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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纪录片是以时代精神与文化潮流为创作背景的文化产品，是时代的人生观、自然观、世界观的表现。
不同时代纪录片的创作风格、表现手法，不能一言以概之，如果想对纪录片创作有所了解，一定要经
过一段时间的积累。
纪录片的传播离不开受众，一方面，纪录片受众群体需要市场的培育；另一方面，良好的受众环境，
对纪录片的发展也至关重要。
欣赏优秀纪录片作品需要相关的文化素养作支撑，素养越高，对于纪录片的理解认识也才会越深入。
中国纪录片有别于外国纪录片，它深深地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
从中国纪录片题材的选择、构思、表现手法、解说词写作等方面，可以看出创作者的精神、人格，及
其时代思想和文化追求。
以上种种，是笔者想通过访谈来重点说明的。
陈汉元是中国纪录片领域的领军人，作为文化名人，他不仅担任全国Dv联盟总顾问、人民网DV大赛
主席、国际纪录片评委会主席和评委，还曾担任过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副总编，中国CCTV电视剧制
作中心副主任、中国视协纪录片学术委员会会长等职，多次负责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的宣传报道工作
，在中国电视发展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长达40余年的影视创作生涯中，陈汉元亲身经历了中国电视事业从诞生初期到走向辉煌的巨变，经
历、决策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
在艺术创作方面他也多有建树，经他之手打造和策划、有里程碑意义的电视作品就有多部：电视纪录
片《收租院》、《雕塑家刘焕章》、《话说长江》、《话说运河》、《望长城》；我国第一部在国外
拍摄的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我国第一部长篇反腐倡廉电视剧《苍天在上》等，这些作品在
不同的历史阶段成为时代的坐标，提升了我国电视作品的艺术品质，在国内产生了轰动、持久的社会
影响，推动了我国电视作品的创新发展。
通过陈汉元这位权威人物对中国纪录片发展的阐述和对他艺术人生的记录，笔者相信人们对中国纪录
片创作发展、对中国纪录片人会有更多的了解和认识。
本书在独家专访基础上写成。
在写作体例上借鉴了意大利知名女记者法拉奇采访风云人物的形式，但是又和她有所不同。
访谈内容涉及中国电视事业发展的方方面面，具有一定的学术和史料价值。
陈汉元曲折的人生经历、多元的文化创作、成功背后鲜为人知的心路历程等给人启迪；在写作内容上
，笔者适时地加入了时代、创作背景和纪录片作品的相关研究成果和分析、20世纪90年代中国纪录片
代表人物和作品等，以期读者对访谈内容、访谈人物的语境有恰如其分的理解。
文中的话题是放在特定的历史层面上展开的，距今也有长短不一的历史，在这些历史背景下的纪录片
创作状态和现在是很不一样的，运用这样的写作方式，是希望不同层面的读者都能达到最佳的阅读效
果。
陈汉元是一位理想的访谈对象，他独特的语言魅力，长期以来为业内人士所称颂。
在谈及中国纪录片创作时，他态度真诚，富有激情。
陈汉元对中国电视纪录片事业发展所做的贡献彪炳在中国纪录片的史册上，陈汉元在艺术创作上的成
就和真知灼见，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权威性。
访谈采用开放式和封闭式相结合的提问方式进行。
除了个别地方有删节，其余部分的访谈都保持了真实的语境，每部分的访谈基本上也是一气呵成。
在后期编辑和写作时，笔者将各部分的内容按照历史的脉络和内在联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尽量反
映访谈的场信息，让人们有一个立体的感觉。
从陈汉元的艺术创作轨迹中，人们既能看到电视人对电视事业的挚爱，也可以从中感受到中国电视事
业，自建国以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飞速发展。
从陈汉元的艺术生涯中我们可以探寻老一辈纪录片工作者的创作足迹，和他们这代人在纪录片创作上
为年轻一代留下的宝贵经验。
为了真实客观地反映陈汉元及他们那一代人的风采和精神面貌，笔者还特别邀请朱景和、梁碧波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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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人从不同的角度撰写了他们眼中的陈汉元，文章放在“圈内人士眼中的陈汉元”一节，他们用精
彩的笔触，为我们保留了值得记忆的历史瞬间，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书中转载时间尚未发表的对“结构、浪潮、青春、电影”新中国第一个民间实验小组的记述也弥足珍
