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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 容提要 】 作 为 跨 界研 究 领 域 的 影 视 人 类 学 ， 关 注 以 人 类 学 理

论 方 法 为 指 导 、 以 影 像 的 方 式 为 研 究 手 段 和 内 容 ， 寻 求 对人 类 文 化 的

理 解 与 表 述 。 ２０ 世 纪 ５０ 年 代 以 来 ，
西 方 民 族 志 电 影 制 作 者 将 非 洲 大

陆 视 为 创 作 之 源 ， 众 多 民 族 志 电 影 经 典 作 品 诞 生 于 非 洲 。 本 文梳理 了

西 方 影 视 人 类 学 发 展 过程 中 重 要 的 非 洲 民 族 志 电 影 ， 指 出 其 显 著 的 人

类 学 学 术 价 值 与 文 化 批评 意 义 ， 并 试 图 在 理 论 方 法 上进 一 步 探讨 以 非

洲 原 住 民 为 研 究 对 象 的 西 方 民 族 志 电 影 制 作 从 单 一

的 科 学 主 义 范 式 向

多 元 范 式 的 转 变 与 反 思 。

【 关键词 】 影 视 人 类 学 ； 非 洲 电 影 ；
理论 方 法 ； 民 族 志 电 影

【 作者简介 】 徐 菡 ，
云 南 大 学 西 南 边 疆 少 数 民 族 研 究 中 心 、 民 族

学 与 社会 学 学 院 副 教授 （ 昆 明 ，

６５００９ １
） 。

作为跨界研究领域的影视人类学 ， 关注 以人类学理论方法为指导 ，
以

影像 的方式 为研究 内容和研究手段 ， 寻求对人类文化的理解与表述 。 在与

世界 电影诞生 同 年 的 １ ８ ９５ 年 ， 法 国 心 理 医 生路 易 斯 ？ 瑞格纳 特 （
Ｆｅ ｌｉｘ

－

Ｌｏｕ ｉ ｓ Ｒｅｇｎａｕ
ｌ ｔ

） 便在 巴黎举行 的万 国博览会上 ， 用 刚 刚发 明 的 电影机拍摄

了 西非沃勒夫 （
ｔｈ ｅＷ ｏ ｌｏｆ

） 妇女 制 陶 的 过程 以 及走路 、 下蹲 、 爬树等动

作 非洲族群首 现 于人类学影像 之 中 。

一般而 言 ， 人类学 以 科学 为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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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 电影 以 艺 术为尺度 ，

二者分属 不 同 的学科体 系 范畴 ， 然 而 ， 这两个互

不关联 的研究 领域却 被
“

民 族志 电 影
”

紧 紧结合在一起 。 在人类学 学科

中 ， 民族 志 （
ｅ ｔｈ ｎ ｏ

ｇ
ｒａ

ｐ
ｈ
ｙ ） 词 根 ｅ ｔｈ ｎ ｏ

－ 来 自 希腊语 ｅ ｔｈ ｎｏ ｓ
， 指 的 是

“
一

个 民族 、

一群人 或 一 个 文 化 群 体
”

； 后 缀 －

ｇ
ｒａｐ

ｈ
ｙ 有

“

绘 图 、 画 像
”

之

意 ，
可直译 为

“

关于 民族 的记述
”

，

？ 即 是 以
“

基 于第 一手经验 资料 、 对

某一特定 人 群 、 社 会 与 文 化 进 行 的 表 征 （ 包 括 描 绘 、 描 述 、 记 录 、 叙

述 ）

”

。

？ 如果说 民族志是人类学 田 野工作 的最终成果 ， 那 么 文字 书 写 可 以

作 为 民族志 的表述方式 ；
既然 文字可 以 是 民族志 的形式之一 ， 那 么 影像也

可 以 作 为 民族志 的 另 一种 表述形式 ， 这便是 民族志 电影 。 从 电影学 与纪 录

片 的 角 度 ， 美 国 纪 录 片理论家 比尔 ？ 尼 克尔斯 （
Ｂ ｉ ｌ ｌＮ ｉ ｃ ｈｏ ｌ ｓ

） 明 确分辨 了

民族志 电影 的 电 影本体论特征 。 他认为 ，
民族志 电影应归 属 于更加 宽泛 的

纪 录 片 范畴之下 ， 但在意识形 态上却受 限于人类学学科且关注社会文化模

式 。

？ 无论如何 ， 任何一部被称之为
“

民族志 电影
”

的影像作 品
“

必须基

于 民族志 的理解
”

。

＠英 国影视人类学家保罗 ？ 亨 利 明 确 指 出 ， 民族志 电影

的共 同特征是
“

在依循人类 学 田 野调 査 中 参 与 观察 的模式 准 则 下 的 拍 摄

制 作
”

， 其核心是
“

以 人类学 田 野工作 为基础 ，
以 是否具备基本 的 人类 学

田 野调査方法作为衡量 民族志 电影 的根本
”

