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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摇 摇 论

绪摇 摇 论

对于大多数观众而言, 带有情节的故事片似乎是一个做梦的机器。

当影院的灯光熄灭, 将人们从喧嚣的世界带到沉寂中来, 观众在逐渐

展开的生活化的情节中开始背离自己的理性, 视觉幻想让人们的梦境

开始……相较于观众的热衷和学者们对于电影的趋之若鹜, 纪录片是

理性的、 严肃的、 沉重的, 是没有高票房收入的。 由此看来, 电影史

学家、 理论家对纪录片表现出来的冷淡也是可以理解的。 纪录片作为

故事片的夹片的命运,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贯穿世界电影史, 当然也包

括中国电影史, 人们对纪录片的认识以及研究至今仍表现出一定的局

限性。

智利的纪录片导演顾兹曼说过: “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 就像一个

家庭没有相册。冶 这句话道出了纪录片的重要意义。 受到传播渠道、 市

场运作中存在的明显阻碍, 加之观众欣赏水平有待提高等原因, 纪录

片并没有形成故事片观影热潮, 但是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 纪录片

所具有的广阔的文化视野和社会认知价值、 文化传承价值是故事片所

不可比拟的。 对于纪录片的创作者来说, 每一次的拍摄其实都是在为

自己的生活故事加入新的感悟; 对于观众而言, 每一次的欣赏过程都

是在不知不觉中获得了新的生命体验。 纪录片所具有的人文关怀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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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露出来的是真实的情感, 而不是肤浅泛滥的大众温情。

影像与现实之间有着极其相似的表征, 纪录片是以现实生活为表

现对象的一种艺术形态, 因此, 关于 “真实冶 的讨论就不可避免了。

记录的本质在于对 “真实冶 的表达, 对 “真实冶 的追求, 以朴实、 纯

粹的镜头语言和诚恳的态度来表达一个真实的世界。 与文字记录的人

类文明史一样, 纪录片同样承担了文化载体的重任, 作为一个片种,

有着重要的人文精神价值内涵。 在各种影视艺术形态中, 纪录片以其

自身的真实和纪实的文化价值属性, 被人们称为 “精神的贵族冶。 它

将人类社会经过岁月磨砺的变迁、 深刻理性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底蕴通

过复杂、 虚浮的表象记录并予以表达。 这种并非单纯客观记录的艺术

表现, 需要创作者使用多种手法将创作内涵和纪实的魅力展现出来,

让观众能够通过影片的表征体系感悟到其内涵和价值。 改革开放是中

国社会转型的开始, 在经济体制发生巨大转变的同时, 也伴随着思想

的冲击和意识形态的变化。 纪录片作为一种重要的媒介形态, 是这种

变化、 冲撞的典型载体。 从改革开放初期的 《话说长江》 《话说运

河》, 到 20 世纪 90 年代的 《望长城》, 世纪初的 《故宫》 《大国的崛

起》, 这两年受到特别多赞同的 《舌尖上的中国》, 将纪录片逐渐推向

大众的视野范围内, 开始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本书以纪录片为研究对象, 从纪录片的真实性、 纪录片的功能和

表现方法等方面进行讨论。 具体的研究方法, 既有作为创作参与者的

主位体验, 也有对于纪录片理论长期的学习后运用系统的知识进行的

客观观察和思考。 同时, 本书采用影视纪录片研究中常用的文本分析

的方法, 搜集了大量纪录片影视资料和研究材料。 为了能够让读者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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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摇 摇 论

