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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厚

总序

21 世纪之初，中国政府启动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部署，将西部各民族的

繁荣发展推到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前沿阵地，使其成为中国西部发展史上最

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中

规定，中国西部开发的政策适用范围，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

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内蒙古、广西等 12 个省区市。根据以上区

域划分的原则，在中国西部地区共分布着 49 个少数民族，即维吾尔族、哈萨

克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俄罗斯族、回族、

土族、裕固族、东乡族、保安族、撤拉族、锡伯族、蒙古族、达斡尔族、鄂

温克族、鄂伦春族、藏族、门巴族、珞巴族、羌族、傣族、哈尼族、基诺族、

假族、景颇族、德昂族、布朗族、拉枯族、阿昌族、保傣族、独龙族、怒族、

白族、纳西族、普米族、彝族、苗族、瑶族、布依族、水族、恫族、土家族、

壮族、 f么佬族、{乞佬族、毛南族、京族等。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西部少

数民族的现实状况和未来发展趋势将直接影响中国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

进程。

西部大开发分别包括对西部地区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可持续发展，以

及对人文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传承两个方面的内容。而在人文资源的开发

利用与保护传承方面，如何充分有效地认识和发掘西部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

价值和功能，使其在西部大开发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就是其中一项十分重要的

内容。从应用民族学的角度来看，西部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

传承包括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既有从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

需要出发对民族饮食、民族服饰、民族建筑、民族生产方式、民族贸易、民

族旅游等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传承，也有从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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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族政治、民族法律、民族道德、民族宗教、民族心理等社会结构和文化

要素的调适、引导和传承，还有从提商全民族文化素质和满足人们精神生活

需要出发而对民族教育、民族科技、民族文学、民族艺术、民族古籍等传统

知识和文化耍素进行的传承、改造和创新。在对西部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进行

开发利用与保护传承的过程中，应正确处理好突出经济效益的开发利用与关

注社会效益的保护传承两者之间的关系，做到开发利用与保护传承两者并茧，

或在开发利用的过程中高度关注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可以说，四部少

数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传承是一项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它与西

部地区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及可持辑发展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

面对西部大开发这一前所未有的宏伟规划，作为以民族群体及其文化为

研究对象的中国民族学研究者，如何在西部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与保

护传承的过程中发挥独特的作用，就成了当代中国学术界高度关注的现实问

剧。其实，早在四部大开发之前的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中国的部分民族学

研究者就参与了由国务院委托中因科学院牵头组织的有关西部大开发的前期

研究准备工作，为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西部少数民族经济社会的发展献计

献策。随着 21 世纪初西部大开发的正式启动，中国民族学研究者冉一次站在

了四部少数民族文化资服开发利用与保护传版的前沿阵地，除了直接参与西

部各省区市政府部门有关当地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应用对策研究以外，

为了正确认识把握回部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现状，继承和弘扬四部少数民族的

优良文化传统，还有不少学者撰写了一些与西部少数民族文化有关的著作，

在研究西部少数民族文化方面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在肯定以上事实的同时也

应该承认，目前有关中国四部少数民族文化研究的成果仍处于零散、

粗浅的初期阶段，在学术界尚未形成大的气候和雄厚的优势，远远适应不了

西部大开发对精神文化产品的客观现实需要。为了改变这种被动的状态，我

们策划并组织全国的有关学者撰写了这套《中国西部民族文化通志> ，以便为

西部大开发提供精神文化方面的优秀产品，同时也为西部少数民族文化资源

的保护传承献上一份厚礼。与国内其他同类的书籍相比，本通志在研究对象、

学术取向和书写范式等方面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坚持民族学的文化概念，系统深入地研究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

的各种构成要素。有关文化概念的界定问题，在不问学科的认知体系中往往

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一般人们的视野中，文化主要是指文学、艺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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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伦理道德、思想观念等反映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而从民族学

