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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6中国电视纪录片前沿报告》主要内容：“纪录片的责任与影响力”这个话题，是比较难讲的一
个话题。但是我想也该是到讲这个话题的时候了。因为我们这一次纪录片高峰论坛的中心主题就是社
会责任。挂在这里的“中国纪录片人宣言”非常显眼，经历了这十几年中国纪录片发展的历程，我觉
得这个时候，这样的一个宣言，的确是时代的一个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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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第一部分 主题报告——责任与使命把握规律，传承创新，推动中国电视纪录片创作的新高潮关于纪
录片发展战略的思考做时代的“书记官”——在“中国电视纪录片发展战略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为
时代立传，为历史传承——在“中国电视纪录片发展战略论坛”上的讲话抓住机遇创新繁荣——我对
纪录片发展的几点看法纪录片的五种价值纪录片与社会教育中国电视纪录片的责任与使命纪录片的责
任和影响力第二部分 市场报告——开发与交流中国纪录片走向国际市场纪录片市场运作的相关策略中
国纪录片市场化生存及发展的策略思考纪录片的市场分析及营销策略中日纪录片交流与合作中国纪录
片怎样走向国际重新认识和发掘纪录片产业的价值市场与美学——谈纪录片的生存空间第三部分 管理
报告——经营与发展从SMG纪实频道扭亏为盈看持之以恒发展纪录片的可行性科学纪录片的核心竞争
力充分利用区域资源开发特色纪录片产品 打造富有地域特色的纪录片精品——南京电视台关于纪录片
生产的情况 从Discovenr看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回家》栏目的文化营销与策略《中国人》的定位取向与
栏目营销从《江南》看纪录片栏目与频道整体营销拓展宽度与打造横断面——栏目化语境下纪录片的
创作策略第四部分 实践报告——传承与创新纪录片的创作走向从《我的太阳》看纪录片与构建和谐社
会传承创新实验——《故宫》创作谈让观众更好地了解领袖传达心灵的感动——纪录片《船工》创作
谈我们是怎样创作《郑和下西洋》的从电视纪录片《郑和》看民营传媒企业大型项目操作《三江源》
创作经验及启示理想与现实之间——人物类纪录片的坚守之道论纪录片的娱乐性——《杀机四伏的天
空》创作谈 从《一个狙击手的独白》谈心理悬念心灵的接近和空间的距离——《数学之美》创作谈 
从历史镜像中走出的中国领袖——十集文献专题片《李先念》读解第五部分 作品精选《小平您好》《
李先念》《风范——天下第一藏》《1405?郑和下西洋》《船工》《百年南开》《法门地宫的秘密》《
梅兰芳》《三江源》《杀机四伏的天空》《一个狙击手的独白》 《数学之美——陈省身》《鸟的王国
》《霞映长空》附录2004—2005年中国电视纪录片十佳作品2004—2005年中国电视纪录片十优作品2004
—2005年中国电视纪录片单项最佳2004—2005年中国电视纪录片特别荣誉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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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是1995年第一次真正去参加纪录片的聚会的，在上海。那是特别美好的一个景象。大家做纪录片都
非常地挺直腰板，也感觉很有责任，每个人都扬眉吐气，而且做纪录片的人，在当时媒体环境里，都
有精英分子的感觉，感觉自己有责任，社会也给予这样一种评价，当时包括媒体也对它进行积极的评
价。不过好景不是太长，我记得到1997年以后，参加类似聚会的时候，大家就显得垂头丧气比较多，
眼睛也没有原来那种光芒，很多朋友交流起来说，好像走到了一个很迷茫的阶段，不知道纪录片再往
前该怎么走。选题做尽了，语言也似乎到头了，影响力又没有像以前那么大了，市场又没有建立起来
，就觉得很灰暗。所以在那个时候，哪怕在欢迎酒会上，大家喝酒的味道都不一样了。我觉得自1997
年、1998年、1999年，差不多三四年时候，都是那样一种状态。我不知道在座的前辈的感觉是不是跟
我的感觉接近。其实我们的纪录片一直在发展，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属于自己不一样的东西。在中
国，纪录片有一个非常好的黄金时期，就是90年代初，大家对纪录片的期望值越来越高，社会对它的
期望值也非常高，所以尽管有一个心态相对灰暗的时期，其实纪录片还是在发展。 今年二月份，在华
盛顿参加全世界纪录片大会。人数要比咱们现在多，应该翻四番，接近2000人参加纪录片大会。当时
我在畅想我们的年会或者学术会，像那样景象多好啊。我感觉现在已经看到这个端倪。我参加世界纪
录片大会的时候，也像今天这样一个景象，同时有三个会场，有五个会场，这边是在签合同，那边是
在找选题；这边是找特别优秀的纪录片，给新的纪录片导演在辅导，那边讲他的片子，的确非常丰富
。这次纪录片战略发展论坛已经有那样景象，我觉得非常非常好。我们现在在这样一个时期，出现这
样一种景象，我觉得是社会的原因，也是我们纪录片人长期以来不懈努力的一个结果。 我今天讲责任
，讲影响力，在里面还有个潜台词就是市场，就是有了影响力以后，自然就有市场。这一届我们的论
坛里面，责任的主题摆在那里有了，至于影响力，坐在主席台的政府部门人员来参加我们这个会议，
本身就是影响力的表现。在以前纪录片没有影响力的时代，政府不会来关注。现在政府开始关注，政
府觉得它是一种媒介的力量，甚至开始制定法规，有很多政策的扶持，这是影响力的表现，市场更不
用说了，今天下午之所以我演讲会推迟，就是因为有很忙的老总来参加这个会议。在以前，老总不会
参加纪录片的会议。这说明我们的纪录片开始有市场了，或者市场开始注意我们的纪录片了，这是非
常非常欣慰的一件事情。追根到底，纪录片的发展什么时候都离不开市场，离不开影响力，所以今天
我这个主题，比较切合中国纪录片的现状，也比较符合这次会议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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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电视纪录片前沿报告(2006)》讲述了“纪录片的责任与影响力”这个话题，是比较难讲的一个
话题。但是我想也该是到讲这个话题的时候了。因为我们这一次纪录片高峰论坛的中心主题就是社会
责任。挂在这里的“中国纪录片人宣言”非常显眼，经历了这十几年中国纪录片发展的历程，我觉得
这个时候，这样的一个宣言，的确是时代的一个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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