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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研究企圖透過電視紀錄片人、獨立

紀錄片工作者、電視台經營者、專家學者
以及紀錄片節目與作品中，尋找大陸在
1990-2000 年期間紀錄片製作與經營蓬勃
之因由。

關鍵詞：紀錄片研究、電視紀錄片、紀錄
片發展史、紀錄片美學、獨立製作、DV 記
錄

Abstract:
The research arms to search for the 

reasons and causes of the success from the 
year of 1990 to 2000 through the survey of 
the TV documentary film makers, 
independent documentarists, program 
managers of the television stations, 
professionals, scholars, and documentary 
programs and works.

Keywords:
Documentary Study, TV Documentary,
Documentary History,  Documen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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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緣由與目的

大陸紀錄片在 1990-2000 年期間為紀
錄片蓬勃期，不僅在中國影視的獎項中極
為受到肯定，同時在國際上也多次得獎因
而受到關注。

本研究企圖尋找大陸紀錄片這十年間
成功與蓬勃的因由與脈絡，從大陸社會、

政治、文化、媒體以及市場經營的種種變
遷，看其發展的面貌。本研究為關心與喜
愛紀錄片的觀眾、創作者、讀者開闢嶄新
的一扇窗，窺視作者的成長背景、創作理
念、美學基礎；進而認識紀錄片製作條件
與環境之重要性。本報告著重於調查、訪
問與研究八○至九○年代大陸紀錄片走過
的歷史；受訪者含蓋：大陸觀眾歡迎的電
視紀錄片工作者、人類學紀錄片的製作與
研究者、引起國際影展注意的獨立紀錄片
製作人，以及大陸著名紀錄片學者、拿起
攝影機的尋常老百姓等等重要人物或是節
目；本書也提供了大陸紀錄片在這十年來
對紀錄片理念的追尋和探索的過程。

本報告採口述訪談（三年來共採訪四
十五位人士）、資料調查、作品分析（三
年來共分析影片一百二十部以上）、理念
形成、製作環境（調查十八個機構）、經
營方式等等方向進行調查與研究，共收入
三十六萬字成果報告。可提供從事及研究
本土文化紀錄片工作借鏡的機會，並盼望
為本土紀錄片的製作環境、條件、經驗、
研究以及發展開創另一新的契機。

三、研究報告內容摘要

第一章研究有關大陸影視人類學紀錄
片發展與現況，分三個年代探討.。第一階
段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為中國人類學電影
之萌芽期，三十年代出現了中國民族學工
作者凌純聲、芮逸夫受到派遣，攜帶攝影
機前往湘西南調查苗族、搖族等民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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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會狀況。1937 年，中研院社科所、中
國南方的大學、嶺南大學與中山大學聯合
對海南島黎族、苗族的調查也拍攝了人類
學影片。這段美好的民族學家和影視人員
的結合經驗，很可惜直到 40 年代末就完全
中斷了。第二階段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為
中國影視人類學之興旺期。大陸紀錄片的
製作早期深受蘇聯的影響，拍攝一部片子
須先確定它的主題，然後針對這個主題再
來進行論證，透過一個證明的手法呈現電
影的結構，因此鏡頭可以大量剪輯、切換，
不講究鏡頭的貫穿性與長鏡頭的運用，它
可以為了敘事的完整性任意跳換不同角
度。為了鏡頭的工整與敘事的順暢，編導
會提出要求表演或干預儀式的進行，負責
解說的功能就由由旁白取代了影像連貫的
敘事性。比如一些人群和儀式的場景就顯
出有導演干預的痕跡；再現的手法無法與
真實區隔出來；片子也常為求所有訊息全
部納入，因而使影片流於泛泛，缺乏深度；
加上嚴重的制式化和漢化的解說詞（旁
白），顯得冗長、失去讓觀眾能夠擁有足
夠的自主空間去觀察、探索與思考。這批
影片儘管有許多製作理念與技巧上的缺
失，但是就歷史的價值而言，它是奠定了
中國影視人類學發展的基礎。第三階段為
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多元化的紀錄團體
出現。此部份又分兩部份探討其理念、作
品、經營、遇到的瓶頸等問題。

