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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人们站在新世纪的门槛，回首100年来的风雨历程时，纪录片无疑给人们提供了一份生动翔实的
历史资料。
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中国纪录片也走出了一条色彩斑斓的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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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唐晨光：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生部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电影学博士后；研究方向
：影视创作及理论。
　　曾在电视台的文艺部任现场直播综艺节目编导、总编导、导播。
编导过多台优秀的文艺晚会、综艺节目。
后又在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生活空间》栏目任纪录片编导、总编导十余年。
拍摄了80多部纪录片，并获得最佳编导奖，摄像、编导金奖及中国广播电视学会颁发的优秀电视节目
一、二等奖和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奖等20多个奖项，代表作品有《一路阳光》、《青春的你》、《为了
理想》、《感受坚强》、《高山邮路》、《壮壮七岁》、《驿动的心》、《天下父母心》等；曾执导
电视剧，动画片、科教片、广告片等；并在各类一级期刊、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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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27年，是中国阶级斗争最尖锐、最复杂的时期，北伐战争的胜利，革命的高潮和转入低潮，都
急剧地发生在这个时期。
布里奥赫以深刻的无产阶级观点，通过当时上海最有代表性的社会和政治斗争的史实，很好反映了这
一时期历史的本质。
《上海纪事》记录了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一个阶段上海劳动人民的生活与斗争。
影片摄取了在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工人纠察队的雄姿和示威游行，以及在工人武装起义后英、美、
法帝国主义者增兵租界，在租界周围赶筑工事的惊惶失措的丑态，摄取了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向中国共
产党人和革命人民进行疯狂大屠杀的滔天罪行。
它以尖锐深刻的对比手法描写了半殖民地化的都市--上海1927年的生活，一面是普通人民的赤贫如洗
，一面是外国殖民者和中国大资产阶级的极度奢华；一面是帝国主义殖民者在跑马厅赛马赌博，在船
上欢乐跳舞，喝着橘子汁，一面是中国劳动人民在烈日下拉着货车，牛马般地被驱使着，只能在路边
喝一口冷水解渴；一面是一群群外国人从洋船上兴高采烈地来到这座“冒险家的乐园”，另一面是这
个城市的主人--中国工人却在洋人监视下干着沉重的搬运工作；一面是南京路日升楼畔开的不夜城，
另一面是中国女工过着半饥不饱的生活，住在棚户区和破船上；一面是洋人的儿女在游艺会上欢天喜
地坐转椅，另一面是中国的孩子却在工厂里当童工。
影片也以一定的篇幅介绍了鞋匠、雕刻匠、藤工、打铁匠这些上海小手工业者的劳动以及他们的朴素
的娱乐：街头游艺、木偶戏和猴戏，以真切的感情反映了中国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
总之，《上海纪事》以鲜明的阶级观点揭露了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民族的侵略和压迫，控诉了蒋介石叛
变革命和屠杀革命人民的血腥罪行，描写了在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压榨下中国人民的苦难生活和
他们英勇的革命斗争。
影片深刻的主题、清晰的结构和鲜明的对比手法，使它具有强烈的“形象化政论”的色彩，是一部极
为优秀的纪录影片。
　　《伟大的飞行与中国的国内战争》和《上海纪事》说明社会主义国家对于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热
情支持，这两部纪录片与同时期英美烟草公司拍摄的辱华影片，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本节小结　　综上，中国的纪录影片在1905-1931年的20多年间，伴随着其自身的发展，真实记录
了中国社会的沦落与进步，并充分集中地对中国社会这一时期反帝反军阀以及争取民族独立解放运动
的热点进行了反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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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本《影像中的20世纪中国——中国纪录片的发展与社会变迁》由唐晨光著：当人们站在新世纪的门
槛，回首100年来的风雨历程时，纪录片无疑给人们提供了一份生动翔实的历史资料。
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中国纪录片也走出了一条色彩斑斓的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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