的角度来看，文化则是指黯个人类及其各个民族生活方式的总和，包括物质

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等不同的构成要素，是人与自然、人

与人、人与社会互动的产物。这两种不同的看法其实就与文化概念的狭义和

广义之分相关。本通J志坚持民族学的广义文化概念，将中国西部少数民族的

各种文化构成要素划分为 33 个方面，相应形成了哲学卷、伦理卷、心理卷、

宗教卷、政治卷、历史卷、古籍是在、法律卷、社会卷、妇女卷、婚姻家庭卷、

游牧卷、农耕卷、建筑卷、交通卷、贸易卷、科技卷、生态卷、教育卷、饮

食卷、服饰卷、体育卷、娱乐卷、旅游卷、节日卷、礼仪卷、禁忌卷、文学

卷、艺术卷、影视卷、工艺荣术卷、摊文化器、吉祥物卷等 33 个分卷，几乎

涵盖了中回西部少数民族文化的方方面圃，由此形成一个宏大而多元的文化

体系。除了从总体上将西部少数民族的各种文化现象划分为以上不同的构成

要素以外，各个分适合的专题民族文化志则更进一步地将某一种特定的文化现

象进行细致人微的分解。通过这种层层深入的描述和解析，使中国西部少数

民族文化的各种鲜明特点得以充分地显现出来，为人们正确地认识了解中国

西部少数民族文化的本质特征和表现形式提供系统翔实的文本资料。

第二，对中回西部少数民族文化进行整体的研究，为中国民族学回部学

派的形成奠定坚实的基础。中国民族学以往的研究曾显现出一个鲜明的倾向，

就是绝大多数学者的精力和时间都投入对某些单一民族及其文化的研究，对

田野调查报告或民族志的关注超越了对文化整体的认识o 在对中国少数民族

的历史和现状缺乏了解的背景条件下，对各个单一民族及其文化开展的调查

研究不仅是非常迫切需要的，而且伽符合现代民族学的学科发展规律。而在

对各个单一民族及其文化所进行的田野调查和民族志资料积累发展到一定程

度的时候，对中罔少数民族文化进行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整体研究，就自然

而然地成了当代中国民族学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本通志的研究对象和学术

取向就是这一学科发展趋势的具体体现。与国内巳出版的各个单一民族的文

化志有所不同的是，本通志各个分卷的民族文化志都不是只单独涉及西南、

四北和内蒙古等地区各个单一民族，阳是打破原有的地区和民族界限，将四

南、回北和内蒙古等西部地区所有少数民族的特定文化现象作为一个有机的

整体来着待。通过对各种文化现象的描述和概括来认识中国四部少数民族文

化的总体特点，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国民族学四部学派。所谓中国民族学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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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派，就是在中回民族学研究者中以西部少数民族文化为黯体研究对象的学

术群体和学术取向。官既从学科发展的角度关注整个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

的构成要索和总体特点，同时又从应用实践的角度重视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

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传承，以便在慕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构建当代中

国民族学的学科体系。可以说，本通志的出版就是中国民族学西部学派正式

形成的标志。问时t且为今后中回民族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把描述性与解释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中国四部少数民族的各种

