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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电视记录片史的一种解读方式1在本书中，作者把中国电视纪录片从诞生的1958年起
到2004年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个时期，即政治化纪录片时期(1958～1977)；人文化纪录片时
期(1978～1992)：平民化纪录片时期(1993～1998)；社会化纪录片时期(1999～2004)。
采用政治化、人文化、平民化和社会化这几个词作为对应各个时期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基本特征，是对
多种因素的一种综合描述。
这些因素中有的是纪录片本体因素，有的则是与之相关的社会环境的因素。
不同因素产生的多种力量所形成的最终合力，影响并引领中国电视纪录片的走向。
对于与社会关系特别密切的中国电视纪录片的解读，全方位地来考虑其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因素及其关
系是必要的。
包括纪录片本体方面的语言、形态、叙事方法以及作为外部环境因素的政治、思潮、技术和市场等等
。
尽量把多种因素结合起来，以探寻中国电视纪录片发展的逻辑脉络的思路，既是本书写作的思想轨迹
，也是本书行文的结构方式。
书写历史经常是一种追述，从一个个结果当中去探寻、发掘促成历史走向的原因。
在行文当中尽可能地力求客观、全面、科学，但由于在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发展过程中它与社会、政治
、经济、技术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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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电视纪录片近50年的历程，是一个个回归过程。
由政治回归到人性；由虚幻的英雄回归到生活中的个人；由空洞的说教回归到真实的记录；由边缘回
归到社会现实；由个人化的行为回归到社会化的责任，等等。
一步步都是对于纪录片本体和本性的探寻和归依。
 　　本书根据风格、类型、功能等彼此关联映照的多种环境因素，把近50年的中国电视纪录片分为四
个不同时期。
虽然各个时期都有各自的明显特征，相互之间却也不乏勾连。
在近50年的时间里，中国纪录片从政治化逐步演变到社会化，其间可以解读、值得解读的内容很多。
不过，其发展的总的轨迹是一个从国家工具形态逐步演变为大众媒介形态，从政治产品演变为文化产
品，从国内走向国际，从民族走向世界，从个人行为走向社会行为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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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中国电视纪录片史的一种解读方式第一篇 政治化纪录片时期（1958-1977）　1 1958年：烙印
　2 新闻纪录片时代　3 定调：政治化主导　4 国家话语权　5 责任意识放大，主体意识缺失　6 题材集
中雷同，风格老套单一　7 声画剥离　8 灌输　9 放映环境混杂，传播收效甚微　10 案例解读之一：《
收租院》　11 国际纪录片与中国第二篇 人文化纪录片时期（1978-1992）　1 1978年：‘原动力　2 电
视媒介的大众化　3 第一次转型：人文观念的确立　4 技术因素与纪实语言　5 “民族精神”成为主题
表征　6 群体化话语　7 多种样式纷呈　8 系列化播出与角色换位　9 案例解读之二：“地方台50分钟
”　10 案例解读之三：《话说长江》　11 案例解读之四：《望长城》 　12 国际纪录片与中国第三篇 
平民化纪录片时期（1993-1998）　1 1993年：分立　2 第二次转型：百姓意识与平民视角　3 个人化话
语　4 “人”成为主题表征　5 题材小型边缘化　6 纪实成为主导　7 淡化观念表达　8 虚化现实背景
　9 回归本性与国际化方向　10 群落现象与个人小作坊　11 民间创作群体　12 不同诉求之纪录片栏目
　13 纪录片之“独立”　14 案例解读之五：康健宁　15 案例解读之六：“纪录片编辑室” 　16 国际
纪录片与中国第四篇 社会化纪录片时期：（1999-2004）结语：回归与对应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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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篇：政治化记录片时期(1958-1977)　　源起于中国的1958年的中国电视，不仅是由于当时国际政
治关系形势所迫，而且也是国内“大跃进”运动催产的结果，并非顺势而生。
因此，虽说它开创了中国媒体的一个新纪元，却并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当时根据政治需要，凭着革命热情创建北京电视台，实际上从技术、设备到人员、资金，诸多条
件都不成熟。
非健康、非常态的环境给中国电视这个新生儿刻下的烙印，花了许多年的时间才慢慢抚平。
随中国电视出现而产生的中国电视纪录片，其情形也大致相仿。
　　尽管起初以至此后很长的时间里，北京电视台都很少有真正的电视纪录片。
但是以其开播伊始，纪录片或者准纪录片的节目就开始出现，并占据相当的比重。
其中绝大部分是兄弟单位或友邦国家援助的电影胶片。
开播第一天的节目播出记录，大致体现了当时的境况：1958年5月1日19：00，北京电视台开始实验性
广播；19：15，播出了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第一部纪录影片《到农村去》，片长10分钟
；19：50，播出由莫斯科科学普及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科教纪录影片《电视》。
　　其实，这一时期电视新闻和纪录片之间的界限比较含糊，拍摄手法和节目形态基本上没什么区别
，只有长短之分。
因此，重要的、需要多点篇幅的题材，自然就成了纪录片。
这一时期的纪录片主要以报道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为主，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记录党和国家领导人的
外事活动。
　　确定将这两方面作为重点，是宣传的需要。
这一时期的宣传主要还是针对国外。
在受到西方国家封锁的情况下，纪录影片成了打开这堵墙的极其重要的工具，这与纪录片的品性有关
。
当时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想了解中国，而纪录影片应该是最直接可靠的。
这也是在那样的国际政治环境下，日本、英国等友好国家之所以还保持与中国的电视台建立定期交换
专题纪录片节目机制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他们所需要的主要是影像素材。
除了送片子出去，还有请人来国内直接拍摄的，这在当时应该算是很务实也很果敢的策略。
因为，“立足北京，面向世界”，是这个时期电视台存在的现实。
　　由于特殊的政治气候，国家对这一时期的纪录片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而宣传成为头等重要的功能
。
然而由于缺少宣传的经验、不熟悉宣传的策略，加上受前苏联的政论性纪录片观念的影响，造成这一
时期的纪录片多是空洞无物、浮夸做作。
哪怕是人物纪录片，也毫无人性可言，宣传效果不尽人意。
如果说声画剥离有技术条件不足的客观原因的话，灌输式的方式完全是观念的问题。
当然，在那个时期，出现这样的观念是一种必然。
　　作为中国电视纪录片的首批工作者，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开创如此复杂的事业，他们的敬业和牺
牲精神可以想见。
这一时期的新闻和纪录片产量很高，比例也高，因此被称为“新闻纪录片时代”。
这一时期在北京电视台播出的纪录影片近500部(集)，且多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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