，

？这是西方 民族志 电 影 一个不

可 替代 的重要特征 。

一

西方 民族志电影中的非洲族群与文化

人类学 的非 洲 民族志研究兴起于 ２０ 世纪 ３ ０ 年代 ， 西方人类学者在 殖

民 主义背景下 以非洲 殖 民地 为 主开展 田 野工作 。 在 ２０ 世纪 ３ ０ 年代功 能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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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影响下 ， 英 国人类学家在非洲 大陆的研究成绩骄人 ， 如埃文思 ？ 普里査

德 （
Ｅ ｖａｎ ｓ

－Ｐｒｉ ｔｃｈ ａｒｄ
） 在苏丹地 区对努 尔人 、 赞德人 的研究 ，

？ 他提 出 的

世系群和邦酋等关键概念影响 了 政治人类学的创立 ； 南非人迈耶 ？ 福蒂斯

（
Ｍ ｅ

ｙ
ｅｒＦｏｒｔｅ ｓ

） 以 西非加纳 的加塔伦西人为 田 野 ；

？ 南非人马 克斯 ？ 克拉

克曼 （
Ｍ ａｘＣ ｌｕ ｃｋｍ ａｎ

） 因 对南非班 图 人和 祖鲁人 的 仪式 与 冲 突进行研究

而成为法律人类学 的 开创者 。

？值得提及 的 是 ，
马林诺夫斯基 的 肯尼 亚籍

非洲学生乔莫 ？ 肯雅塔 （ Ｊｏｍ ｏＫｅｎ
ｙ
ａ ｔ ｔａ

） 于 １ ９ ３ ８ 年完成 民族志 《 面对肯

尼亚的群 山 》 （
Ｆａｃ ｉｎ

ｇ
Ｍ ｏｕ ｎ ｔＫ ｅｎ

ｙ
ａ

） ， 他后来成为肯尼 亚 民族主义领袖及

当代非洲著名 政治家 。 此后 ， 英 国曼城学派 的众多研究集 中 于非 洲 田 野 ，

其中维克多 ？ 特纳 （
Ｖ ｉ ｃ ｔｏ ｒＴｕ ｒｎｅｒ

） 在赞 比 亚恩丹布人 的研究成 为仪式与

象征人类学的代表 。
？ 另外 ， 法 国人类学聚集于法属 西非殖 民 地进行 田 野

工作 ， 包括路易 ？ 托克 （
Ｌｏｕ ｉ ｓＴａｕｘ ｉ ｅ ｒ

〉 在西非象牙海 岸 、 亨 利 ？ 布拉雷

（
Ｈ ｅｎ ｒ ｉＬａｂｏｕ ｒｅ ｔ

） 在 西 非 沃 尔 塔 河 地 区 、 莫 里 斯 ？ 德 拉 福 斯 （
Ｍ ａｕｒｉｃｅ

Ｄｅ ｌａｆｏｓｓ ｅ
） 等 的研究 。 马塞尔 ？ 葛里奥 （

Ｍ ａｒｃ ｅ ｌ Ｇｒｉａｕ ｌｅ
） 是法 国第

一位人

类学教授 ， 他与迪耶泰 朗 （
Ｄ ｉ ｅ ｔｅｒ ｌ ｉ ｎ

） 、 丹尼丝 ？ 波尔姆 （
Ｄ ｅｎ ｉ ｓｅ Ｐａｕ ｌｍ ｅ

）

以 马里多贡人为研究对象 ， 形成 了 重视 田野调査 的研究特点 ， 而莫斯的学

生米歇尔 ？ 莱 利 斯 的 非 洲 研 究偏 重 超 现实 主 义 的 探索 ， 其代 表 著作 为

①埃文思 ？

Ｉ里査德 的非 洲 民族 志 有 《 努 尔 人 》 （
Ｔ ｈ ｅＮ ｕ ｅ ｒ ：ＡＤ ｅ ｓ ｃ ｒｉ ｐ ｔ ｉ ｏｎｏｆ  ｉ ｈ ｅＭ ｏｄ ｅ ｓｏ ｆ

Ｌ ｉ ｖ ｅ ｌ ｉ ｈ ｏ ｏｄａｎ ｄＰｏ ｌ ｉ ｔ ｉ ｃ ａ ｌ Ｉ ｎ ｓ ｔ ｉ ｔ ｕ ｔ ｉ ｏ ｎ ｓｏ ｆａＮ ｉ ｌ ｏ ｔ ｉ ｃＰ ｅｏ
ｐ

