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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几句话

我的这个“难产儿”终于诞生了，
他在母体里整整孕育了二十个年头。

尽管他还很丑陋幼小，
但确是我践行与思考的心血结晶。

感谢黄土地的先祖，
感谢黄土地的布衣百姓，

是他们教我懂得了民族文化的精神，
给了我智慧和深情

感谢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一切朋友，
他们不追风，不媚俗，不拜金。
只想办成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尽管我们之间还有一些分歧，

但总的认识是一致共同。
民俗摄影既是一个崭新的课题

又是一个具有社会价值的事情。
需要不断发展完善，

希望寄托在下一代年青人。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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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理论是实践的总结与升华

人各有志，对黄复先生来说，他志在研究和弘扬民俗文化，尤

其对民俗摄影的实践和理论研究更是情有独钟。多年来，他坚持深入

民间，尤其是陕北黄土地一带，创作了不少反映那里民风民俗的摄影

作品，同时勤于总结经验，撰写了不少有关民俗摄影的文论，并出版

了《民俗摄影求索》文集和内部教材《民俗摄影讲稿》，尤其值得称

道的是，他还以高度的责任感，尽心尽力地广为传播民俗摄影知识，

推广民俗摄影的经验。在他辞退陕西民俗摄影协会领导职务后开设了

自己的博客《民俗摄影 百姓生活》，以图文相辅的方法和随记的形

式，直观、生动地阐述那些民俗事象背后的文化内涵，以及他在民俗

摄影实践中得到的感悟，可喜的是，这次他也选择了其中部分内容，

作为本书的下编“前行中的感悟”同时出版。

现在，这位孜孜不倦于民俗摄影理论研究的笔耕人，又编著了这

本《贴近黄土地》，奉献给有志于民俗摄影的读者。本书比较完整、系

统地论述了有关民俗摄影的问题。其中包括民俗摄影的理论基础——民

俗学、民俗摄影的特征、民俗摄影的创作规律和方法、民俗摄影的价值

取向、民俗摄影的历史渊源及其蕴含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心理等等，同

时，还以大量的民俗摄影作品为实例，结合对各类民俗摄影的创作活

动，生动、具体地论述了有关民俗摄影的实践问题并以此进一步论述上

述关于民俗摄影特征、规律等等理论观点。应该说这是一本有学术深度

的文本。也可以说是一本关于中国民俗摄影的理论专著。

民俗摄影，既是民俗文化的一个分支，又是摄影整体中的一个门

类，所以要研究民俗摄影的价值和地位，既要从民俗文化的视角来审

视，也要从摄影的整体功能中来考察。本书作者正是从这两方面来研

究民俗摄影问题的。作者首先认为：“民俗摄影作为一个独立的摄影

门类，具有与其它摄影门类不同的特定对象。它的任务不仅仅是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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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象的搜集与记录，还要对民俗事象进行分析予以解释，以揭示民俗

文化的内涵，展示我国的传统文化、民族精神及民众的心理愿望。”

同时他又认为：“民俗摄影是通过各种民俗事象的外在形式，用图象

去揭示中国民俗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内涵及本质，并以视觉形象去展示

民俗文化的渊源、发展、变异及现状。”正是因为他从以上两个方面

来审视和考察，才鲜明地体现出民俗摄影独特的地位和价值。

本书作者的另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他特别强调民俗摄影的学术

性特征，而且将其视为首要特征，这是因为这一特征关系到民俗学、

摄影学及其它系统的专业知识和学问。因而要求摄影作者必须具有清

醒的民俗意识和相对丰富的民俗文化知识，还要有严谨的科学态度和

实事求是的创作作风，及搜集资料、选择拍摄题材、制定拍摄计划等

能力。他认为只有这样，创作的作品才具有特定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

值，也才有它的学术价值。无疑，这是他对民俗摄影的真知灼见。

民俗摄影的真实性问题，也是作者特别强调的特征之一。他认为

民俗摄影基本属于“纪实”类摄影，它对民俗事象的拍摄从形式到内

容都应该是真实的，在整个的拍摄过程中丝毫不能干预、导演、伪造

乃至后期加工，否则所拍摄的民俗照片就会给读者传递错误的信息，

并可能给有关的学术研究造成误导，贻害后世。所以他认为“真实性

是民俗摄影的生命”。这也是他之所以把“真实性”作为民俗摄影重

要特征之一的原因。

当然，作者非常明确，强调民俗摄影的真实性，绝不是将民俗摄

影当作简单地、机械地对现实的记录，而是要经过光影等造型效果，

将民俗中蕴含的文化积淀与民族精神聚于瞬间形象中表现出来，给人

美感享受。由此他明确地说：“民俗摄影不仅有其认识功能，同时也

有其审美功能。”不过在谈到民俗摄影的价值取向时，他则强调对各

类摄影的评价应有不同的标准，他认为对艺术摄影而言，重在它的观

赏（审美）价值；而对民俗摄影而言，侧重在它的历史价值、文献价

值，以及研究价值。言之十分有理。

理论是实践的总结与升华。此书作者从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总结

并概括出一些经验性的理论观点，如把民俗摄影的创作规律概括为：

“生活是基础，情感是灵魂，深入是关键，理解是升华。”又说民俗摄

影的核心是：“生活是源，百姓是缘，民族文化是根”。再如在谈到民

俗摄影创作中的情感问题时，他说：“只有那些在长期生活基础上深化

的认识及培养的情感，才是产生稳固热情的基础”，等等这些来自他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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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实践中提炼出来的论点，无不言之中的，而且富有独特性。