一是中國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影視人類
學研究室影視人類學研究室的初期作品學
術味太濃重，缺乏可看性。直到 1995－1996
年調整製作影片的目的與方向，企圖尋求
一條能兼顧學術與影視相結合的路。如何
平衡影片的長度與訊息的多寡，以及如何
抉擇於學術與影視的可看性一直是製作組
的困擾。以人類學的角度出發，影片呈現
參與和共享的互動程度該有多少，才是理
想中的比例，也是他們在思索的議題。二
是雲南大學東亞影視人類學研究所，

1992-1998 年他們一直按人類學的理念製
作片子（Video）。其背後的經濟支持者是
一位企業家，在他的資助下目前已完成了
九部人類學影片。結合大學學術和企業的
贊助，行事上較不易受官方干擾。於是在
雲南大學建立教學基地後，又請德國大眾
基金會提供資金，添購設備，提供學生實
習。透過更多的對外交流之後，他們重新
檢視所使用的觀點、技巧在紀錄片的倫理
上的確出現很多問題。現在他們開始思考
西方發達國家的人類學者，在八十年代末
對部落進行研究的人都會提出許多有關觀
點的詮釋問題。最後一節探討影視人類學
獨立製作人的產生和運作方式、作品、內
容、工作方式、經費來源等等都與機構的
記錄完全不同。主要代表作者是段錦川、
季丹、沙青。

第二章探討大陸獨立製片之發展與訪
談（受訪者吳文光、朱傳明、杜海濱、楊
荔納）1997-2000 年間大陸北京興起一群以
數位小型攝影機（DV）紀錄都市的邊緣人
物，這些 DV 數位作品，近年來在國際紀
錄片影展中大放光彩。被記錄的人群，包
括四處巡迴演出的戲班子、外地來北京打
工的農工、獨居的老人、無定所的流浪漢、
玩搖滾樂團的青年人等等都是他們關心的
目標。這些作品中，雖然在技術上並不熟
練、流暢，但鏡頭展現出銳利的評析，如
同在城市尋找透視的對象，觀察邊緣人物
內心的需要，檢視並搜尋被主流社會所遺
棄的現象。雖然這群紀錄者來自不同的從
業經驗和生活背景，但他們都是誠實而勇
敢的紀錄者，極其安靜的影藏在攝影機
後，表達了他們的想法。

民間影像的建立與交流在大陸正在慢
慢的進行著，過去長久以來影像的解釋權
一直代表著權力機構的發聲（電視）或是
公共媒體的發聲（商業電影）。但是藉由
電子影像的書寫與傳播的便利，紀錄片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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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了現代工業技術的革新，正在以嶄新的
觀念與技巧，開發各樣的記錄理念。在未
來的研究中，我們還需要更進一步的探
索，到底拍攝的人是誰？是誰在記錄？是
誰的觀點在說話？這在今日的中國，電視
機構依舊處在代表官方，吸納和釋放影像
能量的主要管道時，此話題就更顯得重要
了。

第三章以訪談大陸著名電視台紀錄片
人和節目為主，《生活空間》、康健寧、
高國棟、陳曉卿、孫曾田、彭輝、張以慶、
戴藝等創作者之成長背景、創作動機、社
會環境、文化思想、記錄理念、作品分析、
電視台經營方式與態度等等看大陸紀錄片
之發展。

第四章以從來沒有拍攝經驗的老百
姓，拿起攝影機拍攝自己的故事為製作理
念的兩個電視節目為研究對象，一是北京
台的《百姓家園》，二是福建台《自己的
故事自己拍》。探討製作群如何短期間訓
練老百姓的過程，電視人扮演何種角色，
產生的影響與重要性，作者的心得與學習
以及在商業化的今天，製作這種小眾節目
如何突破種種經營上的困難，如何吸引了
廣大的觀眾群。

第五章總結大陸電視將紀錄片與專題
片很明確的分野出來，以區隔其中美學理
念和製作目的之不同，1990-2000 年紀錄片
興旺的原因，理念形成的過程與社會、文
化、政治之間的關係，電視台經營紀錄片
的理念與策略，政府機構與學者在推動紀
錄片所扮演的角色，並分析未來大陸紀錄
片的方向與前景。大陸紀錄片以旁白式與
觀察式紀錄片最常見，專注現實生活的本
質，攝影機冷靜在旁觀察人們的日常生
活，等待捕捉具有震撼力的東西。就主題
而言，這種拍攝方式喜歡以記錄小人物的

