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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第一讲：影视人类学的田野作业  

主讲人：庞涛 副研究员 

 

时间：2005年3月15日（星期二）下午 2：00—4：00 

地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院部大楼11层西段会议室 

   2005年3月15日下午，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庞涛先生在民文所会议室举办了题为“影视人类学的田野作业”

(Fieldwork in Visual Anthropology)的讲座。这也是本年度我所开展系列学术研讨活动“新世纪民间文化讲坛”(Tribune of Folk Culture 

in the New Era)的第一讲。 

  庞涛，1964年生，广西武宜人，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影视人类学研究室(Department of Visual 

Anthropology，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副主任；曾参与过“民族地区环境与民族文化关系研究”课题研究，与揣

振宇、张江华、陈景源一行四人赴西藏墨脱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工作。主要著作有《影视人类学概论》、《论现代视听科技在影视人类学

中的应用》、《青海省同仁地区民间宗教考察报告》、《窿务河畔的鼓声》等。影视片《仲巴·昂仁》（与陈景源合作）获得影视人类学

国际研讨会参展影片奖，2003年度民族研究所优秀科研成果奖。讲座上，主讲人以实际素材为例，就田野采录工作中所遇到的实践问题

同与会者进行了一系列探讨，使大家提高了实际操作技巧，而不只是获得抽象的理论。  

 

 ·讲座大纲· 

人类学电影的实践与制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庞涛 

 

1、影视人类学概述 

  ◆影视人类学的表述：①保罗.霍金斯：“影视人类学是一个广泛的学

科，包括人类学的各个方面，但中心还是民族志电影摄制，它涉及到民族文

化”。②庄孔韶：“影视人类学是以影像与影视手段表现人类学原理，记

录、展示和诠释一个族群的文化或尝试建立比较文化的学问”（强调人类学

影片的制作）。 

  ◆《影视人类学概论》观点：影视人类学是以人类学研究中影视手段的应用方式及其表现形式为研究对象，探讨影视手段在人类文



化研究中的功能、性质、应用规律，以及人类学片的特征、分类和制作方法的人类学分支学科（有了自己的研究对象，但不符合实

际）。 

  ◆我的观点：“影视人类学”如果被认定为是一门学科的话，它应是以影像等视觉形式为表达和分析手段的人类学，它与人类学有

共同的研究对象、方法和理论，而它的学术成果则主要是人类学电影（片），它包括利用视觉素材进行人类学研究的各个领域。 

 

2、人类学电影的拍摄实践与影视表达能力的培养 

  ◆人类学电影（片）的定义：“人类学电影（片）是在人类学理论指导下，综合运用人类学研究的科学方法和影视学的表现手段，

对人类文化进行观察和研究，所取得成果的形象化表述。” 

  在表达形式上，人类学影片是纪录片的一种，它运用纪录片的表现形式，但并不是所有的纪录片都是人类学影片。它是作为文化纪

录的影片。 

  人类学片的本质是另外一种民族志的形式。相对于文本这种靠人类学家的观察和写作来完成的民族志类型来说，人类学片的优点恰

恰在于弥补了文本民族志的不足，即文本需要读者借助想象来还原人类学的田野场景，而人类学片则直接显示了人类学家的田野工作环

境。 

  人类学片分两种，一种是人类学的成片，这是经过了人类学家剪辑后的成品，另一种是人类学的素材片，这是人类学成片的来源。

就两种人类学片的重要性来说，人类学家更加偏爱的是人类学素材片：它们是典型的历久弥新的东西，越久越珍贵，因为它带有原始资

料的性质 

  ◆人类学电影的拍摄实践 

  ⑴掌握影视语言 

  人类学电影撰写者的要求：首先作者是人类学学者或了解人类学知识和理论的人，然后要具有一定的影视语言表达能力。学术水平

决定影片的学术价值，运用影视语言的水平高低决定了作品表达的准确性和影片的可视性。 

  影视语言与文字和语言一样，都可以表达人类思想和情感，但影视语言有着不同的叙事方式，它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产生和

发展的。 

  影视语言表达能力是可以后天培养的，文字表达能力也是要经过训练的，只不过这种训练从出生就开始了。只要用心学习是可以掌

握的（现在影视人类学专业要开影视课）。 

  方法：①系统学习影视专业；②自学--模仿成熟影片； 

  理解：影片也有结构和叙事技巧； 

  文字与影视表达的对应关系：1、最小单位字词—镜头；句子—镜头组；段落—段落；文章—影片； 

  剪辑（蒙太奇）—镜头的组接构成影片的叙事。 

  ⑵拍摄实践： 

  ①田野工作：田野调查：形成观点构思影片结构：记录与叙述方式；组织素材；思考主题等拍摄：（地点；事件；人物；拍摄风格

等），注意信息的采集和拍摄素材的标识场记； 

  ②后期制作：在编辑之前熟悉整理素材构思编辑结构和思路：设计故事的开始、进程、高潮和结尾等。上编辑机编辑：按编辑思路

把素材分解成镜头再从新组接，形成镜头组→段落→成片； 

  ⑶人类学影片制作中的问题：一、民族学电影制作中的道德问题，要遵从学术职业道德守则（态度、尊重、隐私等）。二、真实性

与重现问题。三、用途—-作为资料的记录与作为作品的纪录。  

附：卡尔·海德制作的民族学属性尺度表

 

民族学基础 

 

缺乏民族学基础深深植根于民族学知识之上  
与文字材料的关系 无文字材料略有文字材料与之配合文字材料给予有力的支持与文字材料配合默契  
完整的行为 零碎细小的动作有开头、高潮、结尾的行动  
完整的身体 过多零碎的特写大量而必要的完整身体  
对各种失真的说明和评价 在影片或文字材料中没有说明有部分说明有充分说明  
基本的技术要求 使人眼花瞭乱技术不合格合格的技术表现力技术质量非常好  
适宜的音响 不适宜的音响适中的解说自然的同期声效果  
解说的适宜程度 过于累赘、没有关系的解说恰当的、释疑的、与画面相关的解说  

民族学家的出现 忽略了民族学家的存在提到民族学家的存在表现了民族学家与被摄对象的相互行

为与收集资料 
 

前后连贯性 离题的孤立行为以手势来贯通连贯性强  
完整的人物 面目不清的群像展现某个人的情感  
影片制作过程中的失

真  
·时间上的失真 重新剪拉的间隔性片断时间的紧缩实际时间  
·连接性方面的失真 用许多事件中的镜头编成的片断与实际相一致的片断  



 

【说明】对于此图，海德解释说图中越接近表格上端的属性，重要性越大，如果一部影片忽略了这些项目，其民族学性就要受到很大的

损害。表中每一属性越有民族学价值的表征越排在靠右的位置。 

在线收听<<<  

 

无意识的行为失真 最大中等最小  
有意识的行为失真 最大中等最小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凡因学术公益活动转载本网文章，请自觉注明 

“转引自中国民族文学网（http://www.iel.org.cn）”。

专题田野视线的相关文章

· 推动中国民族研究事业进一步发展

· 胡仁·乌力格尔及其田野研究途径

· [宋兆麟]重在田野调查

· 20世纪中国新疆阿合奇县玛纳斯奇群体

· 50年后再回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