好地理解所述观点, 书中所举例子均来自受众范围比较广、 认可度比

较高的纪录片。 一部经典纪录片, 带给观众的一定是全面的震撼, 本

书从不同角度举例分析, 因此同一部影片的例证会出现在不同的章节

当中。

本书所涉及的参考文献主要有三个方面———纪录片研究、 叙事学

研究和心理学研究。 笔者通过对这三个领域的相关资料和著作的整理

后发现: 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 中国的纪录片迎来了真正的繁荣期,

与纪录片相关的研究高潮迭起, 对它的关注也开始从外延走向内涵。

全书分为七个部分。 本书一开始根据纪录片最基本的 “真实性冶

的特点进行了真实影像系统的论述。 在具体分析和阐述纪录片定义的

基础上, 表达了纪录片的美学诉求, 指出纪录片的审美价值、 社会教

化、 历史记录等功能。 纪录片不仅是一个名称、 一种理念, 也是一种

方法, 而 “方法冶 会随着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文化发展阶段发展和变

化。 因此, 进入第二部分, 通过真实与虚构在不同时期的纪录片文本

中相互纠缠、 相互博弈的状态, 对世界纪录片的发展变化进行梳理和

解读, 旨在系统、 全面地研究客观再现与创作者主观能动性之间的互

动关系。 第三部分、 第四部分表明了笔者关于纪录片真实性的观点,

重点论述纪录片的真实性与主观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在纪录片表现

真实的背后所隐藏的内涵。 在前几部分对于纪录片理论架构和知识体

系研究分析的基础上, 接下来的内容从创作的角度出发, 尝试探寻纪

录片制作的实践路径。 分别从纪录片的选题、 叙事手法外在的表征体

系三个大的方面展开, 将创作与理论意义相结合。 在第六部分的 “叙

事冶 内容中, 从叙事视点的角度切入, 简单整理了中国纪实类电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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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特征。 通过对中国纪录片

发展过程的剖析, 我们能够对媒介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有更清楚的认识。

摇 摇 一、 真实是态度, 感性是方式

纪录片是具有较高品位的视觉形态, 它使用纪实的手法非虚构地

揭示历史、 记录现在、 在某种程度上预知未来, 审视并再现了人类社

会的各个方面。 作为视觉文化, 将以语言为主导的理性形态转向以形

象、 影像为中心的感性形态。 它所具有的强大的认知世界和认知自我

的功能是其他形态的影视作品所无法取代的, 并与故事片共存, 共同

构成影视的两种基本形态。

从弗拉哈迪、 格里尔逊, 再到 “真实电影冶 “新纪录电影冶, 众多

学者、 流派都在遵循不同的纪实美学原则, 在这种循环往复的过程中,

纪录片的美学特质也借此逐渐形成。 其美学层面不仅仅是 “物质现象

的复原冶, 而是人类的自我审视。 创作过程中的主观介入对于非虚构影

像美学特质的形成至关重要。 每个人在进行观察和思考时选择的视点

都是一种观察方式、 一种分析特定现象的有利位置或视点。 这就意味

着每个人的视点和分析框架决不可能完全如实地反映现象。

美是感性和理性的统一体, 审美是一个从悦目悦耳到悦智悦神的

过程。 一个完整的艺术作品包含知识、 伦理、 审美等各方面的信息,

艺术是人类情感的载体。 纪录片的客观属性要求内容的真实性。 作为

一种艺术形式的表达, 必然会带有相应的主观属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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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摇 摇 论

