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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故事片的纪录性”和 “纪录片的故事性”展现的是故事片和纪录片互相补充和互相借鉴的态势 , 这种发展态

势既标示出故事片和纪录片之间的诸多共性 , 也彰显了故事片和纪录片之间的原则性区别。 认识到什么是 “故事

片的纪录性”和什么是 “纪录片的故事性” , 有助于我们把握住纪录片和故事片之间的 “度”, 并在这个基础上促成

两者之间的积极的借鉴。这对于指导两者的具体的创作实践 、促进两者整体水平的提高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故事片;纪录性;纪录片;故事性

【中图分类号】J9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860(2011)01-0089-04

OntheDevelopmentofIntegrationbetweenFeatureFilmandDocumentary
FENGWei

(Radio＆FilmCollege, ChengduUniversityofTechnology, Chengdu611745, Sichuan, China)

Abstract:“Thedocumentarycharacteristicinfeaturefilm” and“thestorytellingpropertyindocumenta-

ry” reflectthemutualsupplementandreferencebetweenthetwostylesoffilms, whichnotonlyindicates

manysimilaritiesbutalsomanifeststheessentialdistinctionsbetweenthem.Havingclearcognizanceof

“Thedocumentarycharacteristicinfeaturefilm”and“thestorytellingpropertyindocumentary”isconduc-

tivetodifferentiatingthistwokindsoffilms, andonthisbasis, facilitatingthemutualreferencebetween

bothofthem.Ithasagreatpracticalsignificancetoguidetheconcreteproductionandpromotetheoverall

levelofthesetwogen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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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谈到故事片和纪录片是否有区别时 ,中国纪

录电影评论和研究专家林旭东先生在接受采访时

说:“在电影诞生初期 ,甚至在弗拉哈迪和维尔托夫

的时代 , 是无所谓纪录片还是故事片的 , 只有电

影 。”“现在 ,有人故意模糊纪录片和故事片之间的

界线 ,而且已经走得很远了 。在 1999年的山形电影

节上 ,我看过美国导演艾里克.莫里斯的最新作品

《你好 ,死亡博士 》,这部 91分钟的影片耗资 500万

美金 ,这在纪录片届已是天文数字 ,很让第二世界的

欧洲导演咂舌。这部影片采用了很多电脑合成技术

和再现手法 ,视听效果非常刺激 ,颇有美国大片的风

范 ,但是跟传统的纪录片定义相去甚远……”
[ 1]

确实 ,在电影的发展史上 ,纪录片和故事片的相

互影响和关系是极深的 ,我们只需略微回顾一下电

影史上对各类纪录片和故事片的命名诸如 “纪录性

故事片”、“艺术性纪录片 ”等 ,只需仔细观摩一下电

影史上经典的故事片或纪录片作品 ,就可以清晰地

感受到两者在诸多方面的水乳交融状态 ,就可以清

晰地看到两者交融关系的源远流长。另外 ,在现当

代凡事追求 “一体化 ”的大时代背景下 ,在故事片欣

欣向荣发展的同时纪录片也备受关注的现实状态

中 ,故事片倾向于纪录化发展 ,纪录片倾向于故事化

发展 ,两者之间的界限似乎真的越来越模糊。这时

候 ,甚至有人提出了 “故事片拍摄到极致的境界就

会拍成一流的纪录片 ,纪录片拍摄到极致的境界就

会拍成一流的故事片”和 “故事片与纪录片终将合



二为一 ”的观点。

那么 ,现在来讨论 “故事片的纪录性和纪录片

的故事性”是否还有必要呢? 笔者认为 ,很有必要 。

讨论 “故事片的纪录性 ”和 “纪录片的故事性 ”的关

系 ,实质上就是在讨论故事片和纪录片的关系 。这

个选题正好透析了故事片和纪录片的相互融合状态

或曰趋势 ,说明故事片和纪录片之间肯定具有某些

共性的东西 ,两者在很多方面可以互相借鉴。但是 ,

起源之初 ,故事片和纪录片毕竟是不同的电影类别 ,

是电影生产的两大门类 ,它们之间有着本质的不同 。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笔者认为 ,在认清纪录片和

故事片的本质区别的基础上来探讨两者真正的的共

性所在 ,才能深刻认识到什么是 “故事片的纪录性 ”

