城”影
片和构建“围城”结语：方法的力量弗雷德利克·怀斯曼作品年表第十四章 从纪录片出发：克日什托
夫·基耶斯洛夫斯基引言第一节 基耶斯洛夫斯基纪录片创作的意义第二节 基耶斯洛夫斯基纪录片作
品分析2.1 洛兹电影学校：从锅炉工到电影青年2.2 纪录片《初恋》分析第三节 基耶斯洛夫斯基纪录片
与故事片之风格传承3.1 纪录片之终结3.2 在剧情片中延续的纪录思考结语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
基作品年表第十五章 快乐的追逐：路易·马勒引言第一节 交叉与融合：个人视点里的生平与创作1.1 
第一时期：开端与发展(1956-1968年)1.2 第二时期：纪录片成熟(1969-1976年)1.3 第三时期：美国时
期(1978-1987年)1.4 第四时期：回归与提升(1987-1994年)第二节 手法与观念：“直接电影”、“真实电
影”与二者之间——路易·马勒纪录片的独创性2.1 早期纪录片作品分析2.2 异国观察：纪录片成熟之
作2.3 在美国：手法的演进第三节 影响与被影响：纪录片之于故事片3.1 纪录片创作理念对商业电影的
影响3.2 剧情片对纪录片的反作用第四节 纪录搭台，戏剧唱戏：戏剧纪录电影——集一生之所成4.1 戏
剧与电影之辨4.2 最大限度靠近戏剧4.3 比较、启发与创作启示结语路易·马勒作品年表第十六章 用生
命纪录生活的人：小川绅介引言第一节 走近小川绅介1.1 小川绅介其人1.2 小川绅介之政治纪录片1.3 小
川绅介之拍“农”第二节 幸福是驴子嘴边的胡萝卜2.1 坚守现场：《三里冢·第二堡垒的人们》2.2 体
验时间：《古屋敷村》2.3 惊鸿一瞥：《满山红柿》第三节 行走在幸福的路上3.1 电影是从怎样找器材
开始3.2 共同创造的世界结语小川绅介的选择小川绅介作品年表第十七章 行动的力量：迈克尔·摩尔
引言第一节 迈克尔·摩尔创作历程第二节 迈克尔·摩尔纪录电影的生成语境2.1 美国新纪录电影2.2 新
纪录电影产生的社会及媒介背景2.3 电影技术革新对纪录片观念的影响第三节 迈克尔·摩尔纪录电影
的美学特征3.1 迈克尔·摩尔纪录电影中的“自我反射”方式3.2 迈克尔·摩尔纪录电影的叙事策略和
视听风格3.3 迈克尔·摩尔纪录电影中的政治化倾向与真实性讨论第四节 迈克尔·摩尔纪录电影的商
业模式4.1 美国新纪录电影的商业化趋势4.2 迈克尔·摩尔纪录电影取得商业成功的因素结语迈克尔·
摩尔作品年表后记致谢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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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纪录乌托邦的缘起　　1.1个人背景：电影作为探险的延伸　　探险作为弗拉哈迪最初认识
和理解世界的方式，给他从事纪录电影的创作提供了一个契机。
探险与纪录之间，存在着十分微妙而有趣的关联。
这主要体现为，探险者和记录者都必须以尊重客观现实为前提，他们的目标就是探索那些尚未被人知
晓的事物，让这些事物呈现自己的真实面目。
与此同时，在主客体的关系上，他们都必须清醒地摆正自己的位置，那就是，避免主观介入与干预，
以不带偏见的眼光对待自己所“发现”的一切。
　　对于弗拉哈迪来说，探险首先是种童年记忆。
　　“早在少年时代，我就开始致力于探索新的大陆。
我父亲是一名采矿工程师，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是一个游牧家庭。
我们从一个金矿到另一个，周转于加拿大的各个地方。
那时候我才12岁。
⋯⋯　　“随着年岁渐长，从少年时代开始，我就和父亲或他的同事们一起去采矿。
一去就是几个月。
夏天乘着独木舟，冬天坐着雪筏子。
有时候我们会去新领地——安大略北部不为人所知的处女地。
