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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电视纪录片的美学特征
$

%陈国钦#!重庆邮电大学 传媒艺术学院"重庆!"""#$#

摘#要"从纪录片的记录属性入手!结合我国纪录片的创作实践!具体论述了电视纪录片真实性"客观性"主体性的美学内

涵!并试图对电视纪录片的美学特征予以概括界定!以期有益于纪录片的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

关键词"电视纪录片$真实性$客观性$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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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BC$@B####文献标识码"D####文章编号"E""F:EBGF#B""#$"#:"GFC:"!

##在当今的电视节目中!纪录片和纪实性的作品愈来 愈

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喜爱"但对什么是纪录片#纪录 片 有 哪

些美学特征的认 识 却 存 在 着 一 定 分 歧!有 人 强 调 其 记 录#

再现属性!有人 强 调 其 解 释#表 现 属 性"这 种 分 歧 的 存 在

表明人们对纪 录 片 美 学 特 征 认 识 的 深 入"本 文 拟 从 纪 录

片的记录属性入 手!结 合 我 国 电 视 纪 录 片 的 创 作 实 践!从

真实性#客观性#主 体 性 几 个 方 面 对 其 美 学 特 征 予 以 概 括

界定!以期有益于纪录片的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

##一%真实性

真实性是纪录片的生命!是纪录片区别于其他 电 视 艺

术作品的最根 本 的 特 性"其 他 类 型 的 电 视 艺 术 作 品 虽 然

也讲究真实性!但 彼 真 实 不 是 此 真 实!电 视 艺 术 作 品 的 真

实性是一种艺术真实性!是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进行合 理

的艺术虚构!通 过 艺 术 形 象 达 到 对 现 实 生 活 的 艺 术 化 反

映"它可以有 生 活 原 型!但 绝 不 是 对 生 活 原 型 的 照 搬 照

抄!而是经过艺术家的创造!以形象来反映生活的 本 质!电

视剧的真实性 就 属 于 这 种 情 况"观 众 在 观 看 电 视 剧 的 时

候!虽然也会说它 很 真 实!却 从 来 不 会 把 它 和 实 际 生 活 相

混淆"纪录片的真实性则与此不同!它是对生活的 一 种 客

观记录!其中 的 人 物 和 事 件 都 是 生 活 中 确 实 存 在 的 人 和

事!没有任 何 虚 构 的 成 分"$凡 是 对 着 真 的 个 体 生 命%人

类#动植物#细胞等 活 体 物&#真 事#真 景 象#真 氛 围 而 创 作

的电视作品!并有E"至E$分钟以上长度的片 子 称 为 电 视

纪录片"对纪实性而言的电视纪录片!应在被拍摄 对 象 严

格不受任何干扰 的 情 况 下 拍 摄"’(E)如 果 说 电 视 剧 是 生 活

的影子的话!那么纪录片就可以被认为是生活本身"

纪录片之所以能够引起观众的喜爱!根本原因 就 在 于

它是生活的直接记录!其本身就属于生活的一部 分"观 众

通过观看纪录片!能够了解在其生活范围之外其他时空 中

曾经发生过的人和事!满足了了解外部世界的渴 求"如 果

失去了这种真实 性!纪 录 片 也 就 失 去 了 自 身 存 在 的 根 基"

这似乎是一个不值得讨论的问题!而实质上却关系着纪 录

片的生命"如何获得纪录片的真实性!体现着纪录 片 编 导

的艺术创造能力!也是许多创作者绞尽脑汁的事情"

纪录片的真实性是靠声画语言来达成的!优秀 的 纪 录

片都能够在画面和声音方面进行艺术性的创造!以获得 真

实性的感人 魅 力"我 们 以 纪 录 片*龙 脊+为 例 来 看 看 它 是

如何获得真实 性 效 果 的"*龙 脊+记 录 了 广 西 北 部 山 区 一

个小山村中一 群 孩 子 艰 难 求 学 的 状 况"本 来 这 部 作 品 是

要表现希望工程的!但由于创作者严格遵循了真实性的 创

作原则!因而使作 品 没 有 空 洞 的 说 教!主 题 得 到 了 极 大 的

升华!荣获EFF$年 四 川 国 际 电 视 节 特 别 奖#$最 佳 妇 女 儿

童题材奖’!成 为 纪 录 片 中 的 典 范 之 作"它 的 成 功 与 巧 妙

运用电视语言中的造型元素有很大关系"在摄影 方 面!作

品许多地方运用自然光来拍摄!给人以强烈的真 实 感"由

,CFG,

$ 收稿日期"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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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山里没有通电!所以屋里的自然光源只有日光#炉 火#煤

