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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下的中国》

内容概要

在传播主体多元化而话语权严重失衡的国际格局中，如何有效地向他国公众展现中国的国家形象？如
何走出“被偏见”的困局？纪录片理应成为一个有力的工具。本书作者在多年的纪录片研究与实践中
，通过详实的案例剖析，辅以形象学、说服学、文化人类学等理论分析，面对各国间复杂的博弈与变
化的矛盾，探讨纪录片如何才能跨越文化的鸿沟，面向世界说话，并最终成功行使文化外交载体的职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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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中央电视台副台长、中央新影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高级编辑、博士、北京大学及中国传媒大学
等兼职教授、中国科教电影电视协会理事长、中国视协微视频（微电影）专业委员会会长。由于
对CCTV-10科教频道的创立具有突出贡献，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儒勒?凡尔纳”大奖，2011年获澳
门国际数码电影节“推动纪录片事业终生成就奖”，同年获得中国创意产业“杰出贡献”大奖。
赵建华
简介：山东大学领导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术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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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中央电视台新影集团总裁助理、院线发展部主任、电影学博士、清华大学首位创意产业博士后
、北京大学后EMBA、国家“十二五”文化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负责人。曾任央视《读书时间》节
目主持人、CCTV新科动漫频道节目总监。受央视委派参加“中美首届影视高管培训班”在美国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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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是这方面专业人士，只是正好在春节闲暇之余看到这本书，起初觉得写得一般，但是书中间那
几章，还是比较有思考的，而不是仅仅的为了出书而写作。看到后面感觉政治意味有些浓，就没再读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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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作为本专业是金融，现在却在做着纪录片相关工作的一个所谓普通业内人，我并不大能去对中国
纪录片的创作侃侃而谈，甚至我承认有些时候国外的纪录片更能引起我的共鸣。可到底对中国纪录片
还是充满着某种情结的，我成为不了开拓者，但我在等待开拓者。无意中看到了这本新书，觉得可能
还是在照本宣科的连篇累牍纪录片的立意、内容，矫情的谈着艺术创作，我是俗人，我一直都认为了
解市场才是纪录片的开始，到底作品是给观众看的，观众买账即是真的好。好吧，读了两章之后，我
觉得我寻到了可能的开拓者，或者是某些开拓者的启蒙者。书中对于《西藏一年》的精准分析，让我
第一次发现，原来这样敏感的题材我们也可以把握，平淡的讲述，却为每件事都找到了除了中国政府
之外的解释，这些解释我们可以信服，英国人可以信服，连达赖都能够信服其中的某些，于是，不需
要讨论《西藏一年》的意义、价值，在我而言它便是成功的，它俘获了市场。我们可以以不同的方式
去用纪录片承载社会责任，并不是赤裸的镜头、刻意的断裂式的剪辑才能彰显艺术和决心，更多的受
众和认同也许才是我们初衷，才是社会责任扩散的途径。最后，《纪录片下的中国》是可读的，也许
它还有很多的不完善，但作者却带来了一种模式，我们可以批评、可以不接受，但好在有人已经开始
思考了。
2、在国际政治领域，国际威望既是各国政府所追逐的战略目标，也是谋求国家战略利益的重要手段
。国际威望的树立取决于良好的威望政策的实施。二战后、尤其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在诸多威望政
策中，从对外宣传发展出来的文化外交越来越成为关键的一环。国际威望（International Prestige），又
称“国际声望（名望）”或“国际声誉（名誉）”，是指一个国家通过把国内的道德、知识、科学、
艺术、经济或军事等成果向他国投射（project）而获得一种理想的国际形象（foreign image，国家的对
外形象） 。作为一个重新崛起的大国，中国已经日益成为国际关系格局中引人瞩目的焦点，进行成功
的文化外交，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成为时下中国迫切的任务。纪录片作为一种真实的、探索的艺术
，有着鲜明的在场感，它用世界语言讲述人们易懂的故事，拉近异域观众与中国的距离。因此成为各
个国家隐性宣传自己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良好载体，成为各个国家争夺话语权的工具
。同样，在中国国家形象的全球塑造与文化外交中，纪录片作为一个传播政治理念的形象化载体，具
有天然的优势和真实的感召力，承担着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它为最具国际化、最具文化品格
和最具传播力的文化产品，也是向世界展现中国文化、传播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文本。事实上纪
录片作为大众传媒之一，对于国家形象塑造一直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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