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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攜《海洋》登

陸中國，兩個

多月時間票房

收入超過2,500

萬元，使中國

紀錄片人為之

振奮。相比之

下，國產紀錄

片則大多無法

進入公眾視野，許

多紀錄片連成本也無法收

回，更不用提進院線

拿票房。2010年

的一項統計數據

顯示，當年中國發行

的16部紀錄片電影全部

虧損，最高的一部票房僅僅

200萬元。對國產紀錄片來說，受眾的

稀少、發行的斷裂、以至整個產業鏈的

缺失，是多年來難以言說的尷尬。「小

圈子交口、電影節拿獎、大銀幕遇冷」

似乎已經成了紀錄片走不出去的魔咒。

■香港文匯報記者 顧一丹

2011年算得上是中國紀錄片
的歷史性年份，除了在

紀念意義上是百年之外，行業有許多
實質性動作。其中，相當重要的事件
是央視紀錄頻道的開播。這是官方決
意打造紀錄片產業的一個標誌。

寧看電視不願進入影院
其實，中國並非全然沒有紀錄片的

收視群體，央視紀錄片頻道開播至今
已收穫2億觀眾群，央視製作的多部
紀錄片也引起過巨大反響。許多紀錄
片人跟記者說，紀錄片的電視台領域
比電影市場好得多。中國有對紀錄片
感興趣的群體，只是讓他們拿出幾十
塊錢，選擇進影院看紀錄片而不是好
萊塢大片就難得多。如何建立一個行
之有效的紀錄片發行模式，讓紀錄片
可以走進影院，吸引觀眾，收穫票
房，是中國紀錄片人一直探討的問
題。
在本系列的上篇中所提及的中國紀

錄片的本體與資金等問題很大程度上
直接導致了產業鏈下游無法形成，以
致惡性循環。

國產紀錄片播放量偏低
由於本身質量不高，產業吸引到的

資金有限，因而更沒有公司願意出錢
出力為紀錄片進入發行渠道鋪路。
上海紀實頻道副總監干超對記者
說，國內目前幾乎沒有專門的紀錄
片發行公司。目前唯一成功進入院線
播放的紀錄片《歸途列車》的導演則
說，其作品能進入中國影院純屬個人

原因，無法複製。
在紀錄片的發行渠道上，官方也正

在做㠥探索。這種探索目前雖然還局
限於電視台的播出平台，但已經是一
大跨越。從央視9套的規劃裡，已經
看出他們計劃邀約民間製作人進入電
視平台，而在這之前，獨立製作人想
登上官方電視播出平台，幾乎是不可
能的。
在政策層面，國家廣電總局在2010

年末出台《關於加快紀錄片產業發展
的若干意見》，提出要健全市場體
系，培養人才等，並首度提出要撥出
資金獎勵優質國產紀錄片。在此背景
下，CCTV9於2011年1月1日開播，聚
集了台內所有拍攝紀錄片的精英，打
造覆蓋全國的紀錄片專門頻道。
目前，內地紀錄片播出平台有五

個，其中重慶電視台科教頻道、中國
教育電視台3套、央視10套都是以科
教為主的紀錄片播出頻道，金鷹紀實
頻道是以湖南地方性節目為主，並
定位於青少年的本土紀錄片播出平
台，而上海紀實頻道算得上是題材
類型較為豐富的專業類紀錄片播出
頻道。在有限的紀錄片播出平台
裡，來自境外的紀錄片總長為1.5萬
－2萬小時，國產紀錄片總量只有
1,000小時左右。

官方邀民間製作人合作
2 0 1 1年 1 2月，央視紀錄頻道

（CCTV9）總監劉文回答網友問題時
表示，將要㠥手打造國內紀錄片產業
鏈。記者數度聯絡劉文，希望可以了

解具體辦法，但他幾乎每天都要開策
劃會議，無法抽出時間，由此也可見
剛剛誕生的紀錄片頻道確實是面臨㠥
巨大壓力。該頻道的宣傳推廣負責人
簡單回答了記者的問題，表示打造產
業鏈確有規劃，但沒有明確的時間
表，因而不便透露。但從其提供的一
些資料，大致可以看出思路。
2011年7、8月間，紀錄頻道舉辦第

一次「活力中國」紀錄片節目製作招
標活動。「命題作文、委託定製」，
尋求紀錄片生產方式的轉變，是紀錄
頻道在紀錄片產業之路上的一次探
索。官方終於拿錢出來邀約現實題材
紀錄片，這在獨立紀錄片人眼裡是一
個很好的標誌。