摇 摇 人的认知历程分为感性、 知性、 理性三个阶段。 创作者首先要

对某一个事物有一个感性的认识之后, 才能开始知性和理性的思考

阶段, 继而进入创作层面。 法国结构主义美学家茨维坦·托多洛夫

说: “没有一种社会科学 (或任何科学) 能够完全避免主观性。 选择

某一组理论概念而不选另一组, 这本身就已经包含了一种主观的决

定。 但不做这一选择, 我们又一事无成。冶淤 只要进入表达领域, 人

的主观性就必然存在。 既然不能排除带有主观色彩的感性认知, 那

么主观的感性认知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纪录片就是这样的一

种艺术表现形态, 它试图使用客观真实诱发观众主观感触, 通过各

种视听语言呈现给观众一种模糊真实体的感觉, 因此始终游走在真

实与虚构之间。

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文化趋向的影响, 大众文化愈发注重感性价

值, 在纪录片创作中的体现则反映其由理性价值向感性价值重视程度

的递增。 匈牙利电影学家贝拉·巴拉兹表示: “艺术不在于虚构, 而在

于发现。 艺术家必须在经验世界的广阔天地中发掘最有特征意义的、

最有趣的、 最可塑造和最有表现力的东西, 并且把自己的倾向和思想

意图异常鲜明地表现出来 (倾向性和思想意图是每一部描写现实的影

片和一个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 但是必然存在的内涵物)。冶于 纪录片

的本体变化虽然离不开客观事物的变化, 但是和人的意识关系很大。

基本的观点仍旧是客观, 但主观的作用正在加大。 被记录的主体对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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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所存在的环境的语法活动, 其社会行动逻辑并不为创作者先入为

主的判断而改变, 但是创作者的主观想法和感性认识仍然决定了艺术

行为的呈现方式, 这种文本表达方式的选择决定观众进行解读的方式

和角度。

本书选择了将主观感性表达作为对纪录片认知的重要方式。 在还

原真实、 尊重真实的基础上, 接受并赞同主观情感的表达。

摇 摇 二、 总要讨论的问题———纪录片与专题片的关系

古人云: “正名, 必也。冶 什么是纪录片? 什么是专题片? 它们之

间的区别到底在哪里? 很长时间以来, 关于电视专题片和电视纪录片

的关系都是学术界积极探讨的内容, 对此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

其中以 “等同说冶 “从属说冶 “独立说冶 “怪胎说冶 为代表。

“等同说冶: 认为电视专题片就是电视纪录片, 二者是同一个概念

的两种不同的表述方法。

“从属说冶: 认为纪录片与专题片之间存在着包含关系。 “纪录片

从属于专题片冶 的说法认为纪录片是专题栏目中的一种存在形式;

“专题片从属于纪录片冶 的说法认为专题片是与纪实风格相对应的纪

录片。

“独立说冶: 认为专题片和纪录片各自为独立的两个片种, 电视专

题片追求的是艺术表现形式, 纪录片追求的是客观的自然。

“怪胎说冶: 认为国际上大多使用的都是 “纪录片冶 这样的说法,

电视专题片是中国电视事业发展道路上的怪胎, 是 “纪录片冶 的中国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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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的说法。

中国传媒大学的高鑫教授在 2002 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对于当时的

专题片创作特征总结如下:

一、 重视文本。 根据作品要表达的思想和主题, 事先设计完整的

文本, 作为拍摄的基础。

二、 依赖解说。 借用广播的语言, 通过播音或解说, 将思想直接

灌输给观众, 达到耳提面命的说教目的。

三、 声、 画分离。 解说为主, 画面为辅, 所以是声、 画不搭界,

构成简单的 “声、 画两张皮冶 的节目形态。 严格地讲, 这种纪录片的

创作, 与其说是记录生活, 不如说是揭示思想、 宣传观念, 对广大电

视观众进行思想教化和行为指导。淤

从纪录片的发展史来看, 纪录片与专题片很难区分。 现今中国电

视界 “画面+解说词冶 的 “怪胎冶 也是影视艺术的一种既已存在的表

现形式。 这种形式可以追溯到格里尔逊的 “视电影为讲坛, 自觉以一

个宣讲者的方式来利用它冶 的理论时期。 换句话说, 中国的专题片也

是在借鉴世界纪录片部分理论的基础上建构的。 中国专题片所表现出

来的创作过程中的主题先行, 对文本的高度重视、 依赖解说词表达主

观情感、 宏大叙事风格下的宣传教化等特点几乎都可以在世界纪录片

的发展历程中找到对应的先例, 而且中国的专题片和纪录片同样具有

纪实风格。 “专题片是落后的纪录片理论的一种代表, 当下主流的纪录

片就是在对其反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这本身就是纪录片的一场自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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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革新。冶淤

