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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可以说是一个国家国民人文教育的一部分。但是，目前中国大部分电视台很少给纪录片安排独立的播出时间，更

不用说在黄金时间段播出了。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缺憾。如今中国电视被分成了三大块，新闻、电视剧和娱乐节目。纪

录片很少引起轰动。按照现在的状况，观众很难养成收视纪录片的习惯。虽然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节目在探讨中

国纪录片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但是，平心而论，大多数电视观众对纪录片的概念恐怕还是很生疏的。 

从理论上说，所有严肃的人文观念都是需要普及的，新闻如此，纪录片也是如此。这个普及的过程也是培养观众收视习

惯的过程。如果说新闻是一个社会非常态的真实写照，那么，纪录片则是这个社会常态的真实反映。也就是说，纪录片

是非新闻化的、日常的、静态的、过程式的、讲述普通人生活的、可以有观点的电视作品形态。正因为如此，纪录片的

真实和新闻的真实给我们的感受是不同的。 

1997年初，大型电视纪录片《邓小平》在中央电视台的播出时间可以说是非常及时的，这就增加了这个片子的影响

力。纪录片的播放可以分为常规播放和非常规播放，前者是指日常的、固定时间的、便于观众按时收看的播放形式，后

者则是指突发的、配合型的播放形式。英国是纪录片大国，有很长的纪录片历史传统，BBC广播公司的纪录片是很有影

响的，它经常围绕重大事件和突发事变来播放一些纪录片，并且常常是在黄金收看时间。 

电视纪录片中，我认为记者采访的痕迹越少越好。因为在纪录片中，主观的色彩越少越好，越客观，越真实。在这一点

上，新闻片的真实与纪录片的真实是不一样的。新闻片的真实本身就包括了记者参与的真实，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记

者在现场本身就证明了新闻的真实性。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如今新闻界要强调加强现场新闻。让我不能理解的

是，现场短新闻的概念是什么？因为从目前的新闻概念看，新闻绝大部分都是短时间内发生的，难道记者在现场还能延

长新闻的过程吗？可以说，现在大多数长新闻都是媒介“创造”出来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深度报道，或者叫调查性新

闻。 

而纪录片的真实，倒是尽量让观众忘记记者的存在，换句话说，观众是通过摄像机这个眼睛去看纪录片中的人物。因

此，我发现许多记者的提问显得意义不大，这种提问经常成为过于简单的话题过渡，有时甚至会变成一种主人公完整谈

话的干扰。我觉得如果纪录片中记者的提问不是很有趣，或者不能激发主人公的某些观点，那么最好把记者的提问隐

去。这样纪录片中的记者提问就成为一种电视的前期工作。这方面，北京电视台拍摄的有关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纪录片

就处理得很好，在这个片子里，摄像机取代记者成为主人公最接近的无声伙伴。 

中央电视台的《地方台30分钟》曾经是在中国有一定影响的纪录片栏目，但是这个栏目原来的定位有点问题，看上去

像是中央电视台给各地电视台提供一个窗口，让各台展示自己的节目。通俗的说，就是太局限于电视圈了，很多电视圈

内的人都知道这个栏目，但是老百姓就很难说了。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中的《生活空间》栏目在这方面做了比较好

的纪录片普及工作。 

现在，中央电视台能够围绕几个主题来组织全国的电视台拍纪录片，这就等于把游击队变成了正规军。像系列纪录片

《中国家庭》和《中国人》，不仅有历史价值，也有人文价值。我个人觉得，如果这些题目能够再小一点，就好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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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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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网络的坏消息，就像北京的风沙天

气一样，越来越频繁。而这其中，台湾

首家网络原创报纸《明日报》猝亡的消

息，就更像一场沙尘暴，迷了一些人的

眼，也把更多人弄得灰头土脸。《明日

报》没了明日？我们呢？在《明日……

 

· 西部开发与新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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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开发，目前已经成为中国媒介使用

频率非常高的词汇。很多老百姓都知道

西部开发这个说法，虽然他们中间的许

多人并不清楚西部开发与自己的关系。

就目前的西部而言，几乎所有国家的西

部都落后于东部，东西部经济的差……

 

 



如，中国人这个题目具体化到普通的中国人，就会使人物选题更加集中和突出。另外，把中国人作为一个大题目来拍纪

录片，多少有点外宣片的色彩。这让我联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纪录片在选题和拍摄时，也应该考虑节目的定位，

要明白这个片子是拍给谁看的。电视新闻和电视娱乐节目在这方面解决得不错，纪录片一直忽略这个问题。《生活空

间》的品牌术语“讲述老百姓的故事”很大程度上是解决了节目定位问题。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后，精

神产品和物质产品一样都有一个定位问题。 

《生活空间》制片人陈氓有一个观点很流行，就是将熟悉的生活陌生化。听上去，这话像是语言游戏。纪录片是把熟悉

的东西陌生化？还是把陌生的事物熟悉化？进一步说，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讲有没有可能把熟悉的东西陌生化？把陌生的

东西熟悉化，可以说是标准的顺向思维，是顺时针思考，是人类通常容易接受的。而把熟悉的东西陌生化，则相对来讲

可以算是逆向思维，是逆时针的想象，是人类原来不大适应的思考方式。从学术上说，把熟悉的东西陌生化，是一个新

颖的提法，具体说，怎么实现这种想法呢？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显然是我们所熟悉的，如果纪录片能够把这种生活陌生

化，当然就等于完成了这个理论转换。如果按照这种理论推理，新闻报道就可以说是把陌生的东西熟悉化。 

把熟悉的东西陌生化，显然是为了让人们从习以为常的生活中发现新的东西，换句话说，有点把纪录片新闻化处理的味

道。纪录片专家陈汉元有一个观点，他主张电视剧纪录片化，而纪录片故事片化。把纪录片故事片化，或者用陈氓的陌

生化理论来拍纪录片，目的看上去都是为了让纪录片更好看。作为理论说法，陈氓的观点是有趣的。但是从实践上看，

我还很难发现能够证明这个理论的论据。 

如何看纪录片的干预生活，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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