粗览本书书稿，从字里行间发现作者十分强调从事民俗摄影应

有强烈的“民俗意识”。我猜想这主要是为了强化民俗摄影的本体意

识和独立地位，这是很有针对性的。由于民俗摄影具有一定的“边缘

性”，它和其它摄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人们（甚至包括有些

摄影者本人）往往容易把民俗摄影混淆于“民族风情”、“社会生活”

等其它门类摄影，这就容易模糊和消解“民俗”的真正涵义，淡化了

民俗摄影的本体观念。这种现象只要看看现在全国各地举办的综合性

影展中少有把“民俗摄影”单列一类的情况就可明白了。据此，本书

作者强调从事民俗摄影者的自觉意识，这无论对民俗摄影自身的发

展，还是对整个中国摄影的全面发展，都很有现实意义。

其实，在我国，民俗摄影并非始于今日，它几乎是与我国摄影发

展史同步行进的，因为在我国人民广阔的社会生活中，不乏属于民俗

摄影的题材，同时也不乏反映这类题材的摄影作品，只是一直没有在

理论上确立“民俗摄影”这个独立的概念。这些年来，随着民俗学的

普及，也随着民俗摄影自身的觉醒，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民俗摄影在人

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重要价值，于是提出了“民俗摄影”这个

概念。但是从理论与实践相比，理论还是相对薄弱。因而黄复先生的

一些有关民俗摄影的文论，尤其是这本《贴近黄土地》的出版，这确

实是一件大好事。我对黄老先生坚守民俗摄影阵地，弘扬民俗文化的

敬业精神深表敬意！

本书作者嘱我为之写个序言，可是我对民俗摄影知之甚少，不敢

乱谈，只好写以上几句读感，权充为序。

袁毅平与作者对文稿
交换意见 
（2010 年 6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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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一本难得的好书
——评介黄复先生新著《贴近黄土地》

承蒙黄复先生的信任和期望，早在辛卯之春就收到他结合摄影实
践而苦心研究二十年的大作——《贴近黄土地》的征求意见稿。

说心里话，面对厚厚的两本书稿，我如同捧起沉甸甸的烫手山
芋，忐忑不安，又不知如何是好。这是因为：

一、具有独立品格和特性的民俗摄影，是个大题目，过去从未接
触过，脑子一片空白，更何言“敬请批评指正”、“诚请赐笔”；

二、自离休后，对我国摄影界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的发展状况，
已毫不知情，对这本心血结晶之作出版后，能否受到欢迎产生积极影
响心中无底；

三、我的人生旅途，渐步入耄耋之年，老年病不请自来，常有力
不从心之感。黄复先生的书稿摆在案头，压力不小，真想婉言谢绝。
但在拜读之后，特别是想到黄复先生与我同龄，近年同样常感体力不
支，但他还想做“最后拼搏”，还愿在有生之年“能为我国摄影事业
尽微薄之力”，想到此，我如不从命，简直无地自容。

受杂事纷扰和小病不断的影响，书稿搁置了三个月才在时断时续
中全部读完。这是对黄复先生的不恭。不过，我要说，我是怀着十分
虔诚和十分敬重的心情反复数次才读完的，我请读者相信，这确是一
本内容丰富、理论性强又有实践经验的好书。无论对于初涉民俗摄影
的爱好者、对于已有多年创作成果的民俗摄影家，还是广大摄影界朋
友，都有启迪、教育意义，都有不小的参考价值。书中的许多理论观
点和实践经验，我十分赞同和欣赏，现摘录几条：

◆民俗摄影概括地说，就是采用摄影手段，依据民俗学研究的原
则与方法，通过民俗事项的外在形式，再现民俗文化的渊源、发展、
变异及现状，去挖掘、揭示民俗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内涵及社会价值。

◆民俗摄影涉及到多方面的知识，而民俗学则是民俗摄影实践与
研究的理论基础。

◆“生活是基础，情感是灵魂，深入是关键，理解是升华”是民

俗摄影的创作规律。
◆我们不能只满足于“头脑简单，食指发达”的“照相匠”，而

应该成为一个有社会承担的，负有一定社会责任的摄影家。

1986 年 11 月时的佟树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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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摄影所要求的审美标准，其中一条就是淳朴美，也就是我

