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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電視紀錄片的品質探討 

                                     指導老師／韋光正  學生／劉奕霆 林昕憓 

 

摘  要 

    記錄片在近年來的台灣影像產業中逐漸茁壯，早期的紀錄片如七零年代的記錄片大多都由黨

政控制，利用其來做為政策宣導的工具，乃至產生文化霸權掌控電影媒介，早期金馬獎更有著在

最佳紀錄片的獎項出現了三次從缺的記錄，解嚴之後，許多政治議題相關紀錄片如雨後春筍般冒

出，開啟了記錄片量產化的時代，公元兩千年之後，紀錄片更是商業院線中的重要片種之一，時

至今日多元且蓬勃的記錄片型式，更呈現了許多不同記錄片的風貌。 

  而本論文之研究重點則是經過文獻分析以及內容分析法做為基礎，了解公共電視「記錄觀點」

中記錄片的品質探討，並且給予未來記錄片的發展給予建議。 

 

 

壹、緒  論 

一、 研究動機 

1999 年公共電視台成立之後，「記錄觀點」的

開播是全台灣唯一常態性播放紀錄片的電視節目，

記錄片的形態轉變至今，彷彿一部真正的紀錄片必

須經過長時間的拍攝，並且有個被攝者。而這樣的

拍攝方式依照目前所見的紀錄片內容而言是一種主

流，但是並不是唯一的表現方式。 

二、 研究目的 

  隨著不同形式的紀錄片表現讓我們對於記錄片

所產生的疑問有下： 

（一）真正的紀錄片該呈現的形式為何？ 

（二）哪一種方式才會得到大眾最佳的評論以及讚 

   賞？ 

（三）公共電視「記錄觀點」的紀錄片與其他記錄 

   片的差異為何？ 

（四）公共電視「記錄觀點」的紀錄片的品質是好 

   還是壞？ 

三、 研究範圍 

對於全台灣大多數的民眾而言，好像只要不是

屬於劇情片以外的影片即為記錄片，但事實並非全

然如此，紀錄片[1] 作為電影史裡非劇情片類型裡的一

支，其同時包含了新聞片、旅遊影片、記實電影、

戰時宣傳片、民族學誌電影、真實電影等等，但並

不包括實驗電影、抽象電影或動畫片。 

在 Grierson 的心目中，記錄片並非單純欣賞的

記實片，乃是對事實進行重新塑造。他認為記錄片

至少需要具備兩個特質，第一是記錄真實生活的影

像與聲音，第二則必須呈現個人觀點，權勢拍攝下

來的真實生活(王慰慈，2003)，而這篇研究論文的

研究範圍便針對公共電視中「記錄觀點」的紀錄片

作為研究範圍。 

貳、文獻探討 

一、台灣公共電視的探討 

公共電視之基本性質，為文化事業與公益事

業，而非營利事業，其目的在保障人民權利，與提

供健全娛樂。而經營方式，在以平衡而高品質之新

聞、教育、娛樂與公共服務節目，確實使電視達成

民有、民治、民想之理想目標。(李瞻，1985) 

(徐佳士，1984)則認為，公共電視不是由公眾

來共同享受的電視，它是由許多不同的人群共同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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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電視。他為全社會各種不同品味與興趣的人，

在單一品為的通俗大眾電視外，提供其他的選擇。(張

立，1990) 

根據傳播學者哈特(Hardt，1985)的說法，西歐

公共服務廣播的想法是從二十年代因文化機構的民

主化與組織重組的一連串過程而衍生出來，並於第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繼續擴大。公共服務廣播是基於

廣播是知識與資訊的來源，對社會的成長扮演著關

鍵的角色，故需要獨立於政府控制之外。 

伯吉門(Burgelman，1986)則認為公共電視的優

點如：提供大眾免費的節目，公共電視對文化及其

他少數團體負責有特殊的使命，公共系統可提供對

改善一般文化與教育具有價值及重要的貢獻，公共

系統可刺激本土節目製作，以使輸入的外國節目數

量不致過多。 

    民國八十七年七月一日，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 正式成立，公共電視台並於同日開

播，完成長達十八年的建台歷程[2]。 

而公共電視的節目製作規劃有九大理念： 

（一）真心關愛兒童的成長 

（二）尊重各族群的需求 

（三）關懷弱勢團體與文化 

（四）呈現表演藝術的生命力  

（五）重視台灣生態保育 

（六）紀錄台灣社會變遷及人文風貌 

（七）親近民眾的生活 

（八）展現文學之美 

（九）掌握社會脈動、開拓國際視野[3] 

