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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民族报》2007年12月21日，在一篇题为《光影记忆的少数民族社会》报导中，对《中国民族志
电影》作了这样的评述：“新中国成立伊始，为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毛泽东亲自倡议开展了少数
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
其间，作为一种记录手段，电影首次在中国被大规模地运用到田野调查中，这次拍摄工作是由中央政
府推动的，有大批民族学者专家、摄影专家和当地少数民族干部群众参加。
其规模之大、范畴之广、时间之久，中央及基层各级政府的支持力度之强，在国际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
从1956年至1964年，历时8年的“民族大调查”，不仅获得了大量关于当时少数民族社会的丰富资料；
而且逐步形成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的研究成果。
其中，除《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外，那就是运用《光影记忆的少数民族社会》，通过电影记录手段，
直接参与到民族调查的田野实践之中，对全国16个少数民族共拍摄21部（121本）社会历史科学记录影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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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民族报》2007年12月21日，在一篇题为《光影记忆的少数民族社会》报导中，对《中国民
族志电影》作了这样的评述：“新中国成立伊始，为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毛泽东亲自倡议开展了
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
其间，作为一种记录手段，电影首次在中国被大规模地运用到田野调查中，这次拍摄工作是由中央政
府推动的，有大批民族学者专家、摄影专家和当地少数民族干部群众参加。
其规模之大、范畴之广、时间之久，中央及基层各级政府的支持力度之强，在国际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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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光海，白族，1932生。
1950年入西南军区军政大学，曾任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影，1977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电影组
组长。
所拍影片有《独龙族》、《鄂伦春族》、《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等30多部，并有多种著作和论文
发表。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族影志田野集录>>

书籍目录

总序序《佤族》影志《苦聪人》影志《独龙族》影志《鄂伦春族》影志《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影
志《丽江纳西族的文化艺术》贵州《苗族》系列影志　一、方排寨苗族　二、施洞苗族的龙船节　三
、舟溪苗族的芦笙节　四、清水江流域苗族的婚姻　五、苗族的工艺美术　六、苗族的舞蹈编写《基
诺族》拍摄提纲　一、基诺族拍摄提纲内容　二、基诺族的大房子拍摄提纲内容　三、基诺族的婚姻
拍摄提纲内容《今日赫哲族的渔猎生活》影志《黎族民俗考察》影志大理《白族》系列录像片　一、
大理白族的名胜古迹　二、大理白族的建筑艺术　三、大理白族的雕刻书画和文献古籍　四、大理白
族的工艺美术　五、大理白族的饮食文化和名优特产　六、大理白族的节庆活动　七、大理白族本主
崇拜　八、大理白族的丧葬习俗福建、浙江《畲族》系列录像片　一、畲族文化艺术节　二、福安县
坂中乡大林村祠堂　三、霞浦县崇儒乡霞坪村祖图　四、福鼎县三蚯田村做道场　五、畲族妇女的服
饰头饰　六、霞浦县崇儒乡新村畲族婚礼　七、连江县潘渡乡南山村畲族婚礼　八、畲族的武术　九
、祭祖学师新疆《哈萨克族》系列录像片　一、哈萨克族的游牧经济　二、哈萨克族地区自然风光与
名胜古迹　三、哈萨克族的物质文化　四、哈萨克族的节庆与娱乐活动　五、哈萨克族的音乐舞蹈与
艺术　六、哈萨克族的婚姻　七、哈萨克族的宗教信仰　八、哈萨克族的丧葬习俗第一次出国赴德国
弗赖堡　一、弗赖堡电影研讨会情况　二、在西柏林展映交流情况　三、哥廷根访问交流情况第二次
出国赴德国哥廷根第三次出国赴德国莱比锡在北京参加影视人类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云之南人类学影像
展台湾国际民族志影展人类学电影导演基础　一、导演如何研究剧本或提纲　二、导演如何写分镜头
剧本　三、拍摄前的准备和组织工作　四、拍摄现场准备　五、实拍中导演的注意力放在哪里　六、
后期制作阶段导演的工作和技能谈民族学影视剧本的编写（节录）　一、题材的选择和主题的确立　
二、结构　三、情节　四、解说词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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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957年，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托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三个民族的三部影片，即海南省黎族、
四川省凉山彝族、云南省西盟佤族。
影片的名称性质当时定为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要求把当时的少数民族社会面貌如实地纪录
下来，为中央领导同志了解民族情况，制定民族政策提供依据，也为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提供影像
化的科学资料，也给少数民族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八一厂接受委托后，对拍好民族片十分重视，在本厂任务繁忙的情况下，抽调七八位业务骨干，组成
了三个摄制组。
我和郑治国同志是一个组，负责西盟佤族影片的拍摄。
1957年秋末冬初，八一厂副厂长夏川带领承担拍摄民族影片任务的三个摄制组成员前往全国人大民委
办事处，接受全国人大民委负责人的接见。
参加为拍民族片召开的座谈会，听取了民委负责人的讲话，他着重讲了拍片的目的任务，对摄制人员
的要求和希望。
他特别强调对少数民族社会生活要做到真实纪录，把各阶级各阶层的真实情况拍摄下来。
并说，此行拍摄工作是很艰苦的，大家要做好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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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1992年退休后，就打算写一部关于我多年从事民族志影片拍摄经历的书，并表述我是怎样从照相馆
的学徒工在共产党的教育培养下，经过自己的刻苦学习，而成为纪录片电影的摄影师、编导的。
我永存感恩之心，对上级的教育、同事和工作中的伙伴、支持和帮助过我的各地少数民族的干部、群
众，都令我永生难忘！
我想通过文字的表述，对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但我想，我不是名人，在出书难的今天，写这样一本书，未必能得到出版，我就打消了自己写书的念
头，抑制出书的欲望。
2003年，我应邀参加了台湾国际民族志影展活动，展映了我编导摄影的《鄂伦春族》影片，在展映交
流活动中，台湾同仁问起我是否出版过反映我拍民族志影片经历的书，他们对我多年拍民族志影片的
经历很感兴趣。
还说，如果需要，他们可帮我在台湾出书。
为此重又激起我写书的热情。
我想，不管怎样，先把书写出来再说。
我已下定了写书的决心，并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同来参加台湾国际民族志影展的蔡家麒教授，他是我多
年深交的朋友。
得知我写书的决心已下，他十分高兴，并给我很多鼓励，对我所写的书求实原则和结构框架作了指点
。
他说，既然写书决心已下，就不要食言。
我已年逾古稀，活了一辈子，哪能说话不算数呢！
回北京后，我便开始做写书准备工作，翻阅所拍影片的拍摄提纲、拍片过程中所写的记事本、日记本
等等。
拟订了写作大纲，章节目录。
2004年6月间，云南大学人类学博物馆陈学礼和张海先生来北京密云家中看望我，我向他们谈到写书之
事，并担忧书稿完成后恐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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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族影志田野集录》：田野中国丛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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