生活過程與細節，藉以探討背後較大的生
存環境。片子的表達手法是：不急忙將主
題意識顯露出來，也不宣傳作者的思想、
讓觀眾自己去揣摩、去判斷、去尋找意義。
這種拍攝手法以採從旁觀察，少有訪談或
是堅持不訪問、不干擾、不介入、不放旁
白、少用音樂、強調穩定的畫面、依賴人
物自己的語言構成意義，偶而使用一點解
釋性的字幕，大量使用三腳架，為求水平
視點，攝影機的高度儘量保持在即腰的位
置。大陸觀察式紀錄片比較傾向以自然
的、完全不干預的情況，單純記錄現場流
動的生活狀態，不強調有戲劇性，其美學
觀點受紀實主義很深的影響，他們認為紀
錄片呈現作者的觀點，要客觀、要真實、
要儘量隱藏作者的主題意識，這是紀錄片
不可或缺的基本條件。

西方紀錄片理論的發展下，則認為一
個成功的紀錄片是能夠呈現作者主張與態
度。形成大陸紀錄片不願表達作者主觀思
想的原因，也及作者在其中尋求解決的方
式，是很智慧的隱藏他們的角色，以「打
擦邊球」迂迴的敘事方式表達自己的思
想。本章節有詳細討論舉例。

紀錄片是否可以拍得好看些嗎？是否
可以有營造、設計、扮演的問題，大陸紀
錄片現在持著很保守的看法，認為紀錄片
要真實地反映時代、歷史的特點，不能脫
離歷史、弄虛作假。各拍攝單位也開始討
論：什麼是真，什麼是美，什麼是有代表
性的（典型的）等等美學的問題。一般人
認為紀錄片只要抓住互動性與臨場感，只
要能掌握主要內容意義，它的粗糙、晃動、
可以被接受的，思考美學形式的思考並不
是重要的。
    有關紀錄片倫理，自從七○年代十六
釐米攝影機的變革，直到當今電子攝影器
材大行其道，隨手可得又便利於操作；它
能輕易進入人們的生活後，紀錄片的道德
問題出現了許多以往不曾發生的現象；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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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現代紀錄片工作者必須重視的一個課
題。中國的攝影機定位代表著國家媒體的
象徵，本報告探討了很多因科技革新造成
值得思考的問題與現象。
    大陸電視台在紀錄片的節目製作與播
放，有很多靈活的策略與方案。各自條件
不同，製作環境和經費也不同，放映方式
也不同，本報告皆有詳盡的探討。大陸電
視台視紀錄片為一個台裡的門面，認為紀
錄片做得好，能為台裡爭取獲獎是電視台
至上的榮光。大陸紀錄片之所以在過往十
年能有很好的成就，是紀錄片工作者、電
視台領導者、觀眾的熱愛所共同努力締造
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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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曉雲著，〈紀實風格與平民意識：對一種影視文
化現象的描述與批評〉、《當代電影》，第五號
月刊，1998

張力群著，〈紀實情境論〉，《現代傳播》，第二
號月刊，2000

張同道著，〈論紀錄片的故事性〉，《中國電視》，
第七號月刊，2000

馬小綱、方燕妮著，〈紀實與長鏡頭〉，《中國電
視》，第三期號月刊，2000

高維進、鐘大豐對談，〈紀錄與表達：關於新中國
紀錄電影的對談〉，《電影藝術》，第五號月刊，
1997

《上海電視台四十週年文集──輝煌與奮進：紀錄
片卷（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尚有民族誌電影方面、電影電視美學方
面、社會與文化研究方面、以及英文參考
書目部份，無法詳列，請參考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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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封面格式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
※                        ※
※    1990-2000 年大陸紀錄片的注視與剖析      ※
※                        ※
※※※※※※※※※※※※※※※※※※※※※※※※※※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89－2412－H－032－008－

執行期間： 2000 年 8 月 1 日至 2001 年 7 月 31 日

計畫主持人：王慰慈

計畫參與人員： 吳國弘、李靖惠、葉高美

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交之附件：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論文各一份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書一份

執行單位：淡江大學大眾傳播系

中 華 民 國 90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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