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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环境生态保护成为美国乃至西方纪录影片

的热门题材之一，一些环保题材纪录片不仅取得了较高的收视

率，也成为各类评奖活动的赢家。如2006年美国前副总统戈

尔所制作的环境议题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又译为《令

人难堪的真相》）获得了第79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长片奖；

2010年的第82届奥斯卡颁奖礼上，又一部环保运动纪录片《海

豚湾》获最佳纪录片奖。

本文拟选择三部获奖的美国环保议题纪录片《海豚湾》、

《难以忽视的真相》、《燃烧未来：美国的煤矿》（2008年上映，

获国际纪录片联合会大奖等）作为研究对象，借以探讨此类纪

录片的功能、价值及风格技巧。

一
上世纪80年代至今，纪录片在处理与自然及生态环境的

关系时，一直有着两种理念或视野。其中之一是对大自然纯生

态意义上的记录或建构，以雅克·贝汉的“天·地·人”三部

曲和英国广播公司（BBC）“野性世界”系列为代表，通过唯

美的画面、精致的配乐以及节奏上的浪漫诗意来营造一个宁静

祥和的优美之景，唤起人们对生态的关注、对自然的热爱（当

然影像素材来自长期艰辛的跟拍）。这种类型的片子同时也获

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

与追求商业性的美感以愉悦受众的创作意图相反，本文

所涉及的三部纪录片则是另外一种类型的代表。这些以生态环

保运动为主题的纪录片，把目光凝聚于处在运动中心的人，通

过人的行为进行生态维度的书写，突出冲突性和故事性。如果

说纯生态纪录片是“出世”的价值取向，那么环保运动议题纪

录片是以“入世”的态度关照生态现实，并在社会政治领域形

成了一定的话语空间和话语力量，塑造着观众的价值立场。

美国环保运动纪录片有明显的格里尔逊模式的烙印。在格

里尔逊看来，电影是一个有能力塑造公众意见的严肃媒介，有

力量去挖掘社会问题的根源及其背后的政治与经济原因，所谓

“艺术是一把锤子，而不是一面镜子。”①环保运动议题纪录片

承袭了格里尔逊的这一理念，纪录片工作者用影像承载社会实

践活动，并将它当作是一把能够给现实以有力一击的“锤子”。

“锤子”的现代称谓是“议题设置”，这表现为，不管聚焦

于何种领域的环保纪录片，终极目的都是向观影者传达生态正

义之主题。以本文研究的三部纪录片为例，《海豚湾》涉及到

海豚这种生物的生存权，作为一个符号，它又可以理解为环保

运动者对于所有动物种类之动物权利的关注；《难以忽视的真

相》关注的则是分配正义，即人类在满足自身发展的时候却剥

夺了自然界的发展权利，也为人类自身的前途埋下隐患；《燃

烧未来》借由回溯西弗吉尼亚山区居民反露天采矿运动的历程

及心路，凸显西弗吉尼亚山区居民在地区开发问题的决策中无

法表达合理诉求，不具有平等的参与权，片中质疑未经居民同

意的开发决策本身就违反了程序正义。

二
环保议题纪录片在传达生态正义这一主题时，所使用的

基本手段是在文本中构建正义与非正义立场的对立，通过二元

冲突凸显善恶本性，达到揭示主题的目的。然而它的叙事模式

毕竟不同于传统的主题先行的政论片，这具体表现为：

1．宏大议题下个人情感的穿插

《难以忽视的真相》、《海豚湾》和《燃烧未来》三部环保

类纪录片，内容都指向了公共议题等重大领域，这是一个容易

让人产生距离感的疏离话题，再加上纪录片本身所探讨的问题

往往充满悲情和抗争，创作中如若处理不当，极有可能将整部

片子变为“国仇家恨”的宣泄，进而让观众产生某些情感负担。

三部纪录片的主创者在扭转上述倾向方面显得更为老道，

他们将个人情感寄寓于宏大背景下，如《难以忽视的真相》中