文化现象得以较完整地呈现出来。以往志书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完整地记录

和描述某一种特定的事项，即古人所谓的"述而不作"。而本通志的设计和写

作则突破了这一架臼，即注重描述性与解释性两者之间的有机结合。本通志

各个分卷包括导论和正文两个主要部分，其中各个分卷的导论是具体专题民

族文化恋的核心和灵瑰。每一种具体的民族文化均有其基本特点、形成囚禁、

表现形式、特定内涵、价值取向、应用功能等方面的最要内容。本通志各个

专题民族文化志的导论部分，需要作者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和素养，熟练地

运用民族学有关民族文化的相关理论方法来进行高度的概括和分析，使人们

对纷繁复杂的中国西部民族文化现象有→个较高层次的感情和较全丽的理解，

为进一步认识中国四部民族文化的具体构成要萦提供总体的思维模式和分析

框架。阳本通志各分卷的正文部分则是每一种专题民族文化志的主体内容。

它们分别对每一种涉及的具体民族文化要素进行底层深入的描述和解释，充

分展现中阁四部民族文化各种构成要素具有鲜明特色的表现形式、内在含义

以及与其他文化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其跟著效果就是使被描述、解释的内

容显现得细致人微和丰富多样，以便加深人们对这些特起民族文化现象的认

识程度。

第凹，把横向的民族志资料与纵向的历史文献相结合，充分显现出中国

四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形成和发展的特点。通常情况下，民族文化志书写的

特点都娃侧鼓于横向的研究，即对某一特定时期的民族文化现象进行全而客

观的描述，很少涉及历史上这种特定民族文化现象形成、发展、变化的过程

和特点。本通志则在这一方即有所突破，即分别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入手，

既描述某一种民族文化现象的具体表现形式和鲜明特征，同时又对这种民族

文化现象在历史上的演变乃至在现代社会中发生的变化进行简要的概括和分

析，使得各个专题民族文化志能够融贯古今，使其5呈现出本身应有的资料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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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和学术价值。而在横向与纵向相结合的书写过程中，则以横向的民族志描

述为主，以纵向的历史演变为辅。通过阅读本通志，既可以从文化体系的角

度认识和了解中国四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表现形式、形成因紫、

价倍取向、象征意义、社会功能，也可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洞察中国西部少

数民族传统文化在历史上的演变以及在现实生活巾的状志和未来发展的趋势。

让读者从各种不间的民族文化构成要素中充分体悟中国四部少数民族文化的

多样性和复杂性。

斗立通志由云南大学西南边撞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的瞿明安教授和何明教授

担任主编。分别白云南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南大学、四川大学、中央民

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广西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贵州民族大学、

南师泡大学、云南农业大学、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云南行政学院、中国妇女

儿童博物馆、云南人民出版社等回内 15 所大学、科研机构和出版社长期从事

民族文化研究的二十余位知名专家学者领衔撰写，参与人员近百人。全套通

志约 1600 万字，可以说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一套少数民族专

鹿文化志，在中国民族学界尚属首次出版，堪称传世之作。 这也是一项重大

的基础建设工程，对于继承和发扬中国西部少数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增强

各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提高中国民族学的整体研究水平具有重要苦的学术

价值。

本通志的编辑和出版得到了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其中云南人民

出版社人文读物铺辑部尹杰主任最早提出了编写这套通志的构想，并在具体

策划和编辑过程中付出了半勤的劳动，云南人民出版社划大伟杜长对本通志

的出版给予了全力的支持。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将本涌志申

报立项为瞿明安主持的 2010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蓝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批准号 10JJD850007) 。本通志还得到了云南出版集团和云南大学的大力支

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西部民族文化通忠》编委会

2013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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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对中国西部影视民族志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应当"凝视"其中的

几个要素: "西部二是"影视主是"民族志"。中国西部的地珊

人文的概况在总序中巳经有明确的描述和盟僻，于此不赞述。 但在中国西部

影视民族志中，这个回部是有其特定意义的。因为我们发现，中罔影视民族

志的许多的拍摄行为和研究行为，均密集地发生在中国四部区域里，比如说

在中国影视民族学历史上早期拍摄的 15 部经典性的"影视民族志影视片"①，

绝大多数都发生在我们所说的西部。还有，我们视为影视民族学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的民族学图像志，在西部也有其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比如贵州省的出

现于清代的《百苗阁~ ，以及现代的关于民族学图像志的研究， t也有一系列的

成果……这样，西部应该是中国影视民族学研究最为重要的地区。它的存在

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罔影视民族学的慕本历史进程。这个判定是非常竟要的，

四部的 12 个省区市，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集中呈现的区域，也是民族学、文

化人类学的研究资源富集区域，自然亦是影视民族学表述和研究的重要区域。

故而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西部影视民族志的表述，其意义不仅仅是四郁，

而是中国。

在"影视"这个概念上，中国四部影视民族志中的关于民族学的影视研

究行为，在中因影视民族学中也是可以"圈点"的 O 在世界影视民族学历史

上， 1921 年， <北方的那努克》的出现，奠定了世界影视民族学拍摄的历史。

① 这个称谓原为"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但我们认为它是中国式样

的"影视民族志影视片故我们其后将把这一类片子统称为"影视民族志影视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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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后的中国的西部，就出现了中国政府白日姐供的英似的拍摄活动……