油灯#蜡烛等!编导 经 过 精 心 设 计!多 用 黑 色 的 光 底!给 人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影片一开始!当潘军权来到 潘 能 高

家叫他起床的时 候!摄 像 机 运 用 逆 光 拍 摄!黑 乎 乎 的 门 板

占据了画面的绝大部分!只有一小部分漏进了一些户外 的

光线!从而形成一 种 强 烈 的 剪 影 效 果-黑 色 的 画 面 给 人 以

压抑#沉重的感觉!而阳光则又仿佛是黑暗中的一 线 希 望!

这样的画面 极 好 地 阐 释 了 主 题-这 里 的 人 们 虽 然 生 活 艰

难!却没有对明天 失 去 希 望!而 希 望 就 在 这 群 求 学 的 孩 子

身上"

这种真实性不仅通过摄影造型来进行表现!而 且 在 声

音方面也通过 大 量 的 同 期 声 来 加 以 表 现"在 影 片 开 头 第

一个缓缓拉出的 远 景 镜 头 中!先 是 村 里 公 鸡 打 鸣 的 声 音!

然后是老牛哞哞的叫声!接着是清脆的鸟叫声和各种大 自

然的声音!然后是潘军权喊潘能高的声音"这种大 远 景 和

声音相结合!把观众带进了一个遥远而宁静的瑶族小寨 的

清晨!而孩子们天 不 亮 就 起 床!真 实 地 反 映 了 小 寨 村 孩 子

们的贫苦但又坚持求学状况"尤其是石梅珍#潘井 妹 等 几

个失学女孩跳绳 游 戏 的 场 景!表 现 了 她 们 的 单 纯 和 天 真!

但同时两个女孩 对 着 窗 外 所 唱 的 童 谣 更 表 现 了 她 们 的 惆

怅之情-$妹不知!爷娘不送妹读书!爷娘不送妹 读 课!无 有

文章!无有名..’通 过 同 期 声 表 现 出 来 的 那 种 稚 嫩 的 歌

声具有一种感人 魂 魄 的 力 量!给 人 以 强 烈 的 心 灵 震 撼!而

这种效果的取 得 正 源 于 对 声 音 的 真 实 记 录"在 学 校 课 堂

上学习古 诗*锄 禾+的 那 一 段!也 通 过 声 音 和 长 镜 头 的 结

合!生动地刻画出 山 村 小 学 上 课 的 情 景-上 课 之 前 全 班 一

片嘈杂声!老师走进教室后渐渐安静下来!漫不经心的$老

师好’之后开始上课!潘安全背诵这首诗!大家一起鼓 掌 鼓

励!接着潘能高从座位上走到黑板前领读"这一段 落 突 出

地表现了这些孩 子 在 逆 境 下 勤 奋 好 学 以 及 相 互 鼓 励 的 精

神!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钟大年教授认为!$在纪录片中!真实性是就 事 实 而 言

的!逼真感是就作 品 的 语 言 系 统 而 言 的!而 真 实 是 就 观 众

的体验而言的"创作者通过创作活动将几者统一 起 来!才

使/真实地%观众的感受&反映%逼真的语言系统&现实生活

%事实的真实 性&0成 为 纪 录 片 创 作 理 想 境 界 的 基 础"’(B)E$

电视纪录片就是通过各种艺术手法!创造出一个真实的 环

境!让观众从中感受到真实性的魅力"

##二%客观性

客观性也称记录性!它要求客观地记录下现实 生 活 的

内容"如果说真实性是纪录片的最高目的的话!那 么 客 观

性就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在很大程度上!真实 性 的 取

得要依赖于客观化的记录"

有不少人对客观性存在着误解!认为客观记录 就 是 以

非虚构的手法 记 录 下 生 活 中 发 生 的 事 件"这 是 一 种 不 全

面的认识"摄像机 不 可 能 记 录 下 生 活 中 每 一 时 刻 发 生 的

事件!生活的状态不可能在摄像机中得到全面展 示"因 为

生活流程本身存在着琐碎性!并不是每一个生活场景都 表

达着特定的意义!不加任何取舍的记录只是一堆没有意 义

的图像碎片!它所 体 现 的 是 一 种 自 然 主 义 的 记 录!一 种 生

活的自然流程"如果把一个人吃饭的全过程都拍 摄 下 来!