戈尔对父亲、儿子及姊妹的挚情，《海豚湾》里奥巴瑞对于海

豚的真爱，《燃烧未来》的主人公对于家乡和家人的眷恋，都

成为片中的点睛之处，从而将硬议题软化，使生态环境运动成

为了一个蕴含情感的话题，消除了距离感，增强了亲近感，让

生态环保真正成为一个人人有责的活动。

2．非祈使性文本理念

所谓祈使性文本指在纪录片中使用命令式语气要求观者

做什么以及怎样做。顾名思义这是一种令人生厌的叙事方式，

不愿做他人思想的奴隶是人类的本性，因此祈使性文本的传播

效果反而不如预期。

无论《难以忽视的真相》或者《海豚湾》及《燃烧未来》，片

中所呈现的情景以及所提出的应对方式，都属于解释意义上的观

点呈现，创作者的着重点放在提出问题并引领观众自己思考方

面，有抛砖引玉之效，而无强加于人之弊。这一点还体现在片子

开放式的结局设计上。依照惯例，结局部分通常是纪录片拔高主

题并托出应对方式的阶段，但上述三部纪录片，结尾处均未见此

类话语，其中《难以忽视的真相》和《海豚湾》仅仅借助字幕提

出建议，态度恳切，容易为人所接受，故可排除命令之嫌疑。

3．共通价值的审美指向

生态环保作为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价值取向，在传播

方面难免受制于国家、民族、宗教等因素的影响。突破限制的

最佳途径就是诉诸于共通价值以唤起更大范围的认同。既然自

然之美与人性之善是最普遍的审美欲求，三部纪录片也就都致

力于在此能有所建树。《海豚湾》中和谐的水下世界，《燃烧未

来》里辽阔苍郁的西弗吉尼亚山脉，抑或是《难以忽视的真相》

开头和结尾处宁静的暖风杨柳翠湖，都给观者留下了大自然本

真美的一幕；另一方面，奥巴瑞与海豚之间超越种属界限的亲

友似的情愫，戈尔慈父的形象，以及西弗吉尼亚居民纯朴的田

园牧歌生活，又可以召唤起人性中最原始的共通情感。这也正

是三部纪录片能够超越文化的藩篱而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较大反

响的主要原因。

简论美国环保运动纪录片的风格与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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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导演兼解说并参与互动的叙述模式

《海豚湾》中，路易·西霍尤斯一人身兼三职，既是导演，

又负责全片解说，还参与其中“现身说法”；他经常以声音介

入画面，利用旁白引导观众，甚至走到镜头前，以平缓中立的

神态进行讲述。《难以忽视的真相》一片里面戈尔也承担了类

似的角色，不过相对而言主观色彩更为鲜明。上述参与手法在

理论上可归属于比尔·尼克尔所谓的纪录片之“互动模式”②，

为美国纪录片人迈克尔·莫尔等所惯用，该手法既能通过构建

在场效应以强化观众对内容的认同，还可以借助于导演视角引

导观众达到对事件有更深层次的思考。

三
客观性与真实性是纪录片的生命，衡量一部纪录片成功与

否的最主要标准便是该纪录片能否做到客观真实地处理事件。

诚然，任何人都无法摆脱预设立场或既定框架。对于一部

反映环保运动的纪录片来说，其落脚点永远都会放在生态正义

理念的传达方面，制片人总是希望观众张开双眼敞开心扉，甚

至与他们一起成为自然生态的卫士。这种情况下，客观性与真

实性难免成为了相对的概念，也成为纪录片拍摄者必须要努力

面对的问题。就三部纪录片的叙事手法而言，事情往往是，生

态正义理念的畅快表达跟作品对于客观性和真实性的追求之

间，并非总是能对立统一起来，如《海豚湾》里面导演兼解说

与出境的模式对纪录片的客观性就构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1．单视点叙事对客观性的妨害