所以，四部影视民族学的历史在中国影视民族学的历史中是举足轻重的。

"民族志"这个概念是上面两个词汇的终点，西部的、影视的都要落实到

民族志的意义上来。因为我们中国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以民族学

和社会学，以及民俗学的酣目出现的。影视拍摄的主要焦点t且在民族志上，

这个焦点在 15 部任典性"影视民族志影视片"中体现得最为充分。

在西部、影视和民族志这兰者汇集在一起的时候，中国四部影视民族志

的意义就会比校明确地体现。

…、影视民族学的概念和历史镣跑

(一)影视民族学的概念

"影视民族学"和"影视人类学"实际上是…个习惯性的可以互通的称

谓，我们认为它在中国语境下的究整的学理性称谓应该是"影视民族学"。

"影视人类学"这个概念与"影视民族学"的概念相比，而对的东西又多了

些。因为在所谓的"影视人类学"巾，我们实际上只面对了文化人类学的部

分，甚而说只是文化人类学适合于影视研究的部分，而不是人类学的所有研

究部分，比如体质人类学和考古人类学等等。故而，在严格的意义上讲影

视民族学"只是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分支。但是，在中国的话境下，说影视民

族学也是有自己的学理依据的，因为我们一开始在引进这个概念的时候，就

根据中国的实际，使用了"影视民族学"这样的词汇。这已经成为历史，我

们这里亦尊茧这样的历史。所以，在后即我们会一直使用"影视民族学"这

个词汇，但我们也不反对别人使用他们认为"合适"的词汇。

;影视民族学的基本词汇最先是在英语中建边的。英语的原文是" visual 

anthropology" ，这是由两个词组成的复合词" visual" 在英语中的词意有"视

觉的看得见的形象化的"等含义。这样， "visual anthropology" 一词

可以理解为"可视的人类学或者"形象化的人类学"。邓启耀先生就把

其称为"视觉人类学"。这是一个在四方罔家比较涌行的词汇，即可视的、

形象化的人类学研究就是"影视人类学"。这个理解在西方英语国家是不会

引起歧义的，但在另外的文化语境中就不一定了。"影视人类学"慕本的研

究实践对象肯定是文化的人类，而绝不会是自然的人类，在英语中" visual 

anthropology" 就自然包含了这样的话境意义，而在中固的汉语中，仅仅是

"visual anthropology" 的"影视人类学"的字而意义是很容易引起语意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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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义的。汉语的"影视人类学"就一定包含了对自然的人类性质的研究。