即便他的每一次 咀 嚼 都 十 分 清 晰!真 实 固 然 真 实 了!但 又

有什么意义呢1 又 有 哪 一 个 观 众 能 以 审 美 的 态 度 去 观 看

这个过程呢1 随着摄像设备的进步!创作者可以更 加 方 便

地记录下生活的 状 况!于 是 就 有 一 种 思 维 模 式!要 求 在 拍

摄过程中$跟 随 跟 随 再 跟 随’!在 镜 头 画 面 上$摇 晃 摇 晃 再

摇晃’!大量的长镜头充斥于作品之中!以为这样就能 够 表

现出事件的发展 过 程!获 得 真 实 性!而 实 质 上 这 样 做 正 滑

入了自然主义 的 泥 潭"对 事 件 过 程 的 记 录 决 不 意 味 着 毫

无取舍的自然跟 踪!而 是 要 记 录 下 生 活 的 情 境!记 录 下 生

活中精彩的#人们 又 常 常 没 有 注 意 到 的 一 个 瞬 间#一 个 片

断!并把它加以放大!引起人们的警示和注意!并进 而 去 探

究其背后的意义"

埃里克,巴尔诺认为!纪录片是$抓住现实 的 片 断!将

其有意义地结合起来"这就是格里尔逊所说的/创造 性 地

处理现实0"这 种 公 式 强 调 两 种 机 能-!%影 像 和 音 响 的&

记录!"解释"’(C)记录!是对客观现实的客 观 记 录!它 不 允

许虚构!$具有一 种 吸 引 人 的#有 说 服 力 的 主 题 或 观 点!但

它是从现实中汲取素材!并用剪辑和音响来增进作品的 感

染力"’

我们常说社会生活是一切艺术创作的源泉!这 一 点 对

于纪录片来说尤 其 重 要!但 源 泉 归 源 泉!生 活 毕 竟 不 是 艺

术!对生活不加取 舍 地 记 录 并 不 能 产 生 出 真 实 性 来!不 能

给观众以美感"因 而!我 们 所 说 的 纪 实 性!体 现 着 编 导 对

生活素材的一种 选 择 和 判 断!凝 聚 着 编 导 对 生 活 的 思 考!

而决不仅仅是 毫 无 选 择 地 再 现 生 活 的 原 始 面 貌"从 这 个

意义上说!记录性 意 味 着 对 原 始 生 活 素 材 的 取 舍 与 剪 裁!

使其产生特定的意义"

在*龙脊+中!编导记录下了几个失学女孩玩跳 绳 游 戏

所唱的童谣-$朋友请进来!进来就进来!请你帮 我 做 件 事!

做什么事1 挑白菜"几多 斤1 一 百 斤"挑 不 动"滚 出 去"

滚就滚"滚就滚..’如 果 单 独 看 这 个 片 断!除 了 表 现 孩

子们的天真之外!没 有 更 多 的 意 义!甚 至 童 谣 本 身 还 显 得

俚俗与无聊"但作 品 却 把 这 首 童 谣 和 两 个 失 学 女 孩 无 意

中唱起的童 谣$妹 不 知!爷 娘 不 送 妹 读 书!爷 娘 不 送 妹 读

课!无有文章!无有 名..’并 列 在 一 起!虽 然 都 是 客 观 的

记录!但两首歌谣的碰撞却产生了新的意 义222孩 子 天 真

的心灵因为失学被过早地笼罩上了一层阴影!从而使作 品

的主题得到深化"在考试的段落中!作品如实地记 录 了 潘

能高的爷爷站在教室外向内张望的情景!最终老人按捺 不

住自己的心情!进入教室走到孙子身旁看着他答 题"在 老

师把爷爷请出教 室 后!他 又 到 学 校 门 口!和 在 那 里 等 孩 子

考试的家长们交 流 起 经 验 来-不 能 让 孩 子 干 很 多 的 活!否

则会影响孩子的学习..这个段落相当冷峻!记录了 一 个

过程!但这个过程 并 不 是 从 头 到 尾 一 点 不 落!而 是 选 取 了

,!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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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能高爷爷走入考场和与其他家长交流这两个细节!从 而

表现出在这个贫瘠#落后的小山村家长对孩子们的殷切 期

望"在作品结尾处!潘能高和潘能凤姐弟俩都受到 了 希 望

工程的资助!在近 乎 黑 屏 的 画 面 上 能 高 爷 爷 讲 了 一 段 话-

$像我这样连自 己 的 名 字 都 不 认 得!上 一 次!能 高 跟 我 说!

