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站首页 ·《文学遗产通讯》 ·博士后园地 ·学界要闻 ·学术会议 ·学人访谈 ·学者风采 ·学术团体 ·学术期刊 ·学术争鸣

·文学所简介 ·虚拟文学博物馆 ·研究生教育 ·汉学园地 ·当代文坛 ·书目文献 ·诗文鉴赏 ·论著评介 ·专题研究 ·古籍整理

当前位置：网站首页 > 专题研究 > 影视文学研究 

中国纪录片的热与冷——艺术表达与文化工业

【作者】张同道

  中国纪录片处于火与冰的交汇点：一边是被煽动的、疯狂旋舞的、乌托邦式的热，一边是羞羞答

答、沉默的、漫无边际的冷。 

  主流媒体与民间DV从两种向度燃起中国纪录片的热情：从中央电视台到地方电视台的主流媒体依

然保持了一定数量的纪录片栏目以标识文化品位，《见证》、《纪事》、《探索·发现》、《人物》

等央视纪录片栏目还在坚持脚下的位置——尽管《见证》已经改在子夜与忠贞的观众幽会，上海真实

频道的广告销售已然从两年前的2千万提升到今年的近7千万，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老故事频道也已

挂出招牌；民间DV纪录片来势汹涌，大学生、独立纪录片工作者以及社会爱好者集团式切入，以表达

为驱动、以DV为自来水笔的影像写作热潮宛如20世纪80年代的诗歌运动，各种以DV命名的比赛活动频

频出动，躲在高级办公楼里的索尼公司、松下公司的日本人或其中国代理窃窃私喜，一波又一波地抛

出换代产品，以兑换汹涌澎湃的人民币。更令中国纪录片人心跳加速的现实是，中国纪录片在国际电

影节——从巴黎、阿姆斯特丹这样的欧洲首都到乡级小镇——四处出击，获奖连连，似乎一个阳光明

媚的纪录片春天就要降临！ 

  且慢！单单从制作数量看，中国确乎算得上纪录片大国。然而，中国纪录片在一个最关键的动作

上极度疲软：市场化。民间DV制作依然是个体表达的窃窃私语，小圈子交流放映不过是在寒冷季节以

体温相互取暖，民间展览或校园巡映已是最为宏大的传播方式——既无在主流媒体播出的可能，也乏

市场发行渠道，在国际电影节获奖甚至卖给国外某电视机构还是个别动作。DV纪录片作者是一个极不

稳定的群体，多数作者拍了一个片子之后便归于沉默，再无踪影，因为热情无力为拍摄买单，只有投

入没有产出的“青春期冲动创作”模式无法维持长时间运转。因此，民间DV制作就其制作方式与资金

方式来说，它的存在价值主要是作为一种文化景观而不是影像市场。 

  电视台播出的纪录片——不是意识形态宣传片——大多播完即回到磁带库长眠，只有少数被看好

的节目会以DVD的面貌发行，可是手脚迅捷的盗版商不放过任何一个商机，不管市场价值多高，钞票还

是飞入盗版商腰包。至于电影院，自从《较量》、《周恩来外交风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等少

数政治纪录片成功登陆之外，几乎音讯全无，《德拉姆》和《布达拉宫》票房惨败。轰动世界的《鸟

的迁徙》却没能轰起中国电影院的一角浮尘——去电影院看纪录片依旧是中国观众无心享受的晦涩的

高尚消费，虽然它的票价只是故事片的1/3到1/5。 

  中国纪录片热于制作而冷于市场，一热一冷昭示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不管哪一种艺术形式，一

旦失去市场，也就失去前行的内在驱动力，尤其是纪录片这样需要资金支持的艺术样式。中国纪录片

面临一种艰难却又无法回避的转型：从导演纪录片到制片人纪录片，即从作为艺术的纪录片到作为文

化工业的纪录片。 

  中国纪录片先天发育不良，瘦弱无力。黎民伟拍摄的关于孙中山和北伐战争的纪录片、孙明经拍

摄的教育电影近乎荒漠中的奇异植物，却都不曾市场化生存，而以延安电影团为开端的革命纪录电影

则从来没有市场概念，而是政治宣传。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纪录片的电视复兴，如《话说长

江》、《话说运河》、《望长城》依然是借助主流媒体实现的。即使有意识进行美学补课、与国际对

接的上海电视台“纪录片编辑室”与中央电视台“生活空间”也是媒体行为而不是市场行为。文化色

彩浓郁的民间独立纪录片也是借助媒体而开始的，直到价格低廉的DV解开了这种捆绑关系，却始终没

有将纪录片与市场连在一起。播出与展览成为中国媒体纪录片和民间纪录片的唯一传播路径。对于从

来不曾经历市场的中国纪录片，市场是一片深不可测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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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市场无可回避。失去市场，也就失去生存的根基。 