和什么是 “纪录片的故事性” ,才能把握这两者之间

的 “度” ,这样可以促使故事片和纪录片进行有效的

相互借鉴 ,并最终促成两者的最佳 “融合度 ”。这对

于指导两者的具体的创作实践 、促进两者整体水平

的提高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挖掘这个现实意

义是笔者撰写此文的动机所在 ,也是目的所在 。

　　一 、概念阐释

所谓 “故事片 ”是指以故事情节为主要手段来

刻画人物 、反映社会生活的电影或电视片 。而我们

普通所指的故事是指真实的或虚构的用作讲述对象

的事情 ,有连贯性 、富吸引力 、能打动人 ,是文艺作品

中用来体现主题的情节。在 《诗学 》中 ,亚里士多德

把故事说成是对动作人物的模仿 。一般的故事 ,特

别是故事片的职能 ,是表现一段真实或虚构的 、以若

干人的思想和活动为内容的经历。

英国的林格伦在 《论电影艺术 》指出:故事片的

特征可以用一个术语来表达 ,即 “行动主题 ”或曰

“情节主题 ”。我们来看下面三部公认为杰作的故

事影片的 “情节主题”:1、《与狼共舞》:主人公 “与狼

共舞”与印第安人在共同捕猎野牛 、抗击帕尼族人

的偷袭等过程中建立起了深厚的情感 。 2、《廊桥遗

梦 》:两位已婚的中年男女产生了恋情 ,但他俩察觉

到 ,如果继续下去将伤害他们所爱的其他人 ,因此在

热恋中分手并且约定永远不再相见 。 3、《日瓦格医

生 》:经历战争洗礼的尤里流落乡间和拉拉重逢 ,两

人坠入爱河 ,开始享受美好时光 。专家指出 ,这种行

动的完整性在现实生活中是找不到的 ,因为这违反

了自然事件的过程 自然的一切是持续发展着的

而故事片则仅仅截取了自然和生活中的某个片断。

所以 ,故事片应该是一种具有情节完整性的艺术影

片。故事片的特征是对生活进行选择 、提炼 、剪裁和

虚构 ,典型化地反映社会人生 ,同时在形式上讲究技

巧和创意 ,以好莱坞影片为其典型代表 。

所谓 “故事片的纪录性 ”,是指在拍摄故事片的

过程当中 ,为了增加故事片的真实感和可信度 ,达到

打动观众的艺术效果 ,加入纪实艺术的手段 ,把故事

片或故事片的某些情节拍成仿佛是真实事件一般的

“原始纪录 ”。在这里 , “纪录性 ”既是指的影片的一

种创作风格 ,也是指的影片中所采用的纪录性手法。

“故事片的纪录性 ”是故事片导演追求生活真实和

艺术真实的结果。最高明的导演 ,尽管他要拍摄的

是一个真正虚构的故事片 ,他也会竭力让你感觉到

这个故事是真实的。这样一来 ,导演就不得不借助

于纪实性手段来展开叙事。故事片中所采用的纪录

性手法主要有:第一 ,题材真实 。以真人真事为背

景。故事片的纪录性首先就表现在题材选择的纪实

性上 。比如:《贝多芬 》、 《翠堤春晓 》、《泰坦尼克

号》、《与狼共舞 》等等都是以真人真事为背景进行

改编拍摄的。第二 ,场景真实。这是指故事的展开

选景于真实事件曾经发生过的场所 。比如:《广岛

之恋 》、《罗马十一时》、《城南旧事 》等等 。第三 ,对

真实事件的扮演。比如:《阳光灿烂的日子 》、《一个

也不能少 》、《甜蜜蜜》、《巴顿将军 》等等 。第四 ,插

入相关资料。比如:《公民凯恩 》、《阮玲玉 》等影片

中就插入了与剧中人物相关的同时代的报刊杂志或

者是人物采访 ,使影片的叙事更具有说服力 。

关于什么是纪录片 ,至今尚未有一个相对完善

的定义。最初使用 “纪录片 ”一词的是法国人 ,用以

指谓电影诞生初期大量出现的旅游片。首先在英语

世界提倡使用 “纪录电影 ”一词的是 20年代留学美

国 、研究大战传播科学的英国人约翰.格里尔逊 ,源

自法文的英文词汇 documentary最早出现在他为

1926年 2月 8日出版的纽约 《太阳报 》撰写的评论

弗拉哈迪的第二部影片 《摩阿纳》的文章里 ,他在文

中写道:这部影片 “是对一位波利尼西亚青年的日

常生活所做的视觉描述 ,具有文献资料的(纪录的)

价值 ”。后来 ,他对这个词的指称范围作了进一步

的说明:是特指那些 “对时事新闻素材进行了创造

性处理”的影片 ,而 “自然素材的使用”是 “至关重要

的区别标准”
[ 2]
———这一般被认为是对纪录片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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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定义 。