一個進入院線的偶然
官方的辦法逐步明朗，其力量勢必

不可小覷。而民間的力量雖然弱小，
也有個案進行了成功的嘗試。進入到
國內院線的《歸途列車》是鮮有可以
進影院的獨立紀錄片，這樣鳳毛麟角
的成功是導演范立欣的團隊盡一己之
力的典範。

贏海外榮譽凱旋回歸
《歸途列車》2010年1月在聖丹斯

電影節進行了國際首映，迄今已在國
際上獲得60多項紀錄片獎項。該片在
全美近100個影院上映，票房超過40
萬美元，觀眾約4萬人次，算得上是
目前國產紀錄片在國外院線取得的最
好成績。記者問范立欣有沒有經驗可
以傳遞給中國的紀錄片人，他表示，

《歸途列車》的經驗大概是無法複製
的。
《歸途列車》能進院線，很大程度

上源於得了太多獎項，在美國又取得
了票房，這為范立欣與國內院線洽談
提供了資本。范立欣說，紀錄片要
進院線，本應該委託紀錄片發行機
構與院線合作，可是，內地沒有這
樣的機構，發行這塊是完全缺失
的，因而他只能自己去談合作。內
地的一些商業院線面臨競爭激烈等
問題，為了尋找差異化產品，或者
是影院經理對藝術有熱情，就願意
為《歸途列車》這樣有口碑的作品
提供機會。范立欣目前以和北京、
上海、廣州、深圳、成都等十個城
市的院線談好合作，將在各城市的
一家電影院進行點映，但能不能成
功，他心裡很沒底。「這好像是個烏
托邦，談到這些就很難過。」
此前，《歸途列車》在北京百老匯

的點映取得了4.3萬的票房，場均上座
率在90%以上。范立欣說，在沒有任
何宣傳經費的情況下，這樣的成績已
是不俗。他告訴記者，即便院線願意
放映也缺乏宣傳經費，因而紀錄片只
能依賴新媒體（微博、社交網絡）以
及口耳相傳的傳播，事實上，網絡已
經為紀錄片提供了一個難得的生存空
間，奇藝網的紀錄片頻道已經買下了
《歸途列車》的網絡版權，上海紀實
頻道買了上海地區的播放版權。范立
欣希望，網絡、電視、電影這些平台
可以一起上，為紀錄片尋來更多資金
與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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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眾少發行斷 票房低難回本

能在多個平台播放，是有完整產
業鏈的好處。從電影到電視到發行
DVD再到網絡，是國外紀錄片發行
的一般渠道。在國內，除去官方紀
錄片，這基本是不存在的，這使得
《歸途列車》的嘗試顯得彌足珍貴。
范立欣說，國內機構往往希望買斷
紀錄片播映版權而做到一家獨大，
這對於紀錄片的生存實際上非常不
利。《歸途列車》在國際上版權賣
了十家，有的買地區的播放權，有
的買電影版，有的買電視版，這樣
拆開賣能夠籌集更多的資金，使紀
錄片得到良性發展。「十家每一家
出10塊錢，比一家出20塊錢有利得
多。」

政府支持可事半功倍
許多獨立製片人坦承，國內缺乏

能進電影院的紀錄片作品，很大程
度上是因為紀錄片的製片方往往缺
乏發行的意識。要讓觀者花錢進入
影院，並坐㠥90分鐘，紀錄片的故事
不吸引人是不行的。紀錄片也要講
故事，而不是單純的自然主義地紀

錄，平淡地
敘事。范立
欣的《歸途
列車》為適
應發行方需
求，也分別
剪了60分鐘
的電視版和
90分鐘的導
演版，國內
紀錄片導演
則鮮有這樣的經驗與意識。「導演
應該考慮到關注的觀影感受，拓寬
自己的視野，不要做拍給自己看的
片子。」
發行同時需要很好的宣傳，范立

欣說，「現在我們都是用很原始的
方法在做推廣，我很希望紀錄片能
夠更好地與商業結合，這樣能提供
更多平台，匯集更多觀眾。也要善
於利用新的傳播方式，與媒體合
作。」他也表示，希望政府給予支
持。例如在加拿大，政府支持拍攝
紀錄片，投入的每一塊錢都可以獲
得3毛錢的退稅。

關注觀眾感受
不要孤芳自賞

走不出魔咒國產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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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
孕
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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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上海紀實頻道副總監干超認為，中國的