ｌｅ ． １ ９４〇
） 、 《 阿赞 德 人 的 巫 术 、 神 谕 与 魔 法 》

（
Ｗ ｉ ｔｃ ｈ ｃ ｒａｆｔ

，Ｏ ｒａｃ ｌ ｅ ｓａ ｎ ｄＭ ａ
ｇ

ｉ ｃＡ ｍｏｎ
ｇ

ｔ ｈ ｅＡ ｚａ ｎ ｄ ｅ ． １ ９ ３ ７
〉 、 《努 尔人宗教 》 （

Ｎ ｕ ｅ ｒＲ ｅ ｌ ｉ

ｇ
ｉ ｏｎ ． １ ９５ ６

） 、

《 努尔 人 的婚姻亲厲制度 》 （
ＡＫ ｉ ｎ ｓｈ ｉ

ｐ 
ａｎｄＭ ａ ｒｒｉ ａ

ｇ
ｅＡｍ ｏ ｎ

ｇ
ｔ ｈ ｅＮ ｕ ｅ ｒ ． １ ９ ５ １

） 、 与福蒂斯合著 《非洲

政治制 度 》 （ Ａ ｆｒ ｉ
ｃ ａｎＰｏ ｌ ｉ ｔ ｉ ｃａ ｌ Ｓ

ｙ
ｓ ｔ ｅｍ ｓ ． １ ９４０

）
．

② 迈 耶 ？ 福 蒂斯 的非洲 民族志 有 《塔伦西人 氏族制度 的 动力 》 （
Ｔ ｈ ｅＤ

ｙ
ｎａｍ ｉ ｃ ｓｏｆ Ｃ ｌ ａｎ ｓｈ ｉ

ｐ
ａ
－

ｍｏｎ
ｇ

ｔｈ ｅＴ ａｌ ｌ ｅｎｓ ｉ ． １ ９４５ ）  ｓ《 塔 伦 西 人 的 亲 厲关 系 网 》 （
Ｔｈ ｅＷ ｅｂｏｆＫ ｉｎ ｓｈ ｉ

ｐ
ａｍｏｎ

ｇ
ｔｈ ｅＴ ａ ｌｌ ｅｎｓｉ ．

１ ９４ ９ ） 、 《 西非 宗教 中 的俄狄 浦斯 与 约伯 》 （
Ｏ ｅ ｄ ｉ

ｐ
ｕ ｓａ ｎ ｄ Ｊ ｏｂ ｉ ｎＷｅ ｓ ｔＡ ｆｒｉ ｃ ａｎＲ ｅ ｌ ｉ

ｇ
ｉ ｏ ｎ ． １ ９５ ９

）
．

③ 马克斯 ？ 克拉克曼 的非 洲 民族志有 《 非洲 的 习 俗 与 冲突 》 （
Ｃ ｕ ｓ ｔ ｏｍａｎｄＣ ｏｎｆｌ ｉ ｃ ｔ ｉ ｎＡ ｆｒｉ ｃ ａ ．

１ ９ ５ ６ ） 、 《部落非洲 的秩序与 反叛 ＞（ Ｏ ｒｄ ｅ ｒａ ｎ ｄＲ ｅ ｂ ｅ ｌ 丨 ｉ ｏ ｎ ｉ ｎＴｒｉｂａ ｌＡ ｆｒｉ ｃ ａ ． １ ９６ ３
） 、 《南 非 的祖鲁 王

国 》 （
Ｔ ｈ ｅＫ ｉ ｎｇｄ ｏ

ｍｏ ｆ  ｔ ｈ ｅ Ｚｕ ｌ ｕｏ ｆ Ｓ ｏ ｕ ｔｈＡ ｆｒｉ ｃａ ． １ ９４０
） 、 《东南非洲 的反叛仪式 》 （

Ｒ ｉ ｔ ｕ ａ ｌ ｓ ｏｆ Ｒ ｅ ｂ ｅ ｌ ｌ ｉ ｏ ｎ

ｉ ｎＳ ｏｕ ｔｈ
－ ｅ ａｓ ｔＡ ｆｒｉ ｃ ａ ． １ ９ ５ ４

） 、 《 部落社会 的 政治 、 法 律 与 仪 式 》 （
Ｐｏ ｌ ｉ ｔ ｉ ｃ ｓ

，ＬａｗａｎｄＲ ｉ ｔｕ ａｌ ｉ ｎＴｒｉｂａ ｌ

Ｓｏｃ ｉ ｅ ｔ
ｙ

．１ ９６ ５ ）
．

④ 维克 多 ？ 特纳 的非 洲 民族志有＜ 

—个非洲社 会 的 分裂 与 延 续 》 （
Ｓｃ ｈ ｉ ｓｍａｎｄＣ ｏｍ ｉｍｉ ｉ ｔ

ｙ
ｉ ｎ

ａｎＡ ｆｒ ｉ ｃ ａ ｎＳ ｏ ｃ ｉ ｅ ｔ

ｙ ：ＡＳ ｔｕ ｄ
ｙ

ｏ ｆ Ｎ ｄ ｅｍ ｂ ｕＶ ｉ ｌ 丨 ａ
ｇ
ｅＬ ｉ ｆｅ ． １ ９ ５ ７ ） 、 《忧郁 的鼓声 ： 赞 比亚恩丹布人宗教 程

序 的研 究 》 （
Ｔ ｈ ｅＤ ｒｕｍ ｓｏ ｆＡ ｆｆｌ ｉ ｃ ｔ ｉ ｏｎ

：ａＳ ｔ ｕｄ
ｙ

ｏ ｆＲ ｅ ｌ ｉ

ｇ
ｉ ｏ ｕ ｓＰ ｒｏｃ ｅ ｓ ｓｅ ｓａｍｏ ｎ

ｇ
ｔ ｈ ｅＮ ｄ ｅｍ ｂ ｕｏ ｆ Ｚ ａｍｂ ｉ ａ ．

１ ９６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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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 幻影 》 。

