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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纪实影片的文化历程》书是一部以电影文化史为核心的研究著作。
该著作对1958年至今电影五十年的发展历史进行了简单扼要的梳理；在阅读具体影片文本的基础上对
香港的电影文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考察了电影这五十年里“国”与“城”的交替变迁；以“国
”与“城”的交替变迁为契机，研究了电影文化中呈现和暗含的“身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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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少雄，男，汉族，甘肃陇西人。
多年来以读书、教书、著书为业、为乐。
读书涉猎广泛，属“杂食”一类。
主要学术研究兴趣为影视审美文化理论、艺术史与艺术学、中国古典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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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纪实影片的文化历程>>

章节摘录

书摘                                          第五章                                     纪录片之父的规范    在电影正式诞生3年之后的1898
年，当卢米埃尔的技师、也是后来旅行片拍摄的先驱费力克斯·梅斯几奇携带着其摄影设备，将自己
游历见闻记录在胶片上，卢米埃尔的另一个技师弗朗西斯·杜勃利埃被派往俄国拍片的时候，在英格
兰丁士顿的一个小村庄里，一个新生婴儿响亮的啼哭打破了乡村的宁静。
这一声啼哭，意味着将深刻影响英国电影，并将以英语系国家纪录片运动之父的称誉在世界电影史上
获得重要地位的一个人物的诞生，他的名字叫约翰·格里尔逊。
    格里尔逊一生有几点非常值得注意。
其一，由于他出生于航海灯塔看守员世家，因此他从小就喜欢船只和大海；后来由于战争的需要，他
加入“皇家海军预备役部队”，成为北海扫雷舰队成员，对大海更加热爱，同时培养和锻炼自己胸襟
开阔、意志坚定、乐观向上、精力充沛的心境与体格。
这为他此后一生繁重而又多元的工作提供了最基本的保证。
格里尔逊在领导纪录电影运动过程中经常扮演着好几种角色：进行日常事务管理的行政领导人，大小
文化项目事无巨细的策划者，同时关注20部影片生产进度的活跃制片人，建立帝国电影图书馆的积极
倡导者，记录电影思想的发言人，奔忙于英伦三岛各种机构及学校的演讲者，不知疲倦的电影理论文
章的撰写者、评论家及新闻记者的积极支持者，具体电视节目的高级策划人⋯⋯所有这些足以耗费一
个常人全部精力的角色，在他做来如行云流水，这些工作不仅构筑了他个人事业的大厦，同时也树立
起纪录电影史上的一座丰碑，成为电影工作者敬业精神的形象释示。
所有这些，可以说与其家庭出身、青少年时期的阅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其二，格里尔逊的父亲是斯特灵郡堪伯斯巴隆村小学的校长。
作为“这所古老学校的优秀教师”，他不仅对本职工作兢兢业业，同时还以其过人的精力，积极推动
社会交际的发展，在自己所领导的乡村学校举办电影放映活动，首次将电影引入教育圈。
这种家庭氛围，不仅为格里尔逊树立了一个敬职、敬业的形象，同时一系列的放映活动，从小便在格
里尔逊幼小的心田里播下了种子，使他对电影的神奇魅力充满好奇与向往，潜意识中对电影充满了无
限情感，这为以后毕其终生精力致力于电影事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其三，1923年，格里尔逊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格拉斯哥大学，翌年，在杜海姆大学短期任教后获得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来到美国学习社会科学。
也许是从小家庭环境的影响，他对新闻、电影及其他影响公众舆论的传播手段的研究有着极大的兴趣
，于是便开始了对传播手段影响人类思想的威力及其根源的研究。
在学习和研究中，他以扎实的功力与敏锐的触角对20世纪大众文化的兴起及其功能有了广泛的认识，
并通过自己的研究，认为在当代社会，人们社会行为选择动机的能力，已经从传统的学校和教堂，走
向了大众传媒的电影、报刊、新兴的广播及一切广告和宣传手段。
这种观念，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及超前的感悟力。
不仅如此，在学习的同时，他还赶赴好莱坞亲自学习电影制作技术，结识了卓别林等电影界的头面人
物，同时还与一大批制片人、学者、政治家及新闻记者建立了密切友好的关系。
