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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陈一的《中国电视纪录片的生产与再现(在政治经济与美学的视野中)》探讨的是中国纪录片1978
年以来的生产机制的变化，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纪录影像与国家和社会的再现关系，意在使当代纪录片
发展背后的驱动力量浮现出来，进而从纪录片的角度对中国三十年多来的文化和社会发展历程作出一
种回应。

　　在研究中，论文借鉴了媒介社会学和文化社会学、传播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这三种理论视角
，并将它们整合到一起。
三种理论中，传播政治经济学侧重传播活动中政治经济这两个最核心的要素，文化研究侧重于文本解
读和意识形态分析，文化社会学则侧重于把这些要素放到不同的社会关系中去考察。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采取文献研究、内容分析和个案研究等方法，并与本人的田野调查成果相互
照应。

　　《中国电视纪录片的生产与再现(在政治经济与美学的视野中)》力图解决的具体问题是：中国电
视纪录片三十多年来的演变轨迹是什么？
纪录片在中国当代文化领域、传媒领域中处于什么位置？
不同题材的纪录片的话语构成了怎样的媒介现象？
纪录话语如何重构与呈现了“国家一社会关系”？
纪录话语与社会变迁有着怎样的互动？
如何处理好体制内外纪录影像的共生和互动问题？
纪录影像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和生长点在哪里》等等。

　　第一章追溯了列宁“形象化政论”的论述如何传入中国，并对电视纪录片产生深远的影响，分析
了1978年以前纪录片的制作和传播模式。
接下来，论文梳理了三十多年来纪录片发展的几个阶段及其与特定年代的关系，指出了1980年代纪录
片“建构与启蒙”的两大主题，1990年代普通人与纪录片的转型，以及新世纪以来政治与市场的双重
逻辑对纪录片的影响。

　　第二章从画面、叙事视角、选题等美学元素出发，探讨了三十多年来纪录片文本的美学变化。
本章比较了同样题材的一部剧情片和一部纪录片，以此分析1980年代以来电视纪录片现实主义创作方
法的嬗变。
同时，试图对纪录片的美学变化给出一个文化社会学的解释，即纪录片的播出、效果与评价机制的变
化是美学变化的推动力。

　　第三章探讨了纪录片中的国家话语问题，分析了电视纪录片从“革命”到“现代化”的话语转换
以及纪录片的国家形象建构问题。
本章提出，三十多年来体制内纪录片的发展无法回避“民族国家”这个根本命题，而有关国家的话语
递进和相关纪录片风格变化的背后，是纪录片生产者的“变与不变”。

　　第四章与第三章呈现出某种“对举”的关系，探讨了社会类纪录片在主流电视媒体中的生长空间
与话语呈现，分析了1978年以来的改革带来了社会“场域”的成长，将1990年代以来社会类纪录片和
纪录片栏目的兴衰作为探讨重点。
在此基础上，演绎了历年来体制内外纪录片人的互动以及关于《生活空间》栏目的话语博弈，以此折
射当下社会类纪录片“方法被挪用”与“精神被消解”的困境。

　　第五章从宏观的角度，探讨了电视纪录片未来发展的几个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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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中国电视纪录片无法直接拷贝美国纪录片市场化的发展模式，而应适当借鉴欧洲纪录片生
产中公共电视体制、社会基金资助等方法。
中国纪录片的未来将在“国家一媒介一社会”和“市场化与非市场化”组成的坐标系中，而香港和台
湾近年来的纪录片发展也给大陆提供了一定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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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丝绸之路》是中央电视台也是中国的第一部中外合拍的纪录片，而以往要么是中国直接
向外国输出自己的片子，要么就是请伊文思、安东尼奥尼等著名导演来华拍摄。
《丝绸之路》由双方共同投资组成联合摄制组，日方提供所有的资金和拍摄设备，中方负责沿途的安
排，拍摄的胶片统一在日本冲洗，双方拍摄的素材共用，各编自己的版本。
作为第一次中外合作拍摄大型系列片，《丝绸之路》在各方面都作了前所未有的探索，被有关方面一
致认定是借助外力发展电视艺术的成功经验，也是开展对外宣传的有效方法。
从深层次看，这是中国电视纪录片第一次接近商业化的制作，也是题材和影片第一次以商品而不是宣
传品的形式进入国际纪录片市场。
当然，NHK用这个片子在日本和外国的播出收回了成本，中国人还没有意识再将这个片子卖到第三个
国家去。
 《丝绸之路》播出后在国际上掀起了一股“丝路热”。
此次合作拍摄的成功又诞生了后来的《话说长江》《黄河》等合拍的纪录片，也促使了《话说运河》
《唐蕃古道》等国产纪录片的出现。
这类影片看似是对文化遗址与考古发现的解读，其实包含了民族复兴与现代化的潜层话语。
反过来说，当时国家没有更好的题材可以拍，表现大好河山是各方面力量都可以接受的一个交集。
这正如《话说长江》和《话说运河》的总编导戴维宇提到的： “如果说，我们在涉足长江的时候，注
意力还集中于祖国山河的风貌，那么，我们在选择运河这一题材时，则希望通过电视节目去追溯我们
民族的悠久历史，志在表达中国人民创造东方文明的艰苦历程，去话说运河身上所凝聚的中华民族的
智慧和散发出的人情味和乡土气。
” 从今天的眼光看，无论这些片子在内容和表达形式上有什么缺陷，但毕竟它们意味着20世纪80年代
的电视纪录片脱离了简单地、完全地为政治服务的观念，逐渐地成为电视节目中新闻和文艺之外的专
题节目中的一个支柱，为电视节目逐渐走向审美与表现开拓了空间，后来专题片和纪录片外延内涵的
讨论其实正是纪录片获得了自身发展空间之后的一个必然结果。
因为这些片子在国内的制作和播出还是非市场化的，所以极高的收视率并没有带来什么经济收益，带
来的是纪录片工作者的口碑和他们极高的创作热情。
当然，这么高的收视率既是片子拍得好，也是当时媒介环境决定的，就这么几个电视台，就这么多电
视节目，有一个好的节目自然会创下高的收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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