①

第 二次世界大战 以 后 ， 非 洲脱离 了 西方列 强 的 殖 民 主 义统治 ， 纷纷建

立独立 自 主 的 民族 国 家 ， 但是宗 主 国 对殖 民地的影 响依然存在 ， 西 方人类

学 家 的 非 洲 研 究也 尚 未终结 。 长期 以 来 ， 由 于受西 方与非西方政治 经济 和

意识形 态关 系 制 约 ， 也缺乏 对被研究 对象话语及个性 的 尊重 ， 导致 人类学

民族志研究 建构 了 西方人类学权威 ， 也在不 同 程度 上助 长 了 西方霸 权 的强

势地位 ， 民族志 电影也不可避免地服 务 于西 方人类 学 的权威性 。 西方人类

学家在 非洲 民族志 电 影拍摄起 始 于 ２０ 世纪 ５ ０ 年代 ， 以 英 、 法 、 美 等西方

国 家 的 民族志 电 影制 作 为 主 ， 涉及非洲 大陆南部 、 西部及东部 的 多 个族群

文化 ， 在 ２０ 肚纪 ７ ０
—

８０ 年代达到 高 峰 。 在此过程 中 ， 西方 民族志 电 影制

作者们 通过 电 影 实践也 逐 步 开 始对非 洲 大 陆 的 西 方 文 化 霸 权进 行 反 思 与

批评 。

（

一

） 非洲南部朱瓦西人

这是美 国 影 视人类学家约 翰 ？ 马 歇 尔 从 １ ９ ５ １ 

—

２００２ 年 制 作 民 族 志 电

影 的研究对象 。 生 活 在今天南部非洲 纳 米 比 亚 东北 、 波斯瓦纳 西北 的 卡拉

哈里沙漠 干旱地 区 的 原 住 民 数 千 年 来维持着 采 集 狩 猎 的 生 计方式 。
１ ６５ ２

年 ， 荷 兰 殖 民 者第
一次到达南部 非 洲 ， 把他们 贬称 为

“

布须 曼 人
”

（
ｔｈ ｅ

Ｂ ｕ ｓｈｍ ａｎ
） 。 此后 ， 欧洲 殖 民 者在非 洲 南 端 建立 了 南非 共 和 国 ， 大批

“

布

须曼人
”

逃 至北部 的卡拉哈里沙漠地带 。 至今 ， 仍有 数 万 名
“

布 须 曼 人
”

生 活在 波斯 瓦纳 、 纳米 比亚一带 ，
另 有 一些生 活在安 哥拉 、 赞 比亚 和津 巴

布 韦 。 现代学者一般改称
“

布须 曼人
”

为
“

桑 人
”

（
ｔ ｈ ｅＳ ａ ｎ

） ， 其 中 生 活

在纳 米 比亚 、 波斯 瓦 纳 和 安 哥拉 的 桑 人 又 称 为
“

昆 人
”

 （
ｔｈ ｅ ！Ｋ ｕ ｎ

ｇ ） ，

“

昆人
”

分 为 三个 队群 ， 其 中 生活 在纳 米 比 亚 和波 斯 瓦纳 的 一 支 昆 人 自 称

为
“

朱 瓦 西
”

人 （
ｔｈ ｅ ｊ ｕ／ｗ ａ ｓ ｉ 或 ｔｈ ｅ ｊ ｕ

’

／ ｈ ｏ ａｎ ｓ ｉ
） ， 意 为

“

真 正 的 人
”

，

他们 是约翰 ？ 马歇 尔 的 主要拍摄对象 。

从 １ ９ ５ １ 年起 ，
马 歇尔一 家 以业余人类学家 的 身份进人 卡拉哈里沙漠 ，

对朱瓦西人进行 长 达 ２０ 年 的 人 类学 田 野 调 査 。
１ ９ ５ ８ 年 ， 《 猎 人 》 （

Ｔｈ ｅ

Ｈ ｕ ｎ ｔｅ ｒ
） 出 版发行 ， 这是朱 瓦 西 系 列 影 片 的 第 一 部 电 影 。 影 片 描绘 了 在

２０ 世纪 ５ ０ 年代非洲 卡拉哈里沙漠 ， 来 自 朱 瓦西 队群 的 四 位猎人猎捕长 颈

① ［ 挪威 ］
巴 特 ： 《 人类 学 的 四 大传统 》 ， 商务 印 书馆 ２００ ８ 年 版 ， 第 ２３ ８ ２４ ５ 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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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的故事 。 虽然这部影片很快成为 ２０ 世纪 ５ ０
—

６０ 年代西方最受欢迎与 推

崇 的 民族志 电 影 ， 但朱瓦西人仍生 活在
“

石器时代
”

的 主流理论导致 了

影 片对其历史与社会的错误表述 。
？ 在 ２０ 世纪 ５ ０ 年代 ， 马 歇尔一家共 ８

次进入卡拉哈里沙漠 ，
主要集 中拍摄朱瓦西人

，
这个时期 ， 马歇尔便累积

了 电影胶片 素材上万英尺 ，
近 ２５０ 小时 ， 涉及朱瓦西人从最简单 的技术行

为到社会文化变迁 的 广泛 内 容 。 １ ９５ ８
—

１ ９７ ８ 年 ， 由 于种族 隔 离政 策 ， 南

非政府禁止 马 歇 尔 人境 ， 他 在 美 国 最 终 完 成反 映 朱 瓦 西人社会生 活 的

“

朱瓦西
”

