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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人类学概论》

内容概要

本书探讨了影视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人类学影片的特征、功能和拍摄原则；详细地介绍了影视
人类学在中国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以及世界各国影视人类学的发展状况；细致地描述了各种传统的电
影方法和各种现代科技在影视人类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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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影视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第一节 影视人类学的学科定义第二节 学科定位及其与母体
学科的关系第三节 影视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第二章 人类学片的特征和拍摄原则第一节 什么是人
类学片第二节 人类学片的特征和拍摄原则第三节 人类学片摄制与应用中的职业道德问题第三章 人类
学片的多元功能及分类第一节 记录和保存人类文化第二节 研究价值和教育功能第三节 艺术价值和审
美功能第四节 文化传递与交流功能第五节 人类学片的分类第四章 国外影视人类学的形成和发展(上)第
一节 人类学电影的萌芽第二节 人类学电影的孕育和诞生第三节 美国影视人类学的发展第五章 国外影
视人类学的形成和差展(下)第一节 德国影视人类学的发展第二节 法国的影视人类学第三节 日本的影视
人类学第四节 国际影视人类学学术团体和电影节第六章 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发展第一节 20世纪前半期
的人类学电影拍摄实践第二节 新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兴起和初步发展第三节 80年代以来影视人类学的发
展第四节 台湾省的影视人类学第七章 新中国早期人类学片拍摄方法和部分影片拍摄情况第一节 拍摄
方法简要介绍第二节 部分人类学片拍摄情况及内容简介第八章 人类学片的拍摄与制作第一节 关于选
题与选材第二节 复原拍摄与追踪拍摄第三节 本位视角与他位视角第四节 提纲编写与后期编辑第五节 
声音、解说与字幕第六节 蒙太奇和长镜头在人类学片中的作用第七节 摄制组的组建第九章 现代视听
科技在影视人类学中的应用第一节 视听技术与影视人类学表现方式的多元化第二节 数字多媒体技术
是影视人类学新的表现方式第三节 数字多媒体技术在影视人类学中的应用第十章 照相与影视人类学
第一节 早期照相在人类学研究中的历史地位第二节 与电影电视并行并用的人类学照相第三节 照相在
人类学研究中的独特价值第四节 人类学照片拍摄参考书和文章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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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人类学概论》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影视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　　一门学科的成熟，应当产生出它自己的词汇学，只有在
这时，才能对它做出严密的体系性的阐述。影视人类学的实践活动早已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发展起
来，它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目前还没有完全成熟的属于它自己的概念系统，由于理论研究的滞后，妨
碍了它作为一门学科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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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在旅途上看完的。文笔风格上一看就嗅到是我们老前辈经过学习后写的 － 文字里还是不忘提及党
国的各种光明伟大之处；还是把少数族群文化称作“落后”，很不爽；操作伦理上认为要对当地政府
俯首是瞻，毫无批判意识（政府=民众的意志）。

内容主要是收集归纳西方“人类学片”（作者翻译的）的发展历程和一些很牛的研究机构和片子。但
作者主要关注民族学民俗学的内容，甚少涉及地方社会政治问题 － 因此搞得像猎奇一样。

作者虽然对当地群族的"文化“的”抢救“很关切，但却不关心当地人民到底生活得好不好，科研人员
了解到的是否真是民众的真实想法也不去反思 —反正就是认为自己的“抢救”是多么的正确。

最后实在看不下去了。（还是直接看原版的visual anthropology好，英语也不深，对ethics多数都很多篇
幅的讨
2、国内最早的影视人类学专著之一，中规中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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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几位作者都是社科院从事影视人类学专业的，书中开篇介绍了影视人类学的一般理论和认知，后
有对影视人类学的发展历程梳理详细，资料非常翔实，在资料上是值得推崇的。
2、在旅途上看完的。文笔风格上一看就嗅到是我们老前辈经过学习后写的 － 文字里还是不忘提及党
国的各种光明伟大之处；还是把少数族群文化称作“落后”，很不爽；操作伦理上认为要对当地政府
俯首是瞻，毫无批判意识（政府=民众的意志?）。内容主要是收集归纳西方“人类学片”（作者翻译
的）的发展历程和一些很牛的研究机构和片子。但作者主要关注民族学民俗学的内容，甚少涉及地方
社会政治问题 － 因此搞得像猎奇一样。作者虽然对当地群族的&quot;文化“的”抢救“很关切，但却
不关心当地人民到底生活得好不好，科研人员了解到的是否真是民众的真实想法也不去反思 —反正就
是认为自己的“抢救”是多么的正确。最后实在看不下去了。（还是直接看原版的visual anthropology
好，英语也不深，对ethics多数都很多篇幅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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