所谓 “纪录片的故事性 ”是指在纪录片在创作

内容和表达形式上 ,强调情节因素 ,不仅以 “讲故

事 ”的方式代替一味地对社会生活的自然主义的刻

板纪录 ,通过人的活动来见证重要事件 ,而且在题材

选择和表现内容上偏向于人文世界的挖掘 。在具体

的创作实践中 , “纪录片的故事性 ”最主要的表现是

纪录片中所采用的情节化的叙事手法 。纪录片里的

“故事”不像故事片那样是虚构出来的 ,它是对现实

生活的选择和概括 ,强调对 “自然素材 ”的创造性处

理 。生活本身是发展着的 ,生活本身就具有许多的

矛盾和冲突 。当把这些冲突和矛盾加以选择和概括

时 ,就有可能形成既客观又完整的情节内容 。纪录

片的情节 ,由于它特殊的表现对象和表现手法 ,与故

事片的情节当然有所不同 ,故事片的情节是人物性

格发展的历史 ,而纪录片的情节则是生活矛盾产生

和解决的反映。因此 ,纪录片的情节常常是简单的 、

局部的 、相对的 ,具有某种冲突因素的生活内容 。

克拉考尔在他的 《电影的本性 》一书中说:“一

方面 ,纪录片导演为求表现世界而取消了情节;另一

方面 ,他又处于完全相同的理由而感到有必要恢复

戏剧性动作。”曾经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纪录片是

不允许讲故事的 ,纪录片就其最严格最苛刻的定义

和范畴而言 ,它是被限制在仅仅纪录我们的周围环

境的。通常来讲 ,纪录片在摆脱情节的重负之后 ,就

能够自由地探索物质世界的细节和相互关联 ,因为

取消了故事之后 ,摄影机就有可能无拘无束地独立

行动 ,纪录下种种原先难以接近的现象。所以取消

故事实际上对纪录片是有利的 。但同时却又带来了

明显的不方便 ,因为它就错过了一个明显的事实:有

些真正的社会现实或真正现实的某些方面只有通过

个人的遭遇才能显现出来和表达出来 。它们的出现

并不能跟通过情节来表达的人类戏剧完全分割 。有

专家曾经说过:纪录电影的最严重的缺点之一 ,在于

它一贯避免表现人。怎样才能弥补这个缺点呢 ?于

是 , “讲故事 ”的要求在纪录片这一曾经把故事作为

非纪录化的元素来加以排斥的影视样式中重新地发

展起来 。现在 ,越来越多的纪录片在事实上存在着

顽强的戏剧化倾向 ,对故事的要求就这样在纪录片

领域里重新出现了 。现在 ,中西方的很多电视台都

把 “讲故事 ”作为反映生活 、纪录世界的重要手段 ,

而且积累了很多成功的经验

　　二 、两者的关系

前文曾指出 ,讨论 “故事片的纪录性”与 “纪录

片的故事性 ”两者的关系 ,实质上就是在讨论故事

片和纪录片的相互关系 。这个选题正好透析了故事

片和纪录片的相互融合状态或曰趋势 ,说明故事片

和纪录片之间肯定具有某些共性的东西 ,两者在很

多方面可以互相借鉴。

首先 ,两者在主题上的相通性 ———人的主题。

故事片中所讲的故事总是围绕着 “人物 ”展开的 ,

“一个电影剧本是关于一个人或几个人 ,在一个地

方或几个地方 ,去干他或她的 事̀情 ' ”
[ 3]
。人物是

故事片的灵魂 。纪录片所表现的内容也是与人息息

相关的。纪录片中的 “故事性 ”即情节化叙事也是

围绕人物展开的 。另外 ,即使是在事物 、动物 、风光

类纪录片中 ,人也是被关注的焦点 。因为纪录片绝

不是外部环境的简单展现 ,而是充满了文化意识 ,总

要对历史和人类文明作出自己的思考。纪录片的

“人道主义关怀 、平民化视角 、现实指向 ”等特征 ,使

得人的主题尤其鲜明。康德曾经提出一个著名的命

题:“人是目的 ”,意思是人是一切艺术要表现的中

心内容。人的主题是沟通故事片和纪录片之间的桥

梁 ,作为故事片也好 ,纪录片也好 ,两种艺术都是反

映着人类对社会和历史的痕迹 ,这就是故事片和纪

录片在主题上的切合点 。

其次 ,两者在美学原则上的相通性 ———真实性。

故事片中的 “纪录性 ”体现的是其对生活的真实和

艺术的真实的双重追求。艺术的最高境界是真实。

最高明的导演 ,尽管他要拍摄的是一个真正虚构的

故事片 ,他也会竭力让你感觉到这个故事是真实的。

当我们看到《与狼共舞》中辽阔的大草原时 ,当我们

看到 《千里走单骑》中蜿蜒的盘山公路时 ,我们会本

能地感到亲近 ,而且马上意识到这里的生活是如此

真实的存在着 。对于纪录片来说 ,其宗旨就是纪录

现实 、纪录生活 ,而唯有真实的现实才是有价值的。

所以说真实是纪录片之所以成为纪录片的基础 ,是

纪录片的生命之源 ,是纪录片的灵魂 。需要说明的