们说的“用最朴实的手法去表现那些最淳朴的人民”。
◆ ( 摄影工作者 ) 不但要精通摄影技术，还要懂得自然科学、社

会科学等方面的知识。民俗摄影这一学术性的摄影门类更要求民俗摄

影工作者有严格的科学态度，相对广博的知识并有较高的文化修养。
◆民俗摄影不是赶热闹抢红火，不是猎奇抓新鲜，应该注重挖掘

日常生活中的民俗文化细节。在拍摄这些活动时应追求自然真善美的
效果。

◆作为民俗摄影，重要的是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发现挖掘那些深层
的民俗文化，这关键在于摄影者的民俗意识。所谓民俗意识就是摄影家
对民俗文化的理解，对传统文化的认识。

◆在民俗摄影中对生活中的习以为常的小事，应实事求是地记录
介绍，没必要“小题大做”，倒是应该“小题细作”，注意挖掘深层
的传统文化内涵，及细节的刻画。那种“小题大做”的故意“炒作”，
往往夸大事实歪曲真相，是不符合民俗摄影学术性的基本原则的。

◆民俗摄影提倡真实，反对摆布、干预、导演，这主要指的是在
民俗事象的活动中一定要尊重百姓、尊重民俗文化、尊重现实，不能
单凭摄影者的主观意愿随意改变民俗活动的真实状态。

◆作为学术性摄影门类的民俗摄影，提倡就一个地区，一个专题，
一个民俗事象跟踪记录。

◆由于民俗摄影学术性的特殊要求，要反映一个民俗事象的渊源、
历史变迁及其内涵，绝不是一幅照片，甚至也不是一组照片所能完成
的，而是要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才能见到效果 ( 不过 ) 并不是完全

否定独幅的民俗摄影作品。
◆一幅好的民俗摄影作品应该具有这样几方面的因素：即真实的

民俗事象的场景 ; 深刻的民俗文化内涵 ; 高超的摄影技艺和优美的视觉
表现力与感染力。

我请读者原谅过多引用黄复先生的
理论观点和经验之谈，实在是因为这些
观点言之有理，行之有效，可以大大减
少后进者的迷茫，也少走弯路。

我衷心祝贺黄复先生倾心倾力写
出一本难得的好书，并热切期盼早日
问世，以飨读者。

匆草于北京寓所  2011年5月立夏时节

1990 年佟树珩任《大众摄影》主编（右）
时，在第二届全国摄影报刊座谈会上接
受特设的“奉献奖“杯。 （袁毅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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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鉴于当前我国对民俗摄影研究的需要，本书借鉴民俗学的研究成

果，结合作者多年在民俗摄影实践中的认识，提出有关民俗摄影的特

定研究对象、特征及方法等问题，以此奉献给热爱民俗摄影及关注民

俗摄影研究的朋友，作为引玉之砖，以使民俗摄影理论研究及实践得

到发展。本书将分上、下编编写，上编“民俗摄影探析”主要论述民

俗摄影的特征、创作规律及表现方法。下编“前行中的感悟”则是将

作者从民俗摄影实践中的体验及领悟奉献给读者，引起读者的兴趣与

思考以期得到对本书的理念的认可，并引来更好的作品，完善其不足，

或修正其错误。本书中所涉及到的民俗学知识，我们主要依据钟敬文

先生主编的《民俗学概论》中的观点及分类，并参考了乌丙安先生的

《中国民俗学》、王娟先生的《民俗学概论》中的有关内容。

这本《贴近黄土地》是在原来陕西民俗摄影协会编辑出版的内部

教材《民俗摄影讲稿》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编写的，参加这次编写工

作的有米家庆、宁锐、程平、黄绥成、贾莉、尚金陵等同志，我们的

编辑工作得到了陕西日报社社长杜耀峰同志的支持，并荣幸地得到中

国摄影家协会顾问袁毅平先生、摄影理论家丁遵新先生、老摄影家佟

树珩先生的指导，之前，我们还曾请教过老摄影家林少忠、茹遂初、

铁矛、王大莉等同志，他们都给了我们十分宝贵的意见。另外我们还

得到了陕西民俗摄影协会一部分老会员、多年从事民俗摄影实践研究

的老同志贺树兴、贾生华、李仁义、张文华、高彬、张居琏、李生程

等同志提供作品的支持。在这里我们特别选用了已经仙逝的黄土地老

一代民俗摄影家马树槐、钞希文、贺国建等先生的作品，他们的作品

朴实无华，忠实地记录了黄土地古风遗俗较早的原始风貌，是宝贵的

文献资料，是难得的民俗摄影佳作。在此，我们一并告慰各位先驱英

灵，他们弘扬民族文化的遗愿，后人一定能够实现。

此次本书的出版，我们得到了“天马艺术馆”刘克让先生的支持

赞助。在此特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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