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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依据“独立”意涵的嬗变脉络细致梳理了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形成、发展历程，系统地论述了
中国独立纪录片的理论特征，在掌握了丰富的影像与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以独特的研究视角，提出纪
录片主体性问题阐发了“主体性”由“消隐”到“凸现”的过程背后的美学思考，并将中国独立纪录
片与西方纪录片并置于国际视野中展开对比性研究．同时，由创作主体独立纪录精神、社会阶层分析
下的题材、私纪录与人类学视角、杂糅的纪录形态与实验性形式等方面展开的一系列学理层面的探讨
，将当下独立纪录影像的研究触角进一步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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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姜娟，山东潍坊人，中国传媒大学文学学士，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艺术学硕士、博士（师从高
鑫教授），现就职于中国传媒大学。
　　曾在中央电视台、天津电视台等电视台作为编导参与多个电视专题栏目及大型文献纪录片的创作
。
2006年至2008年间，作为访问学者赴美国纽约大学（NYU）Titsh艺术学院影视研究系（Cinema Studies
）交流学习。
曾在广播电视专业期刊发表多篇论文，参与多个省部级科研项目，研究方向为纪录片、新媒体艺术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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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这一契机下，随着社会语境变迁，巴赞的“纪实主义”美学传人中国并得到了广泛传播。
巴赞的纪实主义美学强调电影的独特魅力在于完整地再现未加修饰的现实，克拉考尔在此基础上强化
了电影的纪录本性，规定电影的本性是“物质现实的复原”。
接二连三的新电影纪实理论开始唤醒国人对纪录片本体意识的觉悟。
这种“纪实”美学为中国纪录片带来的“真实感”“客观性”的创造是史无前例，甚至是爆炸性的。
由此，人们对纪录片的观看，从被动接受既有观点的指令性话语，转变到从真实记录的原生态场景中
主动地感知以及形成自己的观感，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惊人的飞跃。
这些秉持纪实主义美学的纪录片影像，往往以长镜头、跟拍、不干扰的原生态为特点，忠实地记录摄
影机前发生的生活过程。
人们从纪实主义纪录片的影像中体味到了前所未有的真实体验，客观存在的真实似乎就在眼前。
对于刚刚从阐述式纪录片中走出来中国纪录片来说，这种表达方式带来的似乎无限接近真实的效果是
相当动人的。
同时，美国怀斯曼的“直接电影”的观念也开始进入中国的视野。
美国纪录片大师怀斯曼认为，“社会生活存在着模糊性”，“真正的电影并不发生在银幕上，而是发
生在来看电影的人的头脑和眼睛中”。
他认为纪录片要“反映人类行为的复杂性，而不是以意识形态的标准来把人类简单化”。
①他至今坚持的直接电影的风格，即是对这种非简单化的追求，他在自己的纪录片中，为观众留出了
充分的想象空间。
怀斯曼说道：“作为纪录片，我的制作方法是把观众看作和纪录片制作者一样的地位、一样的聪明。
这就可以解释我为什么不喜欢在电影中用旁白。
”②在他所秉持的直接电影的风格中，纪录片坚持着克拉考尔所说的影像的“物质现实复原本性”，
像壁上苍蝇一样观察着现实中的风吹草动，在影像中对现实作着最大限度的复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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