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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中的人本理念和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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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惠雨燕 

  我国纪录片在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短暂辉煌后，在90年代逐步跌入低谷，究其原

因，缺乏人本理念和人文关怀是其中的重要一环。纪录片与人本理念之间存在怎样的联

系，通过怎样的途径可以促使当代中国纪录片重新找回人文精神，是本文要讨论的主题。 

   

  纪录片与人本理念的关系 

  纪录片是以真实生活为创作素材，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以展现真实为本质，并对

其进行艺术加工与展现，用真实引发人们思考的艺术形式。纪录片的素材保留着生活的鲜

活、真实的信息，具有极强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而在选择和结构的过程中，则有创作者主

观的对生活的认识、理解、兴趣、爱好的介入，可以说，纪录片是客观生活与主观认识的

一种留有较大空间距离的结构。它既能将真实的生活转化成为一种可以复制、保存、传播

的形态，留给人们一段活的历史，同时，又能提供一个创作者对生活的独特的、个性化的

视角，以供观众欣赏。 

  纪录片的性质决定了它与人本理念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所谓人本理念，实质上是

指以人为本的理念。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的

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 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在《管子》“霸言”

篇中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把这些中西方哲学

思想贯彻到艺术创作中来，都能充分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即只有切实地从观众或者读者

的立场出发，围绕以人为中心，关注人的精神需求，关注人的生存状况，维护人的尊严与

价值，纪录片才能达到培养人们开拓进取的人生态度、庄严崇高的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

鲜明的个性意识和集体主义风格、健康开放的文化心态和精神风貌等目标。 

   

  当代中国纪录片人本理念的缺失 

  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当代中国纪录片的人本理念和人文关怀受到了很大程度的

削弱。电视和电影媒体为了迎合大众口味，其创作指向越来越娱乐化和低俗化，收视率和

赢利压力迫使纪录片放弃思考本质，转而趋向趣味化和娱乐化，而教化则受到了摈弃。 

  1.大众文化对纪录片人文理念的冲击 

  大众文化是以工业社会的发展为背景，经技术革命特别是传播技术革命而出现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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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众文化不同于高级文化，因为高级文化具有明显的阶层性；它也不同于乡土文化

和群众文化，因为后者具有明显的自发性。大众文化的典型特征是其具有商品性、通俗

性、流行性和娱乐性，当纪录片在面临大众文化的侵蚀时，必然也会表现出这些特点。例

如，很多纪录片热衷于选取奇人异事，以此来吸引眼球。如残疾人、艾滋病患者、劳改释

放者、留守儿童、贫困山区人民、少数民族群众，这种记录往往流于表象，甚至有一些创

作者是出于满足现代社会人们的猎奇心理而刻意强调其特殊性。将这种“特例”呈现于镜

头本无可厚非，但是，这样刻意的强调和追求“新奇特”，会使纪录片客观记录的特性被

破坏，使整个影片失去灵魂，不仅不能引发观众对现象进行深度思考，还有可能使纪录片

与我们的现实生活产生严重脱节。 

  2.后现代主义和消费文化对纪录片的冲击 

  在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影响下，纪录片中对于深层意义的思考开始逐步被消解。相对于

沉重的深层意义，后现代思潮下的纪录片用简单而形象化的叙事方式取代了传统的说教方

式。比如荣获第24届圣丹斯电影节纪录片导演奖的影片《超大号的我》，导演摩根·斯普

尔洛克以他自身连吃一个月麦当劳全餐后体型变化为重点，强迫自己在一个月中每一顿都

只能点麦当劳的各式全餐来享用。他在连续一个月的麦当劳全餐的“滋补”之下，体型急

速增大，各项身体机能受到严重影响。通过他的镜头记录，告诉我们大量食用垃圾食品会

损害健康。 

  该纪录片仅仅告诉我们一个人尽皆知的道理。它既不是对历史进步的弘扬，也不是对

生命价值的思索。整部影片不需要做任何认真深入的思考。片子里既没有营养专家或医师

的分析和教导，也没有忧心忡忡的言辞警告。他仅仅是将我们熟知的道理形象化和简单

化，以这样简单直观的叙述取代了对深刻意义的追索和探讨，这也是后现代主义文化最为

鲜明的影响，受众的文化意识就在这样的潜移默化中被改变。 

  3.创作方式的单一与模仿致使人文理念的简单化 

  人文理念要求对不同类型人物个性的深刻解读，但是，当代中国纪录片在创作方式上

的单一和模仿，却将人文理念所强调的个性特征淡化了。纪录片应遵循的原则是形式应服

从于内容，不能独立于内容之外。内容在整体上应该和谐，在操作上却应该量体裁衣，使

内容与形式相互适应。而我国的许多电视纪录片的结构、风格都十分相似，甚至雷同。大

家都是在效仿“经典”。创作者们不愿创新和尝试，宁愿用“统一”的僵化的形式。“旁

白热”、“纪实热”、“长镜头热”的单一表现手法让纪录片在创作手法上看似蓬勃发

展，实则大同小异，内容贫乏空洞，思想苍白无力，这样的“模式化”发展只会扼杀纪录

片的人本理念。 

   

  在纪录片中贯彻人本理念的路径 

  1.在题材选取阶段就树立人文关怀意识 

  如果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谈纪录片的选材，那么，纪录片的题材内容非常广泛。相对

于国内纪录片选题大多集中在记述普通人、抒发人性和人道主义情感等取材偏窄的现状，

在国外的纪录片中，植物、动物、人物、科教、历史、风俗、采风、人物传记、社会问题

皆可入题。但是，纪录片选材范围窄也好、宽也好，重要的是都应该树立人文关怀意识，

也就是将对人、人性以及人民生活福祉的关切融入纪录片的主题中，在客观记录的同时透

射出以人为本的意识。 

  2.完善投资机制，增加纪录片投入 

  投入匮乏是制约中国纪录片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除了各级电视台投入以外，媒

体、企业甚至个人都可以成为纪录片的投资主体。但是，由于纪录片的目标受众和市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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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其他电视、电影节目来说仍然较为狭小，因此，纪录片的投资机制仍然很不完善。为

此，应加大国家财政对纪录片的投入力度，在各级政府的文化发展预算和文化类基金项目

中，优先安排重大题材纪录片经费。此外，应大力开发预售、网售等新型纪录片营销模

式。 

  3.争取学术团体和媒体的支持 

  纪录片选题的好坏，与其内在的知识内容紧密相关，纪录片不是一般的娱乐性电视节

目，它需要一定层面上的学术支持。因此，纪录片创作应取得学术团队和研究人员的支

持。另外，影视是一门技术与艺术相互促进、相互结合的学科，科学技术的更新往往能给

影视艺术的发展开拓新局面、传播新手法、注入新思路。纪录片的发展有必要获得各类媒

体的支持，通过利用各类媒体的宣传合力，相信会取得更好的收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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