电影 系列共 １ ７
—

１ ８ 部 。 １ ９７ ８ 年 ， 马 歇尔 重返非洲 ， 与 阔 别 已

久 的朱瓦西朋友重逢 ， 这 时 的朱瓦西人却 以难 民 的 身份生 活 在纳米 比亚 。

在这个阶段 ， 马歇尔制作完成 《奈 ：

一位昆族妇女 的故事 》 （
Ｎ

！ａ ｉ
：Ｔｈ ｅ

Ｓ ｔｏ ｒ
ｙ
ｏｆ Ａ ！Ｋｕ ｎ

ｇ
Ｗ ｏｍａｎ ． １ ９ ８ ０

） 以及 《卡拉哈里家庭 》 （
ＡＫａ ｌ ａｈ ａ ｒ ｉＦａｍ？

ｉ ｌ
ｙ

．２００ １ ．五部  ） 。前者 以奈 的视角 讲述她从一个小女孩到妻子和人母 的

个人生活经历故事 ， 后者是马歇尔半个世纪拍摄 的所有朱瓦西人 电影素材

加 以重新编辑 。 在长达半个世纪 的时间里 ， 马歇尔共拍摄近两万英尺 的 电

影胶片 以及 ７ ２２ 小时的视频胶 片 ，

？ 朱瓦西 电 影 系 列 在世界 民族志 电影史

上 占据 了 重要地位 。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 约翰 ？ 马歇尔 建立 以 朱瓦西 民族志

电影系 列 为主的
“

纪 录片 教育资源库
”

（
ＤＥＲ

） ，

？ＤＥＲ 成 为 当 今西方人

类学 民族志 电影 资源屈指可数的重要基地 。

（
二

） 西非索尔扣人 、 桑海人 、 多贡人

这是法 国 著名影视人类学家让 ？ 鲁什 （ Ｊｅ ａｎＲｏｕｃ ｈ
） 在非洲 田 野的主

要研究对象 ， 横跨从 １ ９４７ 

—

２００２ 年半个世纪 的 电影拍摄 。 让 ？ 鲁什 曾 任

法 国人类博物馆馆长 、 法 国 民族志 电影协会秘书长 ， 既是法 国 著名人类学

家 ， 也是法 国新浪潮真实 电影 的先锋领导 ， 被誉为
“

真实 电影之父
”

。 他

是法 国 马塞尔 ？ 格里奥勒的学生 ，
也是最早对西非社会进行研究 的法 国人

①Ｋ ｅ
ｙ
ａｎＧ ． Ｔｏｍ ａ ａ ｅ ｌ ｌ ｉ

，
“

Ｍ
ｙ

ｔｈ ｓ
，Ｒａｃ ｉ ｓｍａ ｎ ｄＯ

ｐｐ
ｏ ｒｔｕ ｎ ｉ ｓｍ ：Ｆ ｉ ｌｍａｎｄＴＶＲｅ

ｐ
ｒｅ ｓ ｅ ｎ ｔ ａ ｔ ｉ ｏ ｎｏ ｆＴｈ ｅ

Ｓ ａ ｎ

＂

 ， ｉ ｎＣ ｒａｗ ｆｏ ｒｄ
，Ｐｅ ｒｔｅ ｒ Ｉ ａ ｎ＆Ｔｕ ｒ ｌｏｎＤ ａｖ ｉ ｄ

，ｅ ｄ ｓ ．

 ，Ｆ ｉ ｌｍａ ｓＥ ｔ ｈ ｎ ｏ
ｇ
ｒａ

ｐ
ｈ
ｙ

．Ｍ ａ ｎ ｃ ｈ ｅ ｓ ｔｅ ｒ ：Ｍ ａｎ ｃ ｈ ｅ ｓ ｔ ｅ ｒ

Ｕ ｎ ｉ ｖ ｅ ｒｓ ｉ ｔ
ｙ

Ｐ ｒｅｓ ｓ
， １ ９９２

，ｐ
． ２０ ８ ．

②
“

Ｔｈ ｅ Ｊ ｏｈ ｎＭ ａ ｒｓｈ ａ ｌ ｌＪ ｕ ／
’

ｈ ｏ ａ ｎＢ ｕ ｓｈ ｍ ａｎＦ ｉ ｌｍａ ｎ ｄＶ ｉ ｄ ｅ ｏＣ ｏ ｌ ｌ ｅ ｃ ｔ ｉ ｏ ｎ

”