所有这些，不仅使其将自己的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同时还形成了他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热情。
所有这一切，为其以后回到英国，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纪录片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影响大众的媒介手段    格里尔逊的思想，有两点是非常重要的，一是将电影看作
是一种影响公众舆论的媒介手段，而不是一种艺术。
    在对格里尔逊的创作及事业作出评价时，我们不应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格里尔逊对电影的兴趣首
先不是将它看做一种艺术形式，而是将它当做一种影响公众舆论的媒介手段。
格里尔逊不仅从来都不曾掩饰这种观点，而且还经常不断地在不同场合反复地强调它。
比如，他在1933年曾经这样写道：    我对那种(作为艺术形式——译注)电影没有多大兴趣。
通常情况下，形式、主体和运动(shapes，masses and movements)自身就能进行自娱自乐，以至于我有一
个简单的希望，希望伟大的绘画申的某些优势有一天能够进到电影中来，但是。
考虑到电影生产的经济基础，我不得不彻底放弃这种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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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想获得绝对的形式娱乐，聪明人会到绘画中寻找，而且可以尽情陶醉其中。
通常，商业方面的考虑对绘画的影响不会很大，这种艺术形式更加讲究，因为更加受到限制，画家在
便宜的画布上作画，可以更加容易地驾驭迷人的完美与和谐。
我把电影看做讲坛，用作宣传，而且对此不感到惭愧，因为在尚未成型的电影哲学中，明显的区别是
必要的。
艺术是一回事，我认为，聪明的做法最好是到那些能够自由进行创造的地方寻找艺术；娱乐是另一回
事；教育是一回事，眼下的教育依然是教室里的事情；宣传又是一回事；电影被构想成一种媒介，就
像写作那样，可以有许多种形式和功能。
职业宣传家可能对电影特别感兴趣．因为它对公众的影响非常大。
电影能够进行直观的描述、简单的分析和得出导向性的结论，通过使用节奏和丰富的想像力还能具有
雄辩的说服力。
电影具有雄辩的修辞学特征，任何其他表述形式都无法像摄影机那样完美地将高贵的品质赋予简单的
观察，或按照时间的冲击力进行场面切换。
但是，原则上存在着这样一种思想：一个简单的说法可以在一夜之间被重复千万次，如果这个说法具
有强大的生命力，就会被传播给更多的人。
在说服和影响公众方面，这种“一步跨七里格的事实”开启了新的视点，带来了新的希望。
(转引自弗西斯·哈迪《格里尔逊与英国纪录电影运动》，见单万里主编《纪录电影文献》，中国广播
电视出版社，2001年，第34—35页。
)英国评论家在谈到格里尔逊的创作时指出，分析《漂网渔船》时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不仅要看到它在
当时产生的反响，而且要看到它的深远影响。
这部影片一经制作完成，能够立即引起人们的关注，既因其主题，也因其技巧。
当时的英国电影被束缚在摄影棚内，一个电影工作者，如果能到伦敦西区剧院拍摄一出奥德威奇滑稽
戏或者一出悲观主义的演出，就算是最大胆的远征了。
在这种情形下，一部在现实生活中实地拍摄的影片，简直就可以称得上是具有革命意义的作品。
格里尔逊拍摄的表现北海捕鲱生活的简单故事，为当时的英国电影注入了新鲜血液，画面极富冲击力
：漂网渔船从灰雾蒙蒙的狭小港湾驶向茫茫大海；渔网从颠簸摇晃的船上撒开；渔夫们紧张繁忙地劳
作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正是在这部影片中，普通英国人的生活第一次被搬上银幕。
今天，人们可以在成千上万的纪录电影中看到类似的场面，可是在当时，这样的影片却是令人吃惊的
新发现。
在艺术技巧方面，《漂网渔船》也创造了当时英国电影的新纪录。
格里尔逊曾经认真研究过苏联导演的作品(他在美国留学时甚至帮助筹备《战舰波将金号》在美的上映
活动)，并且在自己的影片中运用了由爱森斯坦和普多夫金创造和发展的交响乐式的电影结构原则和强
有力的剪辑手法。
正如一些评论家所言，《漂网渔船》在主题方面可能开创了新天地，但在技巧上却是笨拙的。
事实上，它首先以其内容的激动人心而受到了世人的称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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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经过近一千个日夜的写作，《纪实影片的文化历程》即将付梓。
与本人以前任何一本书的写作不同，前后时断时续，拖拖拉拉地进行了两年多时间。
仔细想来，这次也许有以下几方面的困难。
    其一，这是本人转向影视学习与研究后的第一本书。