所谓客观是指不以特定的角度去看待事物。在纪录片创

作中，客观性的直接体现便是拍摄者能从多个角度呈示事物，

这是一种能祛除过多主观意识的创作态度。

如果从客观性维度来审视三部纪录片，可以发现《燃烧未

来》对于客观性的建构是最着力的。在叙事方式上，《燃烧未

来》一片竭力营造一种辩论的气氛，将镜头不偏不倚地对准争

执中的双方，给双方同等的说话权利，力图通过多维视角还原

问题的复杂风貌。

在《海豚湾》的拍摄过程中，导演也试图给反方以话语空

间，比如影片的48分10秒处，路易·西霍尤斯采访了日本主

管渔业的副部长；1小时05分45秒处，镜头对准了日本驻国

际捕鲸委员会（IWC）的官员森下助二，当时他正代表日本政

府阐明观点：“国际捕鲸委员会这样做是在扼杀像太地町这样

以补鲸为业的沿海小镇”。但总体而言，与《燃烧未来》一片

中反方所拥有的较充足的话语空间相比较，《海豚湾》多维视

角的构建稍显不足。

《难以忽视的真相》无疑是创作者意识介入最为明显的一

部纪录片，通片采用戈尔一人的视点，观众只能听到戈尔一人

的声音，虽然论辩过程被展示得很详尽，但除戈尔本人外，再

没有其他的信息及观点来源，造成观众对戈尔提供的信息和观

点无法比较也无法辨别。据《外滩画报》报道，2007年9月，

英国一名初级中学的校董就政府组织学生观看戈尔的环保纪录

片提起诉讼，认为该片有很多地方与科学事实不符甚至相悖。

法院的鉴定结果是，戈尔的纪录片中共有9处与科学事实相

悖，并且推论缺乏足够的科学依据。后来，英国高级法院裁定

该片在作为资料片向中学生放映的时候，必须发放指导性的说

明书，说明这9处地方存在误导。③

总之，单一视点叙事虽然有利于论点的阐发，但这种“一

面说理”的传播效果并不比“两面说理”更好，传播学的实证

研究早已证明，“一面听理”的受众极有可能在听取了另一方

的解释后倒向该方。纪录片中多维视角的缺失，使纪录片的公

信力也就是客观性打了折扣。

2．过度蒙太奇对真实性的影响

蒙太奇作为一种影像意义系统，为影视导演们所常用。在

三部纪录片中，几乎可以找到蒙太奇的所有形式，它们不仅仅

在配合叙事，某些情况下还单独表意，作者的态度观点则隐藏

其间，“画”外之“意”也让影片拥有了更多的潜在内涵。然

而“画外之意”毕竟是人为附加的东西，它们只是在创造逼真

感，对片子的真实性却造成负面伤害。

相反，长镜头与运动镜头能反映事物在整一时空中不间

断的变化，这对于以真实为生命的纪录片来说是异常重要的一

种创作方法。比较而言，《海豚湾》在表现摄制组偷拍的过程

中大量运用了长镜头；《燃烧未来》为了强调西弗吉尼亚山区

采煤前后的风貌变化也大量使用航拍的运动全景镜头。而在

《难以忽视的真相》当中，外景实地的长镜头几乎绝迹，而充

盈其中的是突出式的表情特写，抽象的静态图表，以及割裂时

空的蒙太奇对比，所有这些，只是经过戈尔讲解的串联才有意

义，颇有爱森斯坦的理性蒙太奇的流韵。《难以忽视的真相》也

因此成为一部在纪录片创作手法上争议颇大的作品。

四
纪录片与环保运动相结合，既拓展了纪录片的题材领域，丰

富了纪实创造手法，又扩大了环保运动的影响，推动着生态议题

更多进入公共讨论领域。然而在“双赢”的背后，仍然存在着如

何平衡生态正义（环保纪录片之创作宗旨）与“程序正义”（纪

录片之客观真实原则）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否则，再好的“正

义”也会变成“宣传”，会影响到环保运动纪录片的社会效果的

发挥，以及环保运动本身的社会公信力。2010年哥本哈根会议

前后“气候门”黑客爆料事件就曾置环保运动鼓吹者于尴尬的境

地。此外，以严厉批评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不公而著称的纪录片

人迈克尔·莫尔，其作品由于主题过于突出加之常常模糊事实与

虚构的界限在美国学术界一般被归于“宣传”影片之列。④

也许可以用雅各布·里斯的“事实的力量永远是最有力的

杠杆”⑤的观点，作为对于格里尔逊“锤子”论的平衡，使得

处在现实与创造性处理这一古已有之的对立关系之下的纪录片

环保题材作品，其风格的钟摆更多地向现实一端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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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浙江传媒学院）

（本文编辑：李宝萍）

02 业务研究   环球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