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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以美国探索频道为代表的国外科教影视的冲击、影响之下，以科教片转型为动因，中国的科学纪录
片走上了一条实践领域的“探索之路”。
本书则是在学理上对此类影片形态进行系硫探讨的一次“发现之旅”。
作者从历史流变、叙事探析、传播心理，数字之路等方面，对我国科学纪录片的创作特点与规律进行
研究，同时探索其生存与发展之路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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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万彬彬，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纪录片、电视文化研究、电视栏目策划与制作、媒介研究等。
参与编译《传播语境中的女性与环保》、《和谐世界、文化多样：大学与媒介的责任》等；参与编写
《美国电视节目形态》、《国际传媒与教育》等；在《当代电影》、《电影文学》、《电视研究》等
专业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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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理论开拓拷问学术胆识和能力  宋家玲绪论科学与纪录第一章　历史流变(1918--2008年)　第一节  “科
学救国”时期的科学教育电影(1918--1948年)　第二节  “实用科技”时期的科教片(1949--1977年)　第
三节  “科教兴国”时期的科教片(1978--1999年)　第四节  “科学发展观”时期的科学纪录
片(2000--2008年)第二章　他山之石　第一节　科学允许娱乐化　第二节　故事采用类型化　第三节  
定位实施差异化　第四节　经营树立品牌化　第五节  宣传注重多元化第三章　叙事探析　第一节  故
事·叙事·纪录片　第二节　叙事特色第四章　传播心理　第一节　好奇心理　第二节　娱乐心理　
第三节　故事消费心理　第四节  高科技时代的心灵补偿第五章　发展策略　第一节　科学与人文的
融合　第二节  利益与责任的平衡　第三节  可能性策略初探第六章　数字之路　第一节  数字技术在科
学纪录片中的应用　第二节　数字技术对科学纪录片创作空间的开拓　第三节  对科学纪录片应用数
字技术的再思考结语　任重而道远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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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二层面，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角度来考察。
继资源、管理、科技和人才竞争之后，当今世界的国际竞争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以文化为主要竞争手段
的新时代，文化的传播能力和文化战略成为了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象征。
正如《人民日报》评论员卢新宁所说，一个真正的大国，不是靠卖衬衫给世界贡献多少GDP就可以的
，它还必须在文化、在人类的价值观上，拥有影响和引导这个世界的文化力量。
“纪录片”素有影像大使之称。
因此，科学纪录片在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提高国际传播能力等方面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用影像来
消除世界对中国的误解①，跨越国家与种族的樊篱，在国际上呈现一个真实、美丽、具有先进科学文
化的和谐中国。
另外，如胡智锋所说，从电视文化的构造来说，科学纪录片的“精英化、个性化、前沿化、先锋化和
一定的批判精神和思考品格，对于改善当前电视文化构成和提升电视文化格调，都是很有意义的”。
②第三层面，从探索纪录片商业化的角度去思考。
目前在国际市场上，纪录片的市场价值非常可观。
“以1小时的电视纪录片节目成品为例，美国平均可达10万美元，德国8万美元，英国略低于美、德，
加拿大5万美元，法国、意大利2万美元，日本为3.5万美元。
”③由于既没有娱乐节目和影视剧在宣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方面的直接与露骨，也没有新闻节目在政
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高度敏感性，西方国家已经将科学纪录片作为攻破国家之间文化市场贸易壁垒的
利器。
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媒介的市场化变革，纪录片的商业价值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
科学纪录片在其形态产生之初，如《发现之旅》廖烨所说，就被定位于商品，其运作方式也带有鲜明
的市场化特征。
因此，科学纪录片研究对于探索纪录片商业化道路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第四层面，以人本的角度来省察。
2008年5月12日的四川汶川大地震令每一位中国人都刻骨铭心，然而，科普专家的一番话语却更令我们
深思与警醒，“在汶川大地震中，有科学素养的人懂得去自救与互救，因此生还机会大。
”①在四川汶川余震不断期间，关于地球起源、各种自然灾害尤其是以地震为题材的科学纪录片在市
场上空前走俏。
一位观众这样说道：“余震虽然慢慢结束，但我还是想更深入地了解地震和我们的地球，这类纪录片
承载了很有分量的科学知识和历史客观性，能让惊魂未定的人们学会用另外一种智慧的目光来看待灾
难和环境变化。
”②的确，科学纪录片正是这样的一种影片，承载着科学知识，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人们的科学素
养。
“科学素养”这一在平时看上去好似虚渺的概念，却能够在危急时刻换来生存的希望。
第五层面，从理论研究需求来考量。
科学纪录片作为纪录片类型之一，在纪录片中具有独特的地位。
与国外相对成熟的影片类型相比，中国科学纪录片尚属萌芽阶段，因此，研究领域尚存在许多空白点
。
虽然，目前已经有一些理论文章发表了真知灼见，但是，这些文章或是局限于某一层面的探讨，或是
描述多于分析，感想多于研究，总体来看，目前还没有看到专门针对中国科学纪录片进行系统化、理
论化研究的文章出现。
另外，由于科教影视领域具有学科交叉、专业性较强等特点，因此，与其他影片类型研究相比，从事
该类型研究的人员较少，理论研究相对比较薄弱。
本书试图填补该领域研究的空白点，对中国科学纪录片进行一次较为系统化、理论化的梳理与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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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科学纪录片研究(第2辑)》指以科学精神为背景，以科学方法和科学视角揭示科学内容，具有科学性
，娱乐性、故事性、专业性、商业性，不同于传统科教片和一般纪录片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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