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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内首部民族志纪录片拍摄指南
条分缕析，梳理影像民族志发展历程
图文并茂，详解纪录片拍摄技巧
直观实际，指导新手轻装上阵
前沿深入，披露国内外导演创作心得
这是一本民族志纪录片创作入门指导教程。作者不仅从学理层面梳理了影像民族志这一学科的过往与
现状，并且详细解析了这类纪录片的具体制作流程，从前期调研、中期拍摄直至后期剪辑，一应俱全
。书中特别提供了如何与拍摄对象交流、快速融入社群的技巧和诀窍，以帮助初次创作的学生及年轻
导演更顺畅地开展田野调查和记录工作。全书图文并茂、实例丰富，为拍摄中可能遇到的难题提供了
切实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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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靖江，北京大学法律系国际法学士，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硕士，北京大学文化人类学博士，现任教
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影视人类学中心主任。主讲《影视人类学》《海外影像民族志
》《中国影像民族志》《民族志纪录片创作》等课程。
曾任CCTV电影频道《世界电影之旅》栏目创始导演，年度《世界电影回顾》总编导，执导《二战电
影地图》等大型纪录片，并多次获中国电视“星光奖”。著有《DV宝典》《中国独立纪录片档案》
《田野灵光》，译有《影像中的正义》《滇缅公路》等。长期致力于视觉人类学、世界电影文化、人
文地理领域的影像创作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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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后几章真教材。哈哈哈哈
2、后浪电影学院068《民族志纪录片创作》，朱靖江编著，国内首部民族志纪录片拍摄指南。
3、很棒啊，打开了一扇门。
4、基础扫盲读物尔尔。。。觉得写得还挺水的。。。
5、果然是技术流的 这本书主要讨论了如何拍的问题 但觉得在朱老师笔下 民族志电影和纪录片的区分
不明显 没有参与进人类学民族志电影方法论的讨论中 可能也跟这套丛书的定位有关吧 总之 还是很高
兴看见中国人类学界出关于影视/视觉人类学的本土著作
6、教材宜做教材论，over
7、比较深入浅出的教材书
8、原来朱老师也读过北电导演系！
9、文字和影像谁更强大
10、额
11、
12、我终于做了本封面超漂亮的书，泪目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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