这种仅仅是字面上的翻译理解，对、汉语语境中"影视人英学"中心词汇概

念的建立是有害的，会模糊和泛化它的中心词汇概念。所以，我们在"影

视人类学"的汉情词汇表述中强调其为"影视民族学就是这种目的。这

也可以理解为中国人对影视民族学理论建设的一种努力。

影视民族学的实践从 20 世纪初算起，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了， {g影视民

族学这一专业术语的出现却是很晚的。据张江华、李德等著的《影视人类

学概论》一书推测这个术语的出现很晚，大约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

才问世"①。

这个术语在我国的使用则更晚， "1985 年，当时担任国际影视人类学委员

会主席的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埃森 'Ô列克西教授应邀来我国访问，才把这

个术语介绍过来，开始在一部分学者当中使用，直到 1988 年于晓刚等在《

商社会科学》发表《影视人类学的历史、现状及其理论框架》一文，这一术

语才首次公开出现在刊物上"叭

影视民族学的实践可以从 20 世纪初算起，可以说它的出现和发展并没有

什么"惊涛黯浪但影视民族学的理论建设之路却充满"荆牌"。在 20 世纪

前半个世纪里，不信任影视的文化人类学家大有人在。他们认为电影是周

艺术的，而人类学是严肃的科学，把属于艺术的电影用到属于科学的人类学

中是不可靠的。"尽管很早就有人类学家倡导并实践了将电影手段用于人类学

研究，但从总的情况来看，传统人类学的惯性，或者说它的保守倾向，使得

传统人类学界在颇大程度上对影视手段介入自己的领地采取了不信任，甚烹

不容纳志度，有人甚至认为在人类学领域应用声像技术手段只会带来肤浅性、

表面性的消极影响。"③

意大利的影视民族学家保罗·基奥卉把这个话说得更直白第二次世界

大战以前出生的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们倾向于否认电影是一种‘严肃的'表

现方法，基本不承认电影能够成为民族志资料的可靠源泉。"④

① 张江华、李德君等著《影视人类学概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

() 张江华、李德君等辛苦〈影视人类学概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

@ 张江华、李德君等著《影视人类学概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

③ 参见[意]保罗·基奥齐文，知寒i手《民族志电影的起源>. ~民族译丛> 1991 

年第 l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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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与影视民族学有关的还有几个词汇，一个是影视民族学，另一

个是影视人提学片，以及人类学电影片和人提学电视片。 1989 年中央民族大

学出版社出版的，美国影视民族学家卡尔·海德薯，回广、王红译的影视民

族学著作就叫《影视民族学》。在美阔的保罗·寝金斯主编，王筑、杨慧等

人译的〈影视人类学原理》 巾，有多篇文章提到影视人类学这个词汇时，

使用的也是"影视民族学"。但是，这是中罔学术现实情况的一种变遇，我们

在张江华、丰德君等著的《影视人类学概论~ rll就看到了这样的文字。 "1989

年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在副译出版美国影视人类学家卡尔·悔德的 Ethnogra

phic Film 一书时，译者考虑到书中用了较多篇幅讨论理论问翩，同时鉴于我

国当时较少使用‘人类学'这个术语，而‘民族学'一词应用广泛，将书名

译为‘影视民族学'。这以后，影视人类学和影视民族学两个术语在我国大体

上并行并用。近年来，‘人类学'一词在我国的使用日益广泛起来。为便于学

术交流，并与国际接轨，学*界日普遍采用‘影视人提学'作为这门学科的

名称， 1995 年我国影视人类学者在中国民族学学会之下成立学会机构时，即

使用了‘ rþ 国民族学学合影视人类学分会'的称呼。"①

影视人类学片应ì*是从影视角度对影视民族学成果的一种称谐。这些片

子的内容多是以民族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所以它们也被称为民族学片和民族

志电影。至于人类学电影这…称谓，则是因为早期的这类片子主要是使用电

影机拍摄的，故称为人类学电影，而后来用电视摄像机拍摄的人类学片，也

就称为人类学电视片。对于"人类学电影人们也给它下了一个定义，说它

"我现文化模式的影片并认为"所有影片现在形式上或在内容上或形式

内容上都属于民族志电影(即人类学电影)范畴"②。这些也是影视民族学

概念的…部分。

张江华、李德君等在《影视人类学概论》一书中认为，影视人类学这个

学术概念出现在 20 世纪的 60 年代，但这个概念在 20 世纪的 90 年代时， t也还

没有完全确定。卡尔·海德著的《影视民族学》…书，是影视民族学最为重

要的学术著作之一，但它在书中却没有给影视民族学下一个确切的完摄的定

义。他只在书中如此声明什么是影视民族学(原文为‘民族学电影， )? 

① 张江华、李德君等著《影视人类学概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

@ [法]埃米莉·得·布果加德著，王筑~、杨惠、蔡家麟译《民族志电影史)，选

自《影视人类学原现L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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