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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笔者越来越相信，要真正做成一件事，是需要某种特殊的机缘的。
因为自己是少数民族（土家族）的缘故，自从进入电影界后一直关注和追踪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创作
。
2007年，因为申请到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史》项目（项目批准号：07BC21），少
数民族题材电影的研究和写作才真正提到了议事日程。
众所周知，　“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曾经在整个中国电影中占据特殊的地位并且曾经产生了后
世难以企及的影响。
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少数民族题材电影风光不再，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被“边缘化”了，有关
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材料及其影像的收集都相当困难，不时陷入“难以为继”的情形。
其间，因为赶时间做国家广电总局社科项目《中国电影市场发展史》的缘故，《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史
》的研究和写作一度陷入了没有进展的尴尬境地。
按照国家社科基金的时间规定，《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史》项目应该在2009年完成，但最终延迟到2010
年才完成。
客观原因固然有，但最主要的还是主观原因。
因为如果能够“一日三省吾身”的话，是完全可以按时完成的。
不懈怠、不放弃、不抛弃的精神，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任何条件下都是应当提倡和鼓励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史》的最终完成，是团队精神合作的结果，也是团队智慧
和心血的结晶。
全书整个框架和结构集体讨论形成，各章具体分工如下：导论：饶曙光；第一章：饶曙光、陈清洋；
第二章至第四章：王广飞、饶曙光；第五章：饶曙光、彭静宜；第六章至第七章：饶曙光、陈清洋；
第八章：周夏；第九章：赵小青；第十章：饶曙光。
　特别感谢原中国电影出版社总编辑、我的老朋友李梦学先生，他为《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史》申请到
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出版基金，使得《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史》的迅速出版成为可能。
感谢中国电影出版社的类成云女士，为《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史》的出版作了大量细致、烦琐的编辑工
作。
感谢中国电影资料馆多媒体馆的同志们，为《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史》的出版提供了大量的剧照。
篇幅有限，需要感谢的人太多，就不能一一列举了。
　但愿《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史》的出版，能够为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创作和繁荣，起到一点助推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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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饶曙光，土家族。
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
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
1985年开始从事电影研究，主要研究领域为电影美学、中国电影史、当代中国电影电视、影视与大众
文化等。
在全国各大报刊上发表了300多篇文章，共200多万字。
《迷失在意识形态的判断中——从电影(芳香之旅)说开去》获得中国文联2006年度优秀学术论文奖。
《国有影视企业与中国主流大片》在第十六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电影论坛上获优秀学术论文二等奖
。
《关于电影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几点思考》获2008年“广电总局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理论征文
活动”一等奖。
出版了多部译著和专著，主要有：《中国文学理论》、《新时期电影文化思潮》、《中国喜剧电影史
》、《中国电影市场发展史》、《新中国60年电影形态研究》，主编有《中国电影分析》等。
承担并完成过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及国家广电总局部级社科项目。
现承担国家广电总局重大课题《中外合拍片与中国电影全球化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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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少数民族电影创作
（1949-1955）第三章 “双百方针”与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1956-1959）第四章 曲折中发展的少数
民族题材电影创作（1960-1966）第五章 新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1977-1990）第六章 转折时期
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1990-2000）第七章 新世纪少数民族电影创作（2000-2010）第八章 少数民
族题材电影女性形象分析第九章 电视电影中的少数民族题材创作第十章 少数民族电影发展战略和策
略附录：中国少数民族题材影片目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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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护羊羔和破案的措施。
最后哈思木因被揭露而逃跑时，她便奋不顾身的策马追踪，这里充分表现她临危不惧、英勇不屈的英
雄气概。
影片正是将阿依古丽放在重重矛盾中来着力刻画她的英雄性格，使她具有了党的指导员和公社母亲的
双重身份，带领大家奔向社会主义的前方。
阿依古丽“对待集体事业和丈夫阿斯哈勒是有着高度的原则性的”。
对待丈夫的阻挠，她坚定地说道：“人不能像狼一样只为自己！
”她追回阿斯哈勒盗卖公草的赃款，使得夫妻二人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阿依古丽虽然很爱自己的丈夫，但她对丈夫的个人主义思想和自私的行为从不姑息妥协。
当阿斯哈勒对自己的错误思想执迷不悟时，她采取了寸步不让、坚持斗争的严肃态度，这使她受到了
广大牧民群众的欢迎和爱戴，同时也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与支持。
当阿斯哈勒在党委沙书记和支书乌买尔的批评教育下，在阿依古丽耐心的帮助教导下开始转变时，阿
依古丽又从生活上关心他，在暴风雪袭来之前，为他送来毡毯和他爱吃的酥油炸果子。
这些细节，充分表明了阿依古丽对待爱情的郑重态度和对待集体事业的高尚情操。
影片在摄影上强调电影化的特点，片中的草原雪山、群马奔腾等场面，色调绚丽明朗，镜头自如流畅
，赋予民族特色，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
全剧的哈萨克族演员在导演的指引下，表演真实自然，充满了少数民族乡野味道，增加了影片的生活
气息和民族特色，假如不是因为时代要求而硬加上的阶级斗争主线造成的全片风格的不和谐，影片可
能取得更大影响，成为后世谈论的经典作品。
影片女主角“阿依古丽”美好的形象，多年来一直萦绕在广大观众的深深的记忆当中，并且成为了20
世纪60年代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一个经典形象。
“这个女性形象在影片中具有了党员、领导／妻子的双重身份，似乎可以看做是少数民族题材影片中
关于女性形象叙事策略的一个成功改变：她的党员和干部身份标志着党和国家政权已在少数民族地区
建立了稳固完备的基层组织和政府机构，而无需再由以汉族为主体的党和国家政权形象以外来者的身
份来填充影片叙事中的权威位置——这部影片中已基本没有汉族的党的领导干部形象，发生在影片中
的剧作冲突是在民族自治前提下的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中的共同矛盾：革命与反动、进步与落后的斗
争。
而她的敢于反抗旧式夫权的妻子形象，则无疑与当时的妇女解放、‘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社会主义文
化语境相联系。
阿依古丽成为十七年电影中具有党员的觉悟、领导的才干的少数民族新型妇女的经典表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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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史》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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