虽然从小就对影视有着浓厚兴趣，虽然此前也曾为高校学生开设过影视类课程，然而一旦转入专业研
究，才发现需要补的课太多太多，特别是做纪实影片的专题研究，自感困难重重，因此从一开始，就
是抱着熟悉与了解纪实影片的理论与实践的目的来进行纪实影片的研究的。
好在本课题在进行之初，于2001年10月被正式列入上海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项目规划，于是在后来的
研习中，无形地产生了一种压力，促使自己将其完成．而在进行研究的同时，先后为本科生开设了“
纪录片与专题片”、为研究生开设了“纪录片文献导读”“纪录片研究”等课程，编选了《多元文化
视阈中的纪实影片》(学林出版社，2002年)一书。
所有这些，都为本课题的进行打下了一个基础。
    其二，研究资料的匮乏。
中国纪实影片的发展比较曲折，而中国关于纪实影片的理论研究更是严重滞后，因此在对纪实影片的
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困难可想而知，然而既然已经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并选定了这样一个课
题，只能是遍地搜罗资料、随处捕捉信息，先后编成了几个专题资料(即本书附录)。
个中甘苦，只能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说也罢。
    其三，影像资料的缺乏。
既然是影视研究，那么当然要观看大量的纪实影片，所谓“观千剑而识器”，然而由于中国的特殊情
况，国外的经典影片难觅踪影，国内的独立制片人的作品但闻其名、难睹其容，因此影像方面的资料
比起文字资料来更要匮乏，因此千方百计地搜寻影像资料就成了个人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北京广播
学院门口的私刻光盘，上海大街小巷的盗版DVD，朋友辗转翻录的一盒录像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
间里都曾成为个人的“宝贝”。
说来惭愧，自称对纪实影片进行研究，可目前个人收藏的纪实影片还不足三百部，这不仅无形中限制
了个人观察与思考的视阈，而且带来了很大的缺憾，如在世界纪实影片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对中
国纪实影片创作者观念与方法产生重要影响的怀斯曼与小川绅介，本来打算在本书中用两章的篇幅进
行研究，但由于他们本人的作品要么只看过一两部，要么连一部都没有完整地看过，因此也就无法言
说，只能留待以后补充了。
    其四，个人境遇的变化。
在正式进入写作的近两年多来，也是自己人生道路上个人境遇发生最大变化的一个阶段。
举家南迁的折腾与劳顿，繁重教学任务带来的不适与疲劳，个人“安居工程”的设计与实施，父亲身
罹重病的揪心与奔波，对孩子升学的压力的疏解，周围建筑工地的嘈杂与纷扰⋯⋯每一件事，都需要
耗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都会自然地打断正常的阅读与写作，因此思绪常常被打断。
    当然，所有这些，都不应成为本书写作拖沓的借口或理由。
提到这些，只不过是想为自己提个醒，在纪实影片的学习与研究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至于书中
出现的不周及疏漏，希望读者能直接指出，希望方家能不吝赐教，以便今后进一步改正。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得到了许多人士的无言督促与无私帮助：上海大学影
视学院院长金冠军先生、学院办公室主任许佳女士的鼎力相助，为本课题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先决条件
；学兄陈勇多年来的关照与帮助，使本书在写作过程中获得了大量的资料与信息；上海影视文献图书
馆书记、执行馆长李果先生，不仅给予了大量帮助，而且亲自搜集整理了上海图书馆与上海影视文献
图书馆与纪实影片研究相关的书目索引；上海音像资料馆的郁浩毅女士，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为本书
做了数万字的该馆馆藏纪实影片目录索引；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研究生方睿彦同学查
阅并翻译了国外重要电影节获奖纪实影片目录，书中还参阅了一些专家学者的研究观点或数据，不能
尽述于此。
此外还有众多同事、朋友的大力帮助，才使得本书得以顺利脱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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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众多人的大力帮助，只能在这里说一声：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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