是 ,故事片和纪录片都强调真实 ,但是这二者却存在

着本质的区别 ,即故事片是真实的再现 ,而纪录片是

真实的纪录。

第三 ,两者在表现形式上的相通性。无论是

“故事片的纪录性表现 ”还是 “纪录片的故事性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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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都体现出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那就是再现艺

术和表现艺术在特定的领域内呈现出结合和互补的

态势。人的本性需要看到现实的物质纪实和他人的

自然纪实 ,使自己在现实的真实感情得到抒发 ,同时

人的精神欲念又急需摆脱物质真实的限制 ,让自己

的理想自由地驰骋 。人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统一体 。

所以 ,艺术的法则 ,除了用纪实主义艺术书写对现实

世界的体验 ,而且还用浪漫主义艺术抒发人类的美

好憧憬 ,这就是纪实主义与技巧主义在特定条件下

有机结合的文化基础 。在故事片和纪录片中 ,表现

主义和纪录主义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

尽管 “故事片的纪录性 ”同 “纪录片的故事性 ”

展现了故事片和纪录片互相补充和互相借鉴的态

势 ,标示了两者之间的诸多共性。但是 ,与此同时 ,

它们也彰显出故事片和纪录片之间的原则性区别:

在纪录性的故事片中 ,纪录是手段 ,故事是目的 ,而

在故事性的纪录片中 ,故事是手段 ,纪录是目的;故

事片的基础理论是蒙太奇理论 ,纪录片的理论基础

是场面调度 ———长镜头理论;故事片有剧本 ,故事总

是事先设计好的 ,纪录片没有剧本 ,对现场抓拍的能

力要求很高;故事片中编导者的创作手法是 “扮演 ”

和 “虚构 ”,纪录片中编导者的创作手法是 “选择 ”和

“组合”等等。认识这些原则性的区别就意味着能

更好地掌握两者之间的 “度 ”,便对两者如何有效地

互相借鉴有更清晰的概念。

　　三 、小结

在当代影视作品的创作中 ,无论是在故事片中

采取 “纪录性”手段 ,还是在纪录片中运用 “故事性 ”

策略 ,都表明当代影视工作者自我反省意识在不断

增强 。“故事片的纪录性”和 “纪录片的故事性 ”,既

显示了故事片和纪录片彼此靠拢 、相互融合借鉴的

痕迹 ,也显示了两者之间的原则性的区别。

总之 ,影视艺术发展到今天 ,早已无法用僵死的

概念来概括越来越复杂 、不断发展着的新的形态和

创作理念 。纵观影视艺术一百多年清楚的发展轨

迹 ,其艺术形态的这种多变和善变 ,于故事片和纪录

片的前途而言 ,绝对是一件幸事。

参考文献

[ 1] 　林旭东.影视纪录片创作 [ M]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

版社 , 2002:2.

[ 2] 　单万里.纪录电影文献 [ M]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

社 , 2001:857.

[ 3] 　(美)悉德菲尔德.电影剧本写作基础 [ M] .北京:中国

电影出版社 , 2002:3.

(上接第 73页)

本文就 《银雀山汉墓竹简 〔贰 〕》的数量词进行

了总体的论述 ,从总体上看 ,汉代的数量词已经有了

一定的发展 ,数词的表达也与现代汉语没有太大的

差别 ,量词发展并逐渐有了一定的规模 ,标准量词与

准量词的数量在 《银简 〔贰 〕》中不是很多 ,但是度量

衡单位量词和时间单位量词的使用已经很稳定 。虽

然名量词与动量词并不是很丰富 ,但是称数法的多

种表达方式依然能较准确地记录当时语言 ,这也反

映了当时人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已经比较成熟 ,认识

事物并且能准确地记录它。同时 ,我们充分利用出

土文献这一宝贵的材料研究数量词 ,进而为我们研

究汉语史提供准确可靠的证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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