我们将地形绘制下来，进行勘探，至少我父亲和他的同伴是这样做的。
而我只是个局外人。
”　　探险不仅仅是弗拉哈迪童年时代的遥远记忆。
长大以后，他真正成为一名远近闻名的探险家，不仅跨越了当时尚无人迹的北极大地，还重新发现了
一些被人遗忘的岛屿。
所以，“他首先将作为加拿大北极圈的探险家流传百世”。
　　探险作为生命的起点，既是弗拉哈迪生活经验的主要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它促成了一种观察
世界的特殊方式和全新的生活态度。
对于一个探险者来说，事物早已存在，只不过在一个不为人知晓的地方埋藏着。
无论发现与否，事物本身不会有丝毫变化。
它们是客观、自足的，与人的主观意识和行为并无关系，所以探险者的任务就是去发现。
他们最终的目标就是将尚未被人知晓的事物呈现出来。
一个伟大的探险者与众不同的是他们对一切事物无与伦比的耐心和永不疲倦的好奇心。
因为在面对广袤的土地时，只有保持一种开放、接纳的态度，才可能发现蕴藏在大地深处的矿石。
长年累月的探险生涯就此训练了弗拉哈迪一双敏锐的眼睛和孩童般的好奇心，同时也赋予了他探险人
宝贵的品质。
　　作为一名野心勃勃寻找新大陆的探险家，当弗拉哈迪拿起摄影机时，他在无意之中又进入了另外
一块“新大陆”。
　　1910-1949年，从事探险活动的弗拉哈迪在麦肯奇基金会的资助下，曾五次到加拿大东北部与格陵
兰岛之间一带进行勘探活动。
在这个过程中，他广泛接触到了因纽特人，并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于是在第三次远征时，他带上了当时最新流行的玩意儿——电影摄影机。
　　“要启程之际，威廉姆爵士不经意地对我说：干吗不带一架新近流行的叫摄影机的玩意儿呢。
于是我买了一个，但只打算在旅途中做些记录，此外未作他想。
我们将要到有趣的地方，遇到有趣的人，但我从来没有为影院制作一部电影的想法。
对于电影，我还一无所知。
”　　正因为弗拉哈迪拿起摄影机时还只是一名探险家，因而，当他从探险切入到电影时，就不自觉
地将电影当成了另一种方式的探险。
电影制作的种种、程式、章法对他毫无影响，相反，他是以探险家的方式来面对镜头前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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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在处理电影创作的主、客体关系时，作为拍摄主体，他就不会像传统电影那样完全控制、支配
被摄对象，相反，他崇尚以被摄对象为中心的、拍摄者不动声色地进行观察、记录的方式。
　　“在面对一无所知的对象时，如果要捕捉它本来的形象，绝不能先人为主。
抱有成见地接近事物，很容易从一开始就误人歧途。
怎么办呢？
最好的办法是：把眼前的杂念洗掉，排除任何情绪的干扰，以新鲜、稚气而柔和的感性，仿佛胶片曝
光时被光影刻印一般，把眼前的世界完整地容纳和铭刻到心灵上，等待真实浮现。
这是一种蕴藏着无限可能性的空无，是富有创造力的无为状态。
正如在探险开始时不作设想、不抱成见。
制作电影的开始，也正是这样一种伟大探险的开端。
”　　“去发现，去展示”，正是弗拉哈迪电影创作的全部意义所在。
作为一种探险精神的延伸，艺术活动的重心也自然而然地偏离于它的传统特征：“创造”。
它的着眼点再也不是如何表达主体或自我的主观意识，而是如何使客体或对象不受干扰地展现出来。
所以艺术创作不再是主观能动性被张扬而是抑制到最低限度的过程。
“真实”成了艺术创作的全部追求。
在这里，“真实”有如被埋藏于地底的矿藏，唯有以一种不抱成见、不受主观干预的方式才能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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