这个是你的名字!我说!我的名字我都不认得啊!那 不 让 人

笑话哪1 你们说我笨到什么程度3 能高才九 岁!我 都 六 十

多岁了!他认得!我不认得!你说好笑不好笑1 所 以 才 找 钱

给你们读书啊..’老人的这段话充分表现出了他对于 知

识的强烈渴盼!这种强烈的感情并不是由创作者自己表 达

出来的!而是通过 对 生 活 情 状 的 记 录 传 达 出 来!体 现 着 编

导对于纪实语言的深刻理解与把握"

客观性使纪录片 能 够 真 实 自 然#贴 近 生 活!有 力 地 表

现生活!符合电视作为当代传媒工具的传播理念和美学 追

求!也是对以往电视纪录片创作观念上的一个突 破"但 客

观性不是对现实生活简单#机械#不加提炼的照录!而 是 纪

录片创作者对现 实 生 活 的 观 察#理 解#思 考#选 择!以 表 达

主体思想和世界观的过程"它不仅仅是去拍摄真 人 真 事!

而是要赋予真人真事以运动发展的意义!使人的活动具 有

一种符合人们 日 常 生 活 经 验 可 经 历 的 逼 真 性"纪 录 功 能

在记录现实对象的同时!实现创作者对现实对象审美属 性

的直接反映和把握!使对象的审美属性变为具有审美价 值

的屏幕形象"这时!摄 影 机 对 拍 摄 对 象 的 选 择 与 记 录!就

具有了超出冷眼旁观的审视效果"平时不显眼的 事 物!可

以变成强烈的可视形式突出出来%如特写镜头&!平时习 以

为常的事物!可以变得空灵阔远%如远景镜头&"影 像 的 影

调#色彩#运动#景别 以 至 于 清 晰 度!都 使 视 觉 形 象 传 达 的

信息具有了特定的理智和情感的成分"看上去!事 物 还 是

那个事物!但记录 形 态 本 身 已 揭 示 了 物 质 现 实 的 新 方 面"

这是因为!具有情 感 和 理 智 活 动 的 记 录 方 式!能 引 导 观 众

深入到拍摄对象 的 精 神 深 处!展 示 出 一 个 蕴 涵 深 厚#丰 富

多彩的世界"

##三%主体性

在理论界!对 专 题 片 和 纪 录 片 的 概 念 向 来 存 在 着 争

议!有人认为国际 上 没 有 专 题 片 这 个 概 念!它 是 中 国 特 有

的一个电视片种 类!二 者 的 区 别 在 于 专 题 片 是 表 现 理 念#

思想的!而纪录片 是 塑 造 人 物 和 记 录 事 件 的!甚 而 认 定 专

题片不属于纪录片的范畴4还有人认为现在很多纪录片 把

纪录的主体当作纪录本身是错误的!只有镜头内部的记 录

才体现了纪录者 的 功 底#修 养!而 对 于 创 作 主 体 情 感 的 表

达和个性色彩的张扬!以及镜头外部接受主体对整个事 件

信息的接受则 有 所 忽 略"这 些 争 议 反 映 了 我 国 纪 录 观 念

的变化!从根本上 来 说!则 体 现 了 对 纪 录 片 主 体 性 认 识 上

的差异"

从我国纪录片发 展 历 程 上 看!大 体 上G"年 代 的 纪 录

片具有强烈的主 体 性!专 题 片 的 意 味 更 浓 一 些!强 调 主 观

的议论和抒情!在*迎 接 挑 战+一 类 作 品 中!基 本 上 以 解 说

词为主!画面仅起 到 辅 助 性 作 用!可 以 说 是 一 种 形 象 化 的

政论"而F"年代以 来 的 纪 录 片 更 注 重 记 录 的 功 能!以 一

种民间化的视角!通过讲一些小的故事#小的人物!来 体 现

社会大的背景!主 题 先 行 改 为 了 主 题 后 行!在 拍 摄 方 式 上

彻底告别了摆拍!由 记 录 结 果 变 成 了 记 录 过 程!出 现 了 像

*沙与海+#*龙脊+#*最 后 的 山 神+#*闯 江 湖+#*流 浪 北 京+

等一大批表现底层#偏远#边缘人生活状况的优秀 纪 录 片"

这些纪录片以客观的纪录方式改变着人们对记录的观 念!

