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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纪录片内涵、方法与形态：“21世纪中国纪录片发展高峰论坛”研究成果文集》主要内容包括
：21世纪中国纪录片发展高峰论坛开幕词、期待中国纪录片健康繁荣发展、纪录片发展的现状思考与
意见、21世纪中国纪录片怎么办、新世纪以来中国纪录片发展的几个脉络、后真实时代的纪录片、用
纪录片捍卫我们的文化尊严、年轻导演在当下延续纪录梦想的困惑、佛山系列纪录片的创作体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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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会场发言
21世纪中国纪录片发展高峰论坛开幕词 倪祥保
期待中国纪录片健康繁荣发展 王锋
纪录片发展的现状思考与意见 陈汉元
21世纪中国纪录片怎么办 张同道
新世纪以来中国纪录片发展的几个脉络 吕新雨
后真实时代的纪录片 李晓
用纪录片捍卫我们的文化尊严 吴建宁
年轻导演在当下延续纪录梦想的困惑 金华青
佛山系列纪录片的创作体会
 ——孙曾田、梁碧波、张以庆三位导演现场发言
 孙曾田、梁碧波、张以庆
感应、呼吸与纪录片创作
 ——张以庆导演访谈对话录 张以庆 杨秋
纪录片的手艺、产量与思想
 ——梁碧波导演专访 梁碧波倪沫杨秋
 下篇：书面发言
我还可以那样做
 ——21年纪录片创作感悟 张以庆 宋素丽
大乘之作与生辣之言
 ——纪录片解说语言一议 刘 郎
不要表演，但要作秀
 ——主持人纪录片试论聂欣如
《美丽中国》的创意、传播分析冯欣
纪录与剧情的整合与分离
 ——关于纪录剧情片（Docudrama） 邵雯艳
中国纪录片美学主潮的流变
 ——从新时期以来到新世纪 陈旭光王思泓
论纪录片观念、手法与形态的互动演进倪祥保
国际纪录片创作发展上的新变化石 屹
生产主体的考察：纪录片研究的一个盲点 陈 一
口述历史纪录片：缘起、界定与价值 梁桂军
纪录片片头视听元素创意分析杨秋
《海上传奇》的历史建构
 ——基于新历史主义的批评视角 姜如
独立纪录片：重新定义的身体与空间
 ——以《流浪北京：最后的梦想者》为例 王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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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不要表演，但要作秀 ——主持人纪录片试论 聂欣如 摘要：以主持人进行叙事的纪录片是一
种第二人称视点的纪录片，这种纪录片的叙述风格带有“秀”的特点，主持人往往通过模拟，引领观
众对事物进行切身的体验，从而达到认知事物的目的。
纪录片主持人的“秀”不是表演，而是对事物的某些构成或要点进行表现或演示，因而并不违背纪录
片要求纪实和非虚构的基本要求。
如果主持人一味地表演，忽略了纪录片为观众提供认知这一目标，则有可能违背纪录片的初衷，走向
自身的反面。
 关键词：纪录片；主持人；表演 主持人在场的纪录片是纪录片叙事的形式之一，它介乎于第一人称
叙事和第三人称叙事之间，可以被称为“第二人称的叙事”。
因为主持人面对观众的时候是以直呼观众的第二人称（“观众朋友”“大家⋯‘您”等）来称呼观众
的，这种称呼的属性规定了主持人必须在画内（区别于第一人称的不必在画内），必须面对观众（区
别于第三人称叙事把观众作为旁观者）。
这样一种人称叙事的角度对于纪录片来说意味着什么，有何基本特点，是本文关心的问题。
 一、假定的叙事者 在第三人称叙事的纪录片中，如果使用解说词的话，往往会出现一个隐身的叙述
者，这个叙述者无迹可寻，类似十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它替代观众分辨是非作出判断，这种叙
述方式在今天几乎已经成了教育、宣传样式纪录片的专属叙述防式。
它的优点在于叙事清晰，缺点在于过于武断，现代人已经难以接受这种耳提面命式的灌输，只有在一
个让观众完全信任的领域，如某些以历史、科学教育、宗教为主题的纪录片中，这种叙述方式才被使
用。
第一人称叙事以“我”为视点，引领观众经历某个个人的视点、经验和情感，这样一种叙事方式的好
处在于有亲和力，并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观众的“窥私”欲望，观众容易为第一人称的情感所打动，
从而失去自己的判断能力。
如果说第三人称叙事难以建立观众的信任感的话，那么第一人称叙事则过于容易博取观众的信任，特
别是在叙述者表现得真诚而又情感充沛的情况下；不过这样一来，这种叙述样式的主观性便难以避免
。
尼可尔斯从第一人称的叙事上看到了它比第三人称叙事“进步”的地方，他说：“第一人称叙述的方
式，使纪录片的形式接近于日记、散文，以及先锋派或实验电影和电视的面貌。
其重点从使观众确信某个特定意见或某个问题的解决办法，转移到对事物有鲜明自我观点的，更富个
性的表述上，也就是从劝说变成表达。
得到表达的影片体现了制作者对于事物的独特的个人观点。
”①换句话说，第一人称个性化的“表达”要优于第三人称的“劝说”（用传播学的话来说是“说服
”）。
其实，纪录片归根结底是要“说服”的，但方式不同。
第一人称没有使用第三人称那样“高压”“强迫”的硬性手段，它使用了博取同情和认同的软性手段
。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第二人称其实是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之间的一种叙事方式，它兼有第一人称、
第三人称表述清晰、使人信服的优点，似乎避免了“过软”或“过硬”的行事方式，但它自身也有与
生俱来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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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纪录片内涵、方法与形态:"21世纪中国纪录片发展高峰论坛"研究成果文集》由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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