隨著公共電視節目的陸續製作，由公共電視體

系主導的紀錄議題「記錄觀點」開播，同時是全台

灣唯一常態性播放紀錄片的電視節目，除了延續過

去紀錄片的主軸外，並增加了各式認同(族群、階層

性別等)、社會弱勢、生態、消逝藝術等新流行議題，

同時，懷舊也成為可消費的紀錄符碼，出現在大量

的電視紀錄片裡。 

參、研究方法 

一、 文獻研究法 

擷取過去之期刊抑或論文以及報章雜誌為輔，

探討記錄片之品質內容，並從公共電視之網頁上得

到相關紀錄片的資料。 

二、 內容分析法 

   透過公共電視網頁了解公共電視「紀錄觀點」

的製作導演，並且透過部分紀錄觀點的節目內容主

題以及拍攝手法，甚或是呈現的方式做內容分析 

肆、分析與討論 

一、內容分析 

（一）柯金源 現任：公共電視新聞部製作人   

      導演思想探究: 藉由柯導演自己闡述的

資料，可以知道他藉由田野調查深入了解了

台灣的大自然與環境。他對於台灣大自然的

了解方式，是最辛苦卻也最直接的一步一腳

印去踏尋每一處，也在政經和生態環境專欄

陸續的紀錄著台灣，而在公視紀錄觀點的節

目「我們的島」、「再見海洋系列」、「公視新

聞深度報導」都有他的編輯導演，因此，在

他所拍攝出的紀錄觀點，一定隱含著的我們

所不常看見的台灣，無論是台灣的美麗、或

者是台灣環境議題的災害、台灣的另一面。 

（二）丁曉菁  現任：公視節目部經理 

      導演思想探究:丁導演長期關心探討台灣

教育議題，紀錄片作品皆以教育為主題，目

前致力於公共媒體為教育弱勢者發聲。藉由

她所製作的教改系列紀錄片可以得知，她對

於台灣教育體制的希望，不願隨波逐流的跟

隨學校和政府原有的教育制度，藉由拍攝紀

錄片替學生們發聲，把不健全的學校制度，

將真正民主制度的教育推向檯面。 

伍、結  論 

  「不要再寫絢麗陽光，而要直接從痛處著手，

沒有人想讀客客氣氣的東西，那會讓他們睡著。」 ─

美國小說家安柏奈斯(Anne Bernays)；我想這正是所

有紀錄片導演最想聽到的建言吧，對於真正紀錄片

該有的形式，到底該是因應觀眾所想看的方向去前

進?還是維持著它原有的樣子? 現今大眾對於”紀

錄片”的印象，仍停留在枯燥、乏味、沉悶、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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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髒灰色調」；但是足以讓觀眾在觀看影片後

在內心產生了疑惑、憤怒、不安、傷害或悲喜感受

的紀錄片，才是能引貣觀眾興趣的紀錄片。倘若紀

錄片主題已不是普遍觀眾所關注的主題，拍攝的手

法和觀點又缺乏吸引觀眾的要點，那麼即使拍出再

有目的，再有宣傳宗旨的片子，又有誰會去注意？

會去收看觀賞？因此，我認為跟隨著時代的變遷，

導演拍攝出觀眾所能接受的紀錄片，才真的有其拍

攝的意義，而這樣的導演，也才有資格稱的上一個

懂得人心的導演。 

到底一部紀錄片的社會功能是什麼? 有一些人

批評男導演喜歡用比較寬廣的視野來切入紀錄片主

題，而認為女性的作品，則喜歡把事情講的越來越

細，越來越窄化。若紀錄片的用意是要傳達些理念、

反映些民情、批評些時事、或是引貣些反思和省思，

從一點點細微的故事，尌能勾勒出需要傳達的宗

旨，才是一個好導演的能力呈現；不同的創作者，

有著不同的創作理念、觀點、想法思維，但是對於

拍攝主題必須要有一定的認知、有足夠的掌握能

力，才能傳達出要表現的意念。一個好的紀錄片很

重要的另一個社會功能，尌是透過影片呈現一個人

生的態度和價值觀，把社會上隱藏貣來的情感，用

紀錄片引導觀看者的心情抒發，代替人跟人直接的

情感碰撞，用影像說出故事尌是做好的方式。 

公共電視「記錄觀點」所呈現的不過是眾多呈

現方式中的其中一種。我們發現，這與日常生活中

閱聽人在電影院所觀看的”紀錄片”有極大差異。

不同於人們所熟知的田野調查法、民族誌法等，公

共電視「記錄觀點」的表現方式較為寫實。2008 年

時由於有些輿論和立委認為公視部分製作成本過

高、節目自製率偏低，營運績效不佳，公視除了努

力提升營運績效，降低製作成本 28%，一方面更積

極秉持著節目原本的期許，除了須具備高品質、更

要有優質的節目內容，努力的區別和其它節目紀錄

片的目的、宗旨。即使經費不夠充裕，資源不像其

它國家的紀錄片團隊事龐大又受重視的，但是公視

仍秉持著原來的期許在努力前進，這樣的節目不是

為了廣告營利而努力，所節目的宗旨不是擾亂社

會，因此公視的節目需要大眾給予它們更多的讚

賞，更多的激勵，才能永續的經營下去。 

經過了許多文獻的找尋並且透過觀看公共電視

「記錄觀點」的過程中，原本想要仔細的討論出公

共電視「記錄觀點」紀錄片的品質究竟是不是優質

的紀錄片，「紀錄觀點」的資源實屬稀少，但是公視

紀錄觀點的製作團隊，用多年來所累積的經驗，做

出很多優良的紀錄片，但品質的好壞是屬於主觀意

識，並且須考量多方面的品質，像是影像美學的優

劣、拍攝手法的精緻程度、紀錄片中所拍攝編排的

順序、如何使紀錄片受訪者願意在鏡頭前直接表露

自己…等等，這些都並非一言一語即能評斷得出

來；最後發現，紀錄片本身即是紀錄者主觀的意見

以及評論，更遑論觀看電視節目的閱聽人的基模是

否相同，閱聽人可以透過拍攝手法以及節目內容做

出主觀性的評論，但是沒有辦法針對每一部紀錄片

表達是否是一部優秀的紀錄片，加上製作紀錄片的

變因很多，拍攝經費的來源以及多寡也多少決定了

拍攝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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