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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电视纪录片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创作理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从最初的“音配画”，到20
世纪90年代的“同期声”，再到21世纪初开始崭露头角的“真实再现”，都对中国电视纪录片的整体
面貌和风格产生了很大影响。
无论主观表达，还是客观纪录，创作理念的更迭影响着对中国电视纪录片责任与使命的认识与判断。
纵观当前创作状况，对中国电视纪录片的责任与使命，持不同创作理念的纪录片创作群体坚持着各自
的道路选择，同时，在不同的纪录片中也有风格迥异的表现：一是个性化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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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纪录片是视觉的艺术。
观摩和分析经典作品或许是习得纪录片技艺的最佳途径，这是本书创意和创新的初衷。
与以往教材不同的是，本书以对经典纪录片的解析替代枯燥刻板的教条，以案例教学的方式取代抽象
理论的描述，以群体的多元分析代替个人的单一判断，并提供了“文字+视频”的双重教学文本。
　　本书从600多部纪录片中精心挑选40余部作品进行分析，以我国纪录片的发展实际为依据，将这些
作品大致分为人文类纪录片、文献类纪录片、栏目类纪录片、新纪录运动作品、人物类纪录片、纪录
片导演与作品研究、外国纪录片等七部分，着力反映我国纪录片20多年来的创作实绩及创作理念、表
现手法的嬗变。
　　每一部作品都放在纪录片发展史的坐标系中予以考察，在宏观把握的基础上，针对具体情况，从
主题、题材、画面、构图、解说、音乐、剪辑、镜头等不同角度深入分析，文字优美，解读到位。
  　为方便教学需求，本书配有40余部作品视频集粹的助教光盘，填好书后教师信息反馈单后即可获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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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亲情——《哭泣的骆驼》解析第33章　电视纪录片的娱乐化走向——以探索频道与《探索·发现
》栏目为例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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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6章　跨越时空的影像美－《复活的军团》解析在人们的传统印象里，历史科教类的纪录片大都不
太好看，因为它们往往在内容上过于深沉和凝重，在表现手法上较为沉闷和单一，既不能对事物发展
的自然流程进行现时语境下的影像还原，又不能摆脱对声音文字的依赖，因而往往陷入解说词配考古
画面的无奈。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外纪录片交流的日益频繁，美国探索频道和国家地理频道的一些纪实性
娱乐节目在央视播出，人们开始惊讶地发现，以往抽象呆板的历史科教类纪录片原来也可以拍得那样
好看！
于是，以《复活的军团》、《郑和下西洋》、《故宫》等作品为标志，近年来中国历史科教类纪录片
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出现在人们面前，影像更加精美，制作更加精良，表现手法日趋成熟和多样化。
其中，《复活的军团》通过大量的情景再现、唯美的影像造型以及故事化的手法，在某种程度上从内
容和形式方面代表了这种发展的新趋势。
本章对此做一简要分析。
一、真实美：对纪录的深度拓展从1995年央视《东方时空》播出《南京的血证》受到巨大争议，
到2001年第六届四川国际电视节上张以庆的《英和白》独获人文与社会类四项大奖，再到余立军的《
史前部落的最后瞬间》的广受认可，以及近两年《郑和下西洋》和《故宫》热播，业界和学术界似乎
越来越在纪录片的客观再现和主观表现上形成一种默契和共识，那就是：对纪录片而言，没有绝对的
真实和纯粹的客观；纪实是一种手段，纪实不等于真实。
由此，情景再现、电脑三维特技和演员扮演等主观表现手法开始越来越广泛地运用到一些纪录片尤其
是历史科教类纪录片当中，并逐渐在专家和观众那里得到认同。
《复活的军团》正是在国内纪录片从纪实模式走向客观与主观有机结合的新模式过程中，涌现出来的
代表之作。
作品中对情景再现的恰当运用使纪录片展现出一种整体的真实美，它不但没有使观众在文本解读上误
人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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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第一次听说“四个现代化”这个名词，是在小学三年级或四年级。
新学期刚开学不久，早操以后，白发苍苍的老校长把我们集中起来，慷慨激昂地讲到2000年实现四个
现代化以后会如何如何好，而我们刚好30岁左右，幸福日子长着呢，以此来勉励我们好好学习。
我听得热血沸腾，计算着自己到时候已经32岁，多少又有点失落，因为年龄有点大，羡慕弟弟妹妹到
时候比我年轻，可以享受更多的幸福时光，甚至想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以后首先要买两块手表，左手一
块，右手一块，比那些只戴一块手表的人更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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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为方便教学需求，《纪录片解析》配有40余部作品视频集粹的助教光盘，填好书后教师信息反馈单后
即可获赠。
每一部作品都放在纪录片发展史的坐标系中予以考察，在宏观把握的基础上，针对具体情况，从主题
、题材、画面、构图、解说、音乐、剪辑、镜头等不同角度深入分析，文字优美，解读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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