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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部专著以纪录片叙事形式及类型为主进行个案研究，这在纪录片研究中尚不多见，他将纪录片
与故事片等影视艺术门类进行区分，清理传统研究中关于纪录片的模糊认识，并根据事件现场这一纪
录片的语言核心要素，重新定义何为纪录片。
这是影视理论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
作者从纪录片叙事形式定影视语言的个案研究入手，将纪录片叙事形式的研究置于广阔的社会、政治
、文化等背景下进行综合研究，不仅得出纪录片本质的结论与定义，而且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和思考方
法。
　　《纪录片编导实践理论》是在肖平１９９７年提交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充实完成的，六年时间里
作者对纪录片的研究观点有了新的变化与丰富，肖平对于纪录片的探索与拼命精神，使他能不断进取
。
当然，这本专著还存在需完善的方面，我期待肖平尽早地完成其绪论中提出的纪录片研究的课题目标
，把纪录片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档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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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从卢米埃尔到梅里爱　九　类型与传统：从弗拉哈迪到维尔托夫　十　纪录：素朴的穿透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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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纪录片人物个性化语言的问题，我们就进入到了纪录片的一个核心问题了。
怎么样才能出现人物的个性化语言呢，这就需要编导与材料对象处于一种松弛的状态之中。
康建宁的《阴阳》所反映的内容，无论是人物的衣食住行还是喜怒哀乐，都表现出一种非凡的人物真
实，同时也表现出编导与材料对象的相互融通信任。
为了拍摄《阴阳》，康建宁15次去了当地，并生活在窑洞里。
他们有一个账本很能反映他们扎实的生活准备，账上列记了他们的生活流水账，如猪肉16斤、土豆50
斤、鸡蛋200多个、油类20多斤、米面百多斤等等。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生活流水账，这是一种精神，反映出创作者对待生活的态度和创作的态度。
我们从《阴阳》中就可以看出作者的生活体验和深入，对此，康建宁回顾拍摄《阴阳》的情况时说：
“我想你必须了解你的拍摄对象和拍摄环境，你如果只是听说有个什么陌生的地方，或者有一种很新
鲜的事情，就去那儿，‘跑个过场’，这会拍的非常格格不入。
所以说，我们要拍的东西，我们就必须去熟悉它。
从这个角度上讲，当年拍的一些片子，现在总结一下，缺乏最多的是这一点。
”康建宁还强调道：“这个地方我从1985年就不断去过，随着去的次数增多，最本质的东西出现了，
而且我要用以前没用过的形式去表现出来，这是我当时的最大愿望。
”现在看来康建宁是成功了，吕新雨在讨论《阴阳》时，就谈到了这个问题：“《阴阳》首先使我们
重新反省我们的摄像机镜头和生活的关系。
我们已经习惯镜头像一块坚硬的玻璃强行地挤压变形的生活肌体，然后用解说词连缀着那些碎片，制
戒标本供放在座架上供人欣赏。
”“我们和自己面对的生活到底是什么关系？
《阴阳》让我们重新回到这个古老和根本的问题。
”“在《阴阳》中，我们看到的是镜头具有一种随物赋形的隐形功能，它能够渗透到这块土地的每一
个隙闯；或者用一个朋友的话说，‘摄像机好像农民屋前的一棵树’，会走路的树。
生活与创作彼此交融无间，第一次达到如此亲和的程度；你不再看见创作者，但他的身影却无处不在
。
这里创作者的沉潜和坚忍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精神，更是思想的体现。
”　　⋯⋯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纪录片编导实践理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