贵，有助于我们了解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尚在萌动中的独立制片人的发展与有益的探索实践。
为了方便解读历史，书中选取了有价值的珍贵历史照片穿插在文字中，如陈汉元1978年随邓小平访日
、1976年出访南斯拉夫、1994年率团访问泰国，以及1993年去台北会见蒋纬国，做国际电视节评委等
，这些照片展现了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瞬间。
本书力求结构新颖、内容鲜活、讲述清晰，既能关注学术前沿、注重科学性与可读性相结合，也可以
做新闻学、影视专业的教材，同时希望能得到相关专业人员和影视爱好者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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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纪录片是以时代精神与文化潮流为创作背景的文化产品，是时代的人生观、自然观、世界观的表现。
    中国纪录片有别于外国纪录片，它深深地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
从中国纪录片题材的选择、构思、表现手法、解说词写作等方面，可以看出创作者的精神、人格，及
其时代思想和文化追求。
    本书是对中国电视纪录片领军人陈汉元的独家专访。
在写作体例上，作者借鉴了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采访风云人物的形式，但又有所不同。
访谈内容涉及中国电视事业发展的方方面面，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访谈采用开放式和封闭式相结合的提问方式进行。
访谈的各部分均一气呵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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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开启智慧之门一、这时，我开始懂得我也经历过小学、中学、大学三个求学阶段，不必细细琢
磨，毋须久久回味，如同甘蔗，最甜最美的就数当中的这一段了。
正是在这个“段落”，我开始懂得，人是从动物变过来的——变得多缓慢，变得多吃力。
正是在这个“段落”，我开始懂得，猴子变成了人，而人还是要变的——有的越变越聪慧，越善美；
有的却越变越愚蠢，越低级。
正是在这个“段落”，我开始懂得，这块土养育了我，我应该以自己的全部心血尽情地去美化这块土
地——可能失败，可能胜利，我才拥有平平仄仄地撰写一首小诗：《我就是我自己》。
也正是在这个“段落”，我开始懂得，真理是无形的客观存在，人们之所以追求真理，是因为它拥有
至高无上的美；谁把自己看作是真理的化身，谁就丑陋无比。
是的，这的确是一个黄金般的“段落”，但它并不可能给我黄金，给我钱币；它给我的是如何摆平、
摆正内心与外部这两个世界的能力。
当年那个校园不见了，但它在我这颗不甘心衰老的心中永远存在，永远壮丽。
我以崭新的孝心对我的师长们表示深情的感激，并祝愿“新沪”永远名副其实，永远富有新意⋯⋯新
沪中学学生陈汉元1991年5月1日这是陈汉元在上海新沪中学四十五周年校庆时写给母校的献词。
1936年，陈汉元出生在浙江省乐清县靠海的一个农民家庭，是陈家第六个儿子，也是最晚出生的一个
孩子。
较他年长的兄弟姐妹们最多只上过两年学，因此，兄长们发誓：即使不成家，打光棍，也要把这个“
小六子”培养成日后不遭日晒雨淋的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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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6年12月26日，我从广州开会回来就开始了与陈汉元老师的访谈，现代通讯设备为这次访谈提供了
便利，我和陈老师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采访通过电话形式进行。
访谈前期进展得十分顺利，中间因为恰好赶上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请陈老9币出席各种会议、活动
的事情开始多起来了，加之陈老师那段时间身体状况欠佳，需要去医院，采访搁置了一段时间。
大约到2007年6月，主体采访告一段落，以后又陆续进行了一些补、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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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撇一捺:陈汉元访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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