中国传媒大学张雅欣教授在她的一篇论文中就专题片和纪录片的

关系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有专家在界定电视纪录片与电视专题片的差异时, 提出了如下

观点: ‘纪录片画面所表现的, 与被拍摄对象之间有一段共同的时空

轨迹, 而专题片基本没有; 纪录片主要依赖画面传达编导者的意图,

专题片主要依赖旁白传达编导者的意图; 纪录片是被记录的时间本

身告诉观众是什么, 而专题片是编导直接告诉观众是什么; 纪录片

必须在事情发生时同步进行拍摄, 如果事情结束了, 纪录片也就不

存在了, 而专题片则不然, 事情已经了结, 可以采用一些能让人联

想的画面, 用旁白告诉观众; 由于纪录片与被拍摄对象必选保持同

时空流程, 因此制作周期相对长, 专题片可以直接拍摄事情发生的

结果, 不必顾及与被拍摄对象保持同时空流程, 因此制作周期相对

短; 纪录片更见摄影的功夫, 专题片更见编辑的水平; 纪录片除了

体现现实的价值以外, 还具有永恒的历史价值, 而专题片则更注重

现实的价值。爷 这样的观点, 我不敢苟同。 综上所述, 不难发现, 专

题片与纪录片实在无本质上的不可以逾越之处。 所谓专题片, 不过

是纪录片的一种结构方式, 至多算是一种较为特殊的结构方式。 所

以, 在国外无 “专题片冶 之称谓就理所当然了。 我以为国人在为纪

录片与专题片画地为牢式地界定是一种无谓的劳动。 纵览世界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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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李刚存: 《 “合分论冶 引申的两条轨迹———浅谈纪录片与专题片的界定》, 载 《云南农业大学学

报》 2008 年第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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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领域, 被绝大多数电视纪录片人和电视观众认同的纪录片定义尚

未出现, 那么, 我们又将依据什么给二者穿靴戴帽呢? 或者说, 不

被绝大多数人认同的定义, 意义何在呢? 如果没有将纪录片或者专

题片严格区分, 没有为纪录片确定一个框架, 是否就意味着我们是

在儿戏我们的电视 (纪录片) 理论呢? 淤冶

从以上的内容中可以看出, 关于专题片和纪录片特征属性的争论

从未停止。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 对于任何事物进行完整的意义界

定都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对于纪录片和专题片到底是不加分别地统称

还是加以必要地区别, 显然都是片面的。

徐志祥在他编著的 《广播电视概论》 一书中提出: “现今, 无论

习惯论定的哪些专题片属于哪些节目范畴, 但它们都必须具有新闻的

本性———真实性。 同时, 无论它们采用什么素材 (现实的或历史的),

但都是事实的一种记录。冶于

无论是以 “纪录片冶 定义, 还是以 “专题片冶 命名, 它们都是取

材于真实的现实生活, 是将真人、 真事、 真景作为拍摄的对象和表现

的内容, 运用纪实的创作手法。 创作者在提炼生活素材的过程中, 都

需要做到尽量保留其自然形态。

本书名为 《感性认知的影像记录》, 是为了理论研究的方便, 也

是为了能够更好地指导创作实践。 因此, 不对专题片和纪录片加以区

别, 而是将二者界定为同是纪实类电视节目的主要节目形态, 从纪实

9

淤
于

张雅欣: 《纪录片不需强行定义》, 载 《中国电视》 2005 年第 6 期。
徐志祥: 《广播电视概论》,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1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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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来研究电视节目形态, 思考节目创作方法。 因此, 无论是电视

纪录片, 还是电视专题片的内容, 定义以及创作特点都对纪实类电视

节目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出于一些可预见的原因, 如果需要界定,

本书按照国际上认同的说法, 以 “纪录片冶 作为统一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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