最终形成了声 势 颇 为 壮 观 的 新 纪 录 片 运 动"但 这 是 否 意

味着纪录片 不 需 要 主 体 意 识!不 需 要 创 作 者 的 主 观 介 入

呢1 对此!钟大年教授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回避 纪 录 片 的

主观性问题!任何 一 个 创 作 者!无 论 是 有 意 识 的 或 是 无 意

识的!是承认或是 不 承 认!他 都 必 定 把 自 己 的 思 想#倾 向#

情感#认识和观点带入到作品中"..任何在纪 录 片 中 保

持完全客观#公正的想法都不免有些自慰的天真"’(B)EI

纪实因素的强化导致了纪录片主体性的淡出!使 其 摆

脱了宣教色彩!向记录的本体回归"但这种淡出决 不 是 主

体性的消失!主体 性 以 一 种 变 形 的 方 式!把 具 体 的 社 会 状

态和真实的生活情状展现在屏幕上"创作的思想 或 倾 向!

隐而不露地隐蔽在对生活过程本身的记录之中!而观众 也

在不知不觉中潜 移 默 化 地 接 受 了 蕴 含 在 作 品 之 中 的 思 想

内涵"在纪录片*龙脊+的结尾!潘能高和潘能凤姐 弟 俩 都

受到了希望工程 的 资 助!全 家 沉 浸 在 一 片 兴 奋 之 中!解 说

词这样写道-$农 历 八 月!龙 脊 上 的 十 几 所 学 校 都 开 了 学!

潘能高家里的稻 子 也 灌 满 了 浆!用 不 了 多 久!就 是 龙 脊 收

获的季节了"’这样的解说配合着丰收的稻穗!起到 了 画 龙

点睛的作用!把小 寨 人 对 知 识 的 渴 望#国 家 希 望 工 程 的 巨

大意义都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创作者却不 是

以直观#浅露的方 式 来 进 行 的!而 是 用 稻 田 的 丰 收 隐 喻 了

未来的希望"我们 能 说 这 里 没 有 创 作 者 的 主 体 意 识 存 在

吗1

解说词不但通过 议 论#抒 情#隐 喻 等 手 段 表 达 出 主 体

意识!在客观性的 叙 述 里 面!也 同 样 可 以 传 达 出 创 作 者 的

思想倾向"在纪录片*沙与海+打沙枣一段中!作者 运 用 了

近乎客观的解说-

离刘泽远家门不远的地方长着几棵沙枣树!是 种 植 的

还是自生的!谁 也 搞 不 清 楚#从 来 没 有 人 为 它 浇 水!然 而

这几棵树每年都开花结果#沙枣树耐干旱和寒冷!结 出 的

果实就叫沙枣!果 实 是 甜 的!又 非 常 涩#刘 泽 远 每 年 都 要

去打沙枣!并告诉他的孩子们!沙子里长东西太难!不 收 回

来!落在地上!再刮一场风!就什么都没有了#

这段解说!只是一种情况介绍!但在言语 之 间!却 字 字

渗透着创作者强烈的主观情感!沙枣树成了刘泽远一家 与

恶劣的自然环境相抗争的象征"这里!客观的叙述 被 赋 予

了主观化内涵!表达着对刘泽远一家顽强精神的 敬 仰"值

得注意的是!与这段解说相搭配的画面是刘泽远父子去 打

枣的过程!这是一种客观记录!而解说词的出现!给 客 观 的

记录抹上了浓郁的抒情色彩!体现出创作者强烈的主体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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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记录是纪 录 片 的 本 体"纪 实 性 的 画 面 能 够 产 生