高端文化消費有㠥廣泛的潛力，范立欣也

看好中國文化消費的演進。通過多種渠道

去培養觀眾都是他們正在努力的方向。

而記者在採訪中也了解到，央視紀錄頻

道從2011年1月1日開播到10月31日，紀錄

頻道的平均收視份額是0.267%，晚間首播

段份額除20:00——20:30和20:30——21:00

時段外，其餘首播段份額均超過0.2%。9月

19日頻道優化升級後，將每晚首播時段增

至6小時，收視份額翻了兩番，由年初的

0.25%增長到超過0.5%，日平均收視份額

甚至超過0.7%，全天收視份額增長52%，

18:00-24:00黃金時段增長則高達71%。

提升人文精神價值觀
許多在高校裡放映過紀錄片的導演都經

歷過放映常常爆滿的情況，這說明紀錄片

擁有極具潛力的受眾群體。范立欣希望內

地有院線首先嘗試藝術電影院線的長線放

映模式，為紀錄片積累觀眾。

作為特定電影類型的紀錄片，不僅僅是

對整體記憶的保存，還承載㠥傳播價值觀

和提升人文精神的使命。紀錄片走出困

境，除了在質量上精益求精之外，還需要

政府部門在投資、製作、院線放映等方面

進行扶持，需要社會各界的鼎力支持。

■范立欣表示，應該考

慮到關注的觀影感受。

影院是紀錄片發行的重要渠道，
國外的紀錄片有專門的藝術院線進
行播放，而國內就尚無分線供片體
系。在這一點上，不論是紀錄片導
演還是專家，都呼籲國內建立藝術
電影發行與放映系統，與商業電影
院線區分開來。《歸途列車》在美
國的藝術院校播放，就取得了單塊
熒幕票房第一的成績。
范立欣與院線的合作就是通過小

眾的觀映小組達成的。在各個城
市，都有一些小眾的觀影沙龍，例
如廣州，一個叫做「先鋒光芒」的
小組就長期在酒吧放映紀錄片。范
立欣他們在各地找到這些觀影小
組，去與當地影院談合作，先做到
「一個城市，一個影院」。何蘇六也
與國內的一些院校達成了框架協
議，目前與北京的2家院線談好，
為紀錄片提供少量的屏幕，這些嘗
試都為未來紀錄片上院線打下了基
礎。

記者在採訪中，幾乎會問每一個紀
錄片人，產業鏈要從何處㠥手。在上
篇裡，提到上海紀實頻道副總監干超
的觀點。他認為，要首先建立一個行
業標準。不管是本體還是銷售。但從
運營網絡上來說，如何銷售、布點，
國內還沒有經驗。而交易、價格體
系、管控都沒有一個標準，這也讓紀
錄片只能摸㠥石頭過河。上海紀實頻
道副總監干超說，產業鏈要從標準開
始看，而標準的建立應該是產業遊戲
裡從最先發端的、最強的一方來制
定，遲早會有一方跳出來，引導紀錄
片往一個方向發展。
這一個觀點為中國紀錄片研究中心

主任何蘇六教授認同，他們也已經開
始在做這件事情。2011年7月份，中國
紀錄片研究中心在北京發布了中國紀
錄片綜合評估系統，為業界提供較為
學術性評估標準和評測體系。

央視評價體系值得借鑒
央視紀錄頻道運營部主任陳曉卿對

此這樣評價：紀錄片綜合評估系統對
中央電視台紀錄片頻道的紀錄片選題
評價體系和節目完成體系有借鑒意
義。中央電視台紀錄片頻道製作的常
規節目成本價格是每小時7萬-15萬元，
在此基礎上，紀錄片頻道會通過主客

觀兩方面指標進行考量，以決定追加
給製作單位的金額。她建議評估系統
的終端應該是多向，例如分別建立買
片人和創作者的數據庫，建立不同類
型的紀錄片評估系統。
何蘇六希望國內紀錄片業能出現一

個具有示範性的項目，引發社會與媒
體的關注。也希望國家可以做出政策
性的傾斜，拿出轉向基金，提供傳播
平台，打造這樣一個項目。何蘇六作
為中國傳媒大學的教授，也致力於培
養紀錄片人才。他也希望總局給予政
策支持，集中培養一些具有創作專業
知識的國際化紀錄片人才。

拓展產業需先建立標準業
界
籲
盡
早
建
藝
術
院
線

■何蘇六希望內地紀錄片業能出

現一個具有示範性的項目。

■廣州紀錄片節上，一位國外導演與

國內紀錄片人接洽。

■《歸途列車》是紀

錄農民工家庭「春運」

期間往返廣州及四川

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