 ，Ｖ ｉ ｓ ｕ ａ ｌＡ ｎ ｔ ｈ ｒｏ
ｐ
ｏ ｌ ｏ

ｇｙ ，

２００９
，Ｖ ｏ ｌ ． ２２

，ｐ ｐ
． ４６２ 

－

４６３ ．

③Ｋ ａ ｒ ｌＨ ｅ ｉ ｄ ｅ ｒ
， Ｒ ｅ ｖ ｉ ｓｅ ｄＥｄ ｉ ｔ ｉ ｏ ｎ ．Ｔｅ ｘ ａ ｓ ：Ｕ ｎ ｉ ｖ ｅ ｒｓ ｉ ｔ

ｙ
ｏ ｆ Ｔｅ ｘ ａ ｓＰ ｒｅ ｓｓ

，２００６
，

ｐ
． ３ ５ ．



２ １ ２ 非洲 研究

类学 家 之 一 。 以 桑 海 人 （
ｔｈ ｅＳｏｎ

ｇ
ｈａ

ｙ ） 为 研 究 对 象 ， 让 ？ 鲁 什 发 表 了

《 桑海人 的宗教 与法术 》 、 《 桑海人 的历 史研究 》 等有关非 洲研究 的 大量学

术论文和专 著 ， 同 时 ， 他也一直 以 非洲 为 田 野地进行 民族志 电影拍摄 。 早

期 民族志 电影 以 尼 日 尔索 尔 扣 人 （
ｔ ｈ ｅＳｏ ｒｋ ｏ

） 、 桑 海 人 为 主 ， 后 期 在 加 纳

对桑海移 民进行学术研究 和 电影拍摄 。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 让 ？ 鲁 什 主 要 拍

