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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人类学导论》

内容概要

Visual Anthropology，国内较流行的译名为“影视人类学”，一般和人类学纪录片或影像民族志联系在
一起；在国外，20世纪有关Visual Anthropology的教学、研究和学术会议，多半与人类学影视作品的播
放和影像分析相关，现在既延续了传统方式，又拓展到对其他视觉文化的研究。
本书作为视觉人类学的第一阶段即本科教学的读本，主要侧重在“影视”的视觉人类学，任务是梳理
摄影、电影等影视媒介在人类学领域使用百年来的历史，论述通过影视手段记录、表达民族志或人类
文化内容及观念的拍摄和研究，并力求分析更多的本土案例。

Pag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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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邓启耀，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艺术人类学和民俗学研究方向博士生导师，澳大利亚国立伊帝斯考
文大学传播与当代艺术学院（Edith Cowan University of Australia）校外合作博士生导师，美国哥伦比亚
大学美中艺术交流中心特邀专家及美中合作项目中方负责人 。 兼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中国民族
学会影视人类学分会副会长，中国探险协会副主席，中国民俗摄影协会副会长。
邓启耀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媒介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兼中国民族
学会影视人类学分会副会长，中国摄影家协会摄影评论委员会委员等。曾出版《民族服饰：一种文化
符号》、《中国神话的思维结构》、《云南岩画艺术》、《访灵札记》、《古道遗城：茶马古道滇藏
线巍山古城考察》、《泸沽湖叙事》等多部著作，曾拍摄或参与拍摄《布依摩公》、《普吉和他的情
人们》等十余部人类学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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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人类学导论》

书籍目录

第一章 视觉发现的新世纪
第一节 摄影术的发明
第二节 视觉发现的认知基础
一、观看方式的革命
二、异域图像的视觉启示
第三节 被摄取的身魂：影像与现实
第四节 从“幻盘”到电影：视觉发现的新媒体
第五节 西学东渐大潮中的视觉传播
一、照相机进入中国
二、从“西洋影戏”到“电影”
第六节 人类学影像拍摄的开端
一、探险、考古学与摄影
二、视觉人类学的标志性事件
三、弗朗兹·博厄斯的人类学影像实验
四、爱德华·柯蒂斯的印第安人影像
五、鸟居龙藏的中国少数民族调查
第二章 被观看的“他者”
第一节 谁在观看？谁是“他者”
一、作为博物“活化石”被观看的“他者”
二、被“他者”表述的“我们”
第二节 视觉人类学的孕育
一、摄影在人类学与民族志调查中的应用
二、人类学与人文地理图文杂志
三、影像民族志及其影视理论萌芽
第三章 视觉人类学的转折点
第一节 传统人类学的影像描述
一、“人类学电影先驱”罗伯特·弗拉哈迪
二、米德和贝特森的影视人类学实践
三、列维一斯特劳斯的民族志摄影
四、局外人和局内人透镜中的世界
第二节 英国“纪录电影运动”的人类学精神
第三节 中国影像民族志先驱
一、身体的“同化”：“强种强族”的人类学想象
二、“白地”的认知空白和影像民族志的书写
第四节 工业化城市化的视觉记录和未来想象
一、“电影眼睛”呈现的“都市交响乐”
二、农民国家的民族工业图景
三、西康“茶人”古道上的图像叙事
第四章 身体、种族和国家：人性的镜像——战争影像的人类学分析
第一节 影像文本的他者人格分析
第二节 “神族”的血腥神话和强权意志
一、“神族”血脉与种群的身体
二、“种族更新”与“种族灭绝”
第三节 身体和种族
第四节 国家意识、民族危机和文化象征
一、民族危机催发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
二、视觉争夺战中的文化象征与宣传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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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战争中的“大众观察运动”
第六节 硝烟中的世外桃源
第五章 反思、名分与认同
第一节 “普通法西斯”的人性拷问与自我反思影片
第二节 欧美视觉(影视)人类学
一、法国纪录片机构和民族志电影
二、德国科学电影与影视人类学基地
三、英国自由电影运动中的人类学目标
四、哈佛大学的视觉人类学学科建设
第三节 中国的“人类学运动”与民族志影视
第六章 观看控制与视觉秩序
第一节 愤青的视听反叛和边缘影像
一、法国“五月风暴”与电影新浪潮
二、“60年代终结”事件的影像记录者
三、底层与性别
四、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问题
第二节 视觉模塑与观看控制
第三节 “浪潮”中的视觉人类学学科建设
一、美国“真实电影”运动的人类学精神
二、梅索斯兄弟“直接电影”的壁上之观
三、美国的人类学影像工程
四、法国“真实电影之父”让·鲁什的参与式人类学电影
五、视觉人类学理论探讨
第七章 转型与建设
第一节 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中的影像见证
第二节 视觉人类学学科建设
一、民族志影像和人类学电影节
二、国际视觉人类学研究机构与人类学纪录片国家档案馆
三、中国过渡时期的民族“风情片”热和民族志影像
第八章 媒介影响与独立制作
第一节 独立影像制作中的人类学因素
一、中国独立影像的开山之作
二、独立影像的边缘表述
第二节 边地中国的影像叙事
一、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变迁的影像见证
二、多点影像民族志与人类学系列片
第三节 影像杂志的人类学表达
一、美国《视觉人类学》杂志讨论主题
二、中国图文杂志的人类学探索
第四节 民族志影视的交流与合作
第五节 视觉人类学教育
一、公众纪录片教育与展映
二、专业影视人类学教育
三、纪录片与教育人类学
第九章 数字时代的“奇观社会”
第一节 新媒体与现代性
第二节 平民影像与主位表达
一、文化持有者的主位表达
二、百姓事务当事人的影像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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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公共话题与公民影像
一、公共话题的影像表达
二、关于公民影像
三、“全球化”镜观
结语 文化多样性与当代世界的视觉表达
一、视觉人类学：视觉表达的广阔领域
二、人类文化遗产的视觉记忆
三、文化多样性与当代世界的视觉表达
四、我看人，人看我，我看我——视觉人类学的三个维度
五、影视民族志的多维度多媒体对话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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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一般。偏学科史，理论部分不是很深刻、系统。
2、希望有一天我也能以这样的文风写东西发表东西
3、中国人写的所有人文社科类导论教材，都在介绍该学科的历史，而非介绍其所关注的问题和研究
方法
4、视觉人类学的课本 加上老师疯狂的语速让我如痴如醉
5、可不可以再细致些呀，胡台丽不是Harvard毕业；顾桃不是鄂伦春族。。。
6、节奏有点散~~

Page 7



《视觉人类学导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