  美国纪录片也许是一个有效的案例。最近几年，收复电影院、创造市场空间成为美国纪录片的奇

异景观。麦克·摩尔的《华氏911》放映时电影院门口排起长队，美国国内票房高达11,900万美元。

《美国电影》、《大我一号》、《舞蹈教室》、《拼词大赛》、《企鹅日记》等纪录片热映影院，票

价与故事片相同。这些纪录片票房回收虽无法与好莱坞大片争锋，但对于成本较低的纪录片来说，市

场回报早已超越了投资。 

  如果说电影院的纪录片以个性化作品为主，那么电视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则是模式化的工业纪录

片，如探索频道、国家地理频道、历史频道、A&E频道及法庭频道这些专业纪录片频道不仅在市场站稳

了脚跟，而且经营有方，获得高额利润。 

  美国纪录片以两种模式生存：一种是艺术纪录片，如已然进入经典序列的梅索斯兄弟、怀斯曼、

莫瑞斯等人，特立独行，个性张扬，以陌生的风格开辟了美学空间；另一种是文化工业纪录片，如探

索频道、国家地理频道、历史频道的纪录片，这些作品缺少个人风格，但类型风格明确，故事性强，

制作精良，并以对题材的极致处理垄断同一题材的制作权，在世界范围多层次销售。如果简单化地概

括，那么，艺术纪录片支撑了世界电影史上的美国版图，文化工业纪录片则几乎占据了世界纪录片市

场的绝大部分空间。艺术纪录片难以获得巨额利润，基金会、播出或放映、收藏加上DVD、录像带市场

也基本支持了这些艺术家的存在——麦克·摩尔是个例外，有的还会制作广告以贴补纪录片，如莫瑞

斯。 

  如果对照美国的纪录片生存模式，中国纪录片的机制性障碍昭然若揭：艺术纪录片缺少必要的支

持元素，如基金会、放映或播出、收藏甚至音像市场——盗版DVD将本来微薄的利益洗劫一空，仅仅靠

国际展览远远不能保证纪录片制作所需要的资金。中国艺术纪录片的每一个成功都隐含着特殊的机制

与辛劳，并且每一个成功都是孤立的，不管《幼儿园》的导演张以庆还是《铁西区》的制作人王兵—

—缺少电视台的体制性保护，后者拍摄的合法性甚至都存在疑惑。 

  文化工业纪录片缺乏足够的市场空间与制作机制。与新闻节目完全不同的是，纪录片并不是针对

特定区域的电视节目类型，但上海真实频道局限于上海落地，而中央电视台的纪录片栏目虽然拥有广

大的空间，却完全是“传者中心”的电视栏目制作模式，费用低，时间短，缺乏纪录片制作的基本支

撑元素，多数节目仅仅是应付播出，拒绝市场介入，也无力进入市场。纪录片播出栏目化并不等同于

纪录片制作栏目化，因为电视栏目播出受特定时间与地域的约束，而纪录片则拥有多次、多空间传播

的可能。栏目化制作方式必然导致纪录片的粗糙与短命，成为一次性消费品。更恶劣的后果是，纪录

片栏目化制作的结果损坏了纪录片的声誉，在受众市场上无法与美国发现频道、国家地理频道的作品

争锋，从而直接拉低中国栏目化纪录片的收视率。 

  中国纪录片面临艺术与市场的双重危机。 

  最近，两种向度相反的事件带来新的启示：一是美国国家地理频道与中央电视台合作建立“世界

地理频道”，二是2005年中央电视台制作的《故宫》和阳光卫视制作的《郑和下西洋》成功进入国际

市场。美国纪录片进入中国市场的步态已经稳健地加速，从节目输入、音像市场到频道介入；中国纪

录片也开始有意识地争取国际空间，并取得成功。然而，这一双向运动是不均衡、不对等的。美国纪

录片已经是高度工业化，具有全球市场经验与高占有率——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国际市场的规则是

由美国制定的；而中国纪录片缺乏国际市场经验，甚至对国际规则也不太熟悉，成功是偶然的，况且

这两部作品都不是中国电视体制的常态生产，而是特别节目。期盼美国等待中国纪录片从容地长大后

再进入中国市场只是一种幼稚的幻想，中国纪录片唯一的选择是快速发育长大。 

  中国纪录片需要艺术，也需要市场——只有市场才能支持一种艺术样式的生存与繁盛，体制温室

无法为纪录片提供足够丰富的营养。中国纪录片需求一次热力传导：从制作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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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著作有《探险的风

旗：论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媒介春秋：中国电视观察》、《电视看客》、《时尚拼贴》、

《大师影像》等，纪录片《居委会》、《白马四姐妹》、《经典纪录》（16集）、《世纪长镜头》

（12集）、《发现民间》（10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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