强烈的视觉冲击 力!给 观 众 留 下 难 以 磨 灭 的 印 象!但 画 面

的拍摄与剪接 同 样 体 现 着 创 作 者 的 主 体 意 识"我 们 不 妨

看一下打沙枣的画面拍摄与剪辑构成-

E@中景!刘泽远父子去打沙枣$

B@全景!父子来到沙枣树下$

C@全景!父子展开毛毯接沙枣$

!@全景!儿子爬上枣树$

$@全景!刘给儿子扔上一根打枣棍$

#@中景!儿子打枣$

I@中景!儿子打枣$

G@中景!刘蹲在沙地上捡枣$

F@刘面部特写拉至捡枣近景$

E"@近景!刘捡枣$

EE@刘手部捡枣特写$

EB@刘面部特写$

EC@近景!刘捡枣$

E!@刘手部捡枣特写$

E$@近景!由毛毯 上 红 枣 摇 至 沙 地 上 红 枣 最 后 到 刘 捡

枣$

E#@近景!父子捡枣$

EI@全景!父子捡枣!拉至远景#

在这不到三分钟 的 段 落 中!共 有 十 七 个 镜 头!前 八 个

镜头主要用于交 待 过 程!起 着 记 录 的 作 用!从 第 九 个 镜 头

开始!创作者的主 体 意 识 就 明 显 地 渗 透 了 进 来!表 现 的 因

素大大增强"从景 别 上 看!前 七 个 镜 头 均 为 中 景 或 全 景!

交待了人物的行为以及他们与周围环境的关系!第八个 镜

头虽然还是中景!却交待了刘蹲在沙地上捡枣的 动 作"这

是一种客观记录!但 前 引 的 解 说 词 却 与 之 配 合!在 客 观 的

记录中已经渗 透 了 主 观 性 的 内 容"第 九 个 镜 头 则 从 他 黧

黑的面部特写 拉 到 他 捡 枣 的 近 景"接 下 来 的 七 个 镜 头 全

部为特写和近景 交 替!表 现 他 的 捡 枣 过 程!尤 其 是 面 部 和

手部的特写 镜 头!满 是 皱 纹 的 面 部 给 人 以 饱 经 风 霜 的 印

象!沙子从他粗大 的 手 指 间 漏 过!刻 画 出 他 对 于 沙 漠 中 长

出的果实的爱惜!也表现出这位沙漠中的牧民与艰苦的 自

然环境不屈抗 争 的 刚 毅 品 格"但 创 作 者 的 这 种 强 烈 感 情

不是通过作者之 口 说 出 来 的!而 是 通 过 画 面 客 观 记 录!通

过特写和近景的交替运用让观众自己感受出来"在 这 里!

似乎是客观的镜头起到了主观的表意作用!表达了创作 者

的赞美之情"而全 景#中 景 镜 头 向 近 景#特 写 镜 头 的 转 化

是从记录向表现的开始!创作者的主体性通过近景和特 写

镜头体现了出来"

我们知道!近景 和 特 写 镜 头 用 于 表 现 对 象 的 细 部!但

对于这些镜头的 选 择 和 运 用 则 体 现 了 创 作 者 的 审 美 思 考

与判断"为什么要用面部特写与手部特写!为什么 这 里 不

再用全景镜头!要 选 择 什 么 同 时 又 要 舍 弃 什 么!这 些 都 与

创作者要表现什么样的思想密切相关!也是创作者主体 创

造性的表现"这个 段 落 的 最 后 是 由 刘 泽 远 父 子 捡 枣 的 全

景镜头拉至远景!随着他们父子的身影在画面中的比例 越

来越小!我们感受到了沙漠的辽阔空旷与这对父子在自 然

中的渺小!同时也感受到了他们不向自然屈服的精神却 充

塞着辽阔的沙漠!这个镜头也同样体现着创作者的独具 匠

心!具有强烈的主体性"

在纪录片中!任何记录都不可能是漫无目的的 信 手 拈

来!都指向创 作 者 的 创 作 理 念!表 达 着 创 作 者 的 思 想#意

识!都是其主体性 的 体 现!只 不 过 是 浅 白 直 露 还 是 深 沉 含

蓄的不同而已"恰 如 朱 羽 君 教 授 所 指 出 的-$纪 录 片 是 从

真实的生活中采 撷 素 材!以 生 活 自 身 的 形 态 来 阐 释 生 活!

抒发情感!升华哲理的"纪录片表现的问题是真实 生 活 中

的一个存在!一个流程!一个片断!以此来反映活脱 脱 的 人

生现实!给予观众 一 个 评 价 生 活 的 基 点!一 种 真 实 的 人 生

体验"这是纪录片的美感所在"’($)

真实性#客观性#主 体 性 体 现 了 电 视 纪 录 片 的 总 体 美

学特征!三者都不 能 游 离 于 其 他 特 点 而 独 立 存 在!而 是 相

辅相成#彼此 依 赖!共 同 构 建 起 电 视 纪 录 片 的 美 学 大 厦"

在具体一部作品中可能存在着某一因素相对突出的情 况!

但这正说明了电视纪录片不同的美学走向与探索!昭示 出

电视纪录片多元化的美学风格!并不构成对总体特征认 识

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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