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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的迷失与救赎

时间:2011-09-20 13:22:00  作者:;  来源:

  ● 孙传强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社会心态的浮躁，“快餐”社会让纯真的纪录片也染上了肯德

基的味道。摆拍、导拍、扮演、情景再现、剧情纪录片……娱乐化、实用化、功利化的倾

向严重损害了纪录片的品质。 

   

  纪录片迷失的表现 

  1.摆拍、导拍。这类纪录片早已有之。在真实的大环境下，在基本真实的事件过程当

中，真实的现实人物，为了体现编导的某种意图，在编导的人为引导下，或多或少改变了

人物事件发展的轨迹，表面上看是记录的真实人物、事件，但实际上记录的是编导的主观

意识。 

  2.滥用情景再现。情景再现是电视新闻专题节目常用的一种叙事技巧，它采用演员扮

演的方式，重现时过境迁的事件发生过程，以弥补缺少原始影像记录、素材的缺憾，增强

电视新闻专题片的可视性和观赏性。缺少记录，就去扮演、还原，虽然可视性增强了，说

明力增强了，但也失去了纪录片的真实性底线。 

  3.剧情纪录片混同于纪录片。按照历史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由演员扮演历史人

物，重现历史事件，甚至以纪实的手法，按照剧本拍摄根本不存在的事件。形式是纪录式

的，而内容却完全由编剧、导演、演员控制。 

  4.漫无目的地原始纪录。与以上三种表现截然相反的另一个极端，就是过分强调生活

的原生态，无选择，无主题，整部片子充满了摇晃的长镜头，嘈杂的同期声，“真实”得

让人看不懂。 

   

  走上歧路的原因 

  1.社会生活节奏的变化。纪录片需要人们静下心来仔细体会和探究，在看似杂乱无章

的纪录里体味生活的真谛和感悟人生，而不是像电视剧和电视专题片那样以一种快节奏

的、直白的方式告知观众、娱乐观众。因为社会节奏的加快、生活压力的增大、心理的浮

躁，很多人已经不可能耐得住寂寞，停下脚步仔细地回味一下人生。 

  2.栏目化的影响。电视节目是由一个个栏目组成的，每一个栏目是有固定的播出时间

和频率的。而要拍摄一部好的纪录片周期很长。日本纪录片《望儿五岁》跟拍了五年，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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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田的《最后的山神》拍了两年，陈晓卿的《龙脊》也拍了五个月。《望儿五岁》跟拍了

五年，成片才60分钟。① 

  如果是在电视栏目中播出纪录片，每星期一期,没有情景再现，很难拍摄出来。 

  3.功利主义的影响。电视纪录片的播放一直缺少广告商的赞助，缺少广告的电视栏目

无疑是赔本的买卖。当投入产出不成比例的时候，这个电视栏目就很难长久地生存下去，

而国内缺少纪录片的交流平台，纪录片的营销更是落后于国外，无法实现其商品价值，影

响了纪录片的长远发展。另一方面，纪录片要记录的事实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实

事件常常不符合编导的预期，纪录片由于缺少影像素材，很难向观众提供历史、社会背

景，更少提出对前景的预见。纪录片的制作者和观众常常陷入被动的困境，前者感到不能

畅所欲言，后者又往往觉得不知所云。而纪录片的评奖，既要求纪录片是真实的记录，又

要有比较突出的主题。当事实不能达到编导或评奖的要求时，或是为了缩短时间，减少投

资，一些编导为了收回前期的付出，常常投机取巧，另辟蹊径，人为地导演摆拍，以达到

主题突出，速战速决的目的。 

  4.概念的模糊。受西方纪录片的一些不良影响，近几年，国内的纪录片也开始冲破真

实的底线，用“真实的感觉”取代“传统真实”的概念，认为只要不违反常规，让观众感

觉是真实的，反映的是真理，本质是真实的就可以了。甚至类似2007年多伦多电影节开幕

影片《布什之死，总统遇刺》这样“可能发生”、“即将发生”的事情，也纳入纪录片的

试验范畴。②另一方面，在英语中找不到与电视专题片直接相对应的词语，有人甚至认为

专题片就是纪录片，只是一种形式的不同叫法而已。 

  5.机械真实主义的影响。有人认为纪录片追求的是真实，那么就要原汁原味、一点不

动地把生活的一切过程、一切细节都记录下来、展示出来。于是，长镜头变得冗长而漫无

目的；同期声变成了听不清的噪音，跟拍让观众头晕目眩。纪录片成了现实生活原封不动

的再现，没有主题，令人费解。 

   

  返璞归真求正源 

  1.厘清概念。要使纪录片走上正轨，使其具备长久的生命力，必须厘清纪录片的概

念，消除模糊意识，使其区别于其他类别的艺术，特别要区分电视纪录片和电视专题片。

纪录片是一种特定的体裁或形式，它是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历史或军事等

领域的事件或人物）及自然事物进行记录报道的非虚构的电影或录像节目。纪录片直接拍

摄真人真事，不容许虚构事件，基本的叙事报道手段是采访和摄影，即在事件发生发展的

过程中，用挑、等、抢的摄影方法，记录真实环境、真实时间里发生的真人、真事。③电

视纪录片和电视专题片在中国是现实存在的，虽然可以统称为纪实作品，但两者有着明显

的区别。电视纪录片运用新闻镜头，真实地记录社会生活，客观地反映生活中的真人、真

事、真情、真景，着重展现生活原生形态和完整过程，排斥虚构和扮演的新闻性电视节目

形态。电视专题片是运用纪实的手法，对社会生活的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给予集中的、

深入的报道，内容较为专一，形式多种多样，允许采取多种艺术手段表现社会生活，允许

创作者直接阐明观点的纪实性电视节目形态。④ 

  2.认清价值。纪录片的价值应当像文物一样时间越久价值越大。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

认为：“电视片以每年15%的速度折旧，而纪录片则以每年15%的速度递增。若干年后，人

们回过头来看那些记录，它们一定都无比珍贵。”这话说得非常好。纪录片是真实记录，

是影像历史，事过之后无法弥补，现在的记录，将来就是逝去的历史，是具有史料价值

的，是任何摆拍、扮演的伪纪录片所不能替代的。 

  3.耐住寂寞。纪录片就像陈年老酒。今天的投资明天不能马上见到效益，要等到“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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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陈酿”，才会有丰厚的回报。耐住寂寞不仅仅要考虑纪录片的商业价值，还要考虑它的

文化价值和史料价值，决不能把它和“快餐”节目等同看待。 

  4.提高技艺。一部纪录片好不好看，能否被观众接受并喜欢，关键还要看片子质量的

好坏。纪录片的创作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要消耗大量的体力和脑力，充满了不确定性

和不可预见性，必须按照拍摄纪录片的要求认真对待，用挑、等、抢的摄影方法去记录，

勤奋学习，提高技艺。比如，借鉴电影的一些拍摄技巧和剪辑技巧，多线交叉叙事，增加

可视性。 

  5.加强营销。在国外，纪录片的创作者、制片人和营销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一

部纪录片的选题是否能够吸引观众、能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和效益、市场在哪里都是有预估

的。在国内，纪录片的营销还很落后，全国性的交易市场还没有形成，这些都将制约纪录

片的发展，需要认真加以解决。 

  注释： 

  ①④高鑫：《电视纪实作品创作》，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52、16

页 

  ②冷冶夫、刘新传：《纪实艺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年3月版，第43页 

  ③朱羽君、王纪言、钟大年：《中国应用电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6

月版，第319页 

  （作者单位：蓬莱广播电视台）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１１年８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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