摄 马 里 多 贡人 。

？在长达 ５ ５ 年 的 电影生 涯 中 ， 让 ？ 鲁 什共创作 了 １ ４０ 多 部

风格 手法各异 的剧情 片 与 民 族 志 电 影 。
２０ １ ０ 年 ， 英 国 Ｂ Ｂ Ｃ 第 ４ 频 道 播 出

的 非 洲 民族志 电 影 《 欢迎 到 拉 各斯 》 （
Ｗ ｅ ｌ ｃ ｏｍ ｅ ｔ ｏ Ｌａ

ｇ
ｏ ｓ ． ２０ １ ０ ． 三 集 ） 反

映 了 西非尼 日 利 亚最大港 口 城市拉各斯这座现代非洲 大都市底层市 民 的 日

常生 活 ， 于 ２０ １ １ 年获得英 国 电 影 电 视学院 电 视奖最佳纪实节 目 系 列 奖 。

（
三

） 非洲东部各族群

苏丹南部和埃塞俄 比亚 的努尔人 、 哈 马 尔 人 、 尼 日 尔博罗 罗 人 ， 是美

国 影视人类学 家 罗 伯 特 ？ 加德纳 于 ２０ 世纪 ７ ０
—

８ ０ 年代在非洲拍摄 的研究

对象 。
１ ９ ５ ７ 年 ， 哈佛 大学 建立 哈佛 电 影研 究 中 心 ， 罗 伯 特 ？ 加 德 纳 担任

主任 ， 他有两部著名 民族志 电影作 品 《 死 鸟 》 （
Ｄ ｅ ａｄＢ ｉ ｒｄ ． １ ９ ６３

） 和 《极

乐 园 》 （
Ｆｏｒｅ ｓ ｔｏ ｆＢ ｌ ｉ ｓ ｓ ． １ ９ ８ ５

） 分别拍摄 于 巴 布 亚新几 内 亚和 印 度 。 此外 ，

加德纳 还 在非 洲 分别 以 苏丹南 部 的 努 尔 人 （
ｔ ｈ ｅＮ ｅｕ ｒ

） 、 埃 塞 俄 比 亚 西 南

部哈 马 尔 人 （
Ｔｈ ｅ Ｈ ａｍａ ｒ

） 以 及西非尼 日 尔 博罗 罗 人 （
ｔｈ ｅ Ｂ ｏ ｒｏ ｒｏ

） 为拍摄

对象 ， 拍 摄 了 《 努 尔 人 》 （
Ｔｈ ｅＮ ｅｕ ｒ ． １ ９ ７ １

） 、 《 沙 之 河 》 （
Ｒ ｉ ｖ ｅ ｒｏ ｆ

Ｓａｎ ｄ ． １ ９ ７ ５
） 、 《深深 的 心 》 （

Ｄ ｅ ｅ
ｐ
Ｈ ｅ ａ ｒ ｔ ｓ ． １ ９ ８ １

） 。
② 这 三部 影 片 以 仪 式 为

主 ， 前两部影 片分别是讲述努尔人和博 罗 罗 人 的 男 性成人礼仪式 ，
后一部

讲述哈 马 尔 人 的 妇女地位及性别 问题 。 罗 伯特 ？ 加德纳尝试通过 电 影 画 面

表现非 洲 土著族群文 化多样性 ， 极 富视觉 冲击力 。

东 非 乌 干达吉耶人 、 肯尼亚 图 尔 卡纳 人 ， 是澳大利 亚影 视人类学家大

卫 ． 麦 克杜格夫妇 （
Ｄ ａ ｖ ｉ ｄａｎ ｄＪｕｄ ｉ ｔｈＭ ａｃＤｏｕ

ｇ
ａ ｌ ｌ

） 于 ２０ 世纪 ７ ０ 年代 非 洲

的研 究对 象 ， 共制 作 完成 四 部 民 族志 电 影 。
１ ９ ７ １ 年 ， 大 卫 ？ 麦 克 杜 格 在

①Ｐａ ｕ ｌＨ ｅ ｎ ｌ ｅ
ｙ ，ＴｈｅＡ ｄｖｅｎ ｔ ｕ ｒｅｏｆ 

ｔｈ ｅＲｅａ ｌ
：ＪｅａｎＲ ｏａｃ ｈａｎｄ ｔ ｈ ｅＣ ｒａｆｔｏｆ 

Ｅ ｔ ｈ ｎ ｏ
ｇ ｒａ

ｐ
ｈ ｉ ｃＣ ｉ ｎ ｅｍａ

，

Ｃ ｈ ｉ ｃ ａ
ｇ
ｏ ：Ｃ ｈ ｉ ｃ ａ

ｇ
ｏＵ ｎ ｉ ｖ ｅ ｒ ｓ ｉ ｔ

ｙ
Ｐ ｒｅ ｓ ｓ

，２００９
，ｐ

． ３ ６４ ．

②Ｌ ｌ ｉ ｓ ａＢ ａ ｒｂ ａ ｓ ｈ＆Ｌｕ ｃ ｉ ｅ ｎＴ ａ
ｙ

ｌ ｏ ｒ
，ｅ ｄ ｓ ．

，
７７ ｉ ｅＣ ｉｎ ｅｍａＧａ ｒ ｔ ／ ｚ ｉ ｅ ｒ

，Ｂ ｅ ｒ
ｇ

：Ｐ ａ ｌ

ｇ
ｒａ ｖ ｅＭ ａｃｍ ｉ ｌ

－

Ｉ ａ ｎ
，２００ ７  ，ｐｐ ． ５

－

６ ．



非 洲 民族志 电影 的 制作实践与理论方法 ２ １ ３

东非乌 干达完成 了反 映吉耶人 （
ｔｈ ｅＪ ｉ ｅ

） 的 《 与牛群一起生 活 》 （
ＴｏＬ ｉｖｅ

ｗ ｉ ｔｈＨｅｒｄ ｓ ．１ ９７ １
） ， 荣获 １ ９７２ 年威尼斯 电影节大奖 。 吉耶人 的传统 习 俗是

男 人远离家 园 的牧场里放牧 牛 群 ， 他们 与 牛 群 一起 长 大 ， 随之成长 为 男

人 。 传统上 ， 牛群
一直是吉耶人的传统生活与经济来源 ， 然而 ， 现在却面

临现代 民族 国家和金钱经济时代的渗入 。 这里 曾 是英 国殖 民地 ， 所 以新政

府希望吉耶人能够居住在 固 定 的地方 ，
以便政府管理并征收税 费 。 可是 ，

为交纳 税 费 和 学 费 ， 吉 耶 人 不 得 不 卖 掉 自 己 的 牛 群 来 换 取 现 金 。 从

１ ９７ ３
—

１ ９７ ５ 年间 ， 麦 克 杜 格 夫 妇 在 东 非 肯 尼 亚 拍 摄 了 关 于 图 尔 卡 纳 人

（
ｔｈ ｅ Ｔｕ ｒｋａｎａ

） 的三部 民族志 电 影 《 罗 朗 的方式 》 （
Ｌｏ ｒａｎ

ｇ

’

ｓＷ ａ
ｙ

．１ ９７７
） 、

《婚礼上 的骆驼 》 （
ＴｈｅＷ ｅｄｄ ｉｎ

ｇ
Ｃ ａｍｅ ｌｓ ．１ ９７ ６

） 、 《众妻之妻 》 （
人 ＼＾办 ３

－

ｍ ｏｎ
ｇ
Ｗ ｉ ｖｅｓ ．１ ９ ８ １

） ，

一般称为
“

图 尔 卡 纳 人 对话
”

或
“

图 尔 卡 纳 人 三部

曲 这三部东非 电影 以 东 非 当 地土 著 居 民 的 一夫 多妻 的婚姻制 度 、 婚

礼仪式为重点反映其社会文化变迁 ， 是西方人类学界公认 的经典 民族志 电

影 ， 与此 同 时 ， 麦克杜格 的东非 电影 系列 实践建立 了人类学
“

观察 电影
”

（
Ｏ ｂ ｓ ｅ ｒｖａ ｔ ｉ ｏｎａ ｌＣ ｉｎ ｅｍ ａ

） ， 成为 目 前西方 民族志 电影 的 主流 。

非洲 东部其他族群 的 民 族 志 电 影 主要 由 英 国 独立 电 视 台 （
ＩＴＶ

） 和

ＢＢ Ｃ 于 ２０ 世纪 ７ ０
—

９０ 年代制作 。 格林 纳 达 电视 台 （
Ｇ ｒａｎａｄａＴｅ ｌｅ ｖ ｉｓ ｉｏｎ

，

现为
“

ＩＴＶ
”

） 于 １ ９７ １ 年率先设立 电 视栏 目 《 正在 消 失 的世界 》 （
Ｄ ｉ ｓａ

ｐ
？

ｐ
ｅａ ｒ ｉｎ

ｇ
Ｗ ｏ ｒ ｌｄ） ，固定播 出 反 映异 文化 的 民 族志 电 影 。 由 于 定 位 于 人类

学 ， 这个栏 目 立 即得到专业人类学家 的关注 和积极参与 ， 并 于 １ ９７４ 年获

得 了英 国 纪 录 片 界 的最高 奖 项——英 国 电 影 电视学 术奖 （
ＢＦＴＡ ｈ 这个

时期 ， 在英 国 电视屏幕上 出现的非洲 民族志影 片 主要有 ：

？ 由 著名 电视导

演莱斯利 ？ 伍德 （
Ｌｅｓ ｌ ｉ ｅＷ ｏｏｄｈ ｅ ａｄ

） 于 １ ９７４
—

１ ９ ８ ５ 年 的 十年 时 间 为 ＩＴＶ

制作 了
“

穆尔西人三部 曲
”

。 穆尔西人 （
ｔｈ ｅＭ ｕ ｒｓ ｉ

） 生活在埃塞俄 比亚首

都亚的斯亚 贝 巴 大约 １８４０ 公里 的奥莫河谷 （
Ｏｍ ｏＲ ｉ ｖ ｅ ｒ ） ， 基于人类学家

大卫 ？ 特顿 （
Ｄ ａｖ ｉｄＴｕｒｔｏｎ

） 的 田 野调査 ， 莱斯利 ？ 伍德拍摄 了 《 寻 找冷

地 》 （
Ｉ ｎ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Ｃ ｏｏ ｌＧｒｏｕ ｎｄ

， １ ９７４
） 、 《 尼 萨 》 （

Ｎ ｉ ｔｈ ａ
，

１ ９９ １
） 、 《坏土

①Ａ ｎ ｎａＧ ｒｉｍ ｓｈ ａｗ
，Ｔｈ ｅＥ ｔ ｈ ｎｏｇ

ｒａ
ｐ
ｈｅ ｒ

’

ｓＥｙｅ
：Ｗａ

ｙ
ｓｏｆＳｅｅ ｉｎｇ ｉｎＡ ｎ ｔ ｈ ｒｏ

ｐｏ
ｌｏｇｙ ，

Ｃ ａｍ ｂ ｒ ｉ ｄ ｇ
ｅ ．Ｃ ａｍ ｂ ｒ ｉ ｄ

ｇ
ｅ

：Ｕ ｎ ｉ ｖ ｅ ｒｓ ｉ ｔ
ｙ
Ｐ ｒｅ ｓ ｓ

，２００ １
 ，ｐｐ

． １ ２ １
－

 １ ３ ８ ．

②Ｐａ ｕ ｌＨ ｅ ｎ ｌ ｅ
ｙ ，

， ４

Ｂ ｒ ｉ ｔ ｉ ｓ ｈＥ ｔ ｈ ｎ ｏ
ｇ
ｒａ
ｐ
ｈ ｉ ｃＦ ｉ ｌｍ

 ：Ｒ ｅ ｃ ｅ ｎ ｔＤ ｅ ｖｅ ｌ ｏ
ｐ
ｍ ｅ ｎ ｔｓ 

？ ？

，
Ａ ｎ ｔ ｈ ｒｏ

ｐ
ｏ ｌ ｏ

ｇｙＴｏｄ ａ
ｙ ，

１ ９ ８ ５
，Ｖ ｏ ｌ ．  １

，
Ｎ ｏ ． １

，ｐ ｐ
． ５

－

１ 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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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 （
Ｔ ｈ ｅＬａｎｄ ｉ ｓＢ ａｄ

， １ ９９ １
） 三部 民 族 志 电 影 。 在 ２０ 世纪 ９ ０ 年代 ， 他

又 继续拍摄 了 反 映穆 尔 西 人社会 变 迁 的 《 移 民 》 （
Ｔｈ ｅＭ ｉ

ｇ
ｒａ ｎ ｔ ｓ

， １ ９ ８ ５
） ，

还 在埃 塞俄 比亚拍摄 了 克威古人 （
Ｋ ｖｖ ｅ

ｇ
ｕ

） 的影 片 。 此外 ， 梅 丽 莎 ？ 卢 埃

林 －戴维斯 （
Ｍ ｅ ｌ ｉ ｓ ｓａＬ ｌ ｅｗ ｅ ｌ

ｙ
ｎ

－ Ｄ ａ ｖ ｉ ｅ ｓ
） 以 东 非 肯 尼 亚 南 部 和 坦 桑 尼 亚 北 部

的 马 赛 人 为研究对象 ， 拍摄 了 《 马赛 妇女 》 （
Ｍ ａ ｓａ ｉＷ ｏｍ ｅ ｎ ． １ ９ ７ ４

） 、 《 马 赛

男 性 》 （
Ｍ ａｓａ ｉＭ ａｎ ｈ ｏ ｏｄ ． １ ９７ ５

） 、《 妇 女 的 奥 勒 马 》 （
Ｔｈ ｅＷ ｏｍ ａｎ

’

ｓ

Ｏ ｌ ａｍ ａ ｌ ． １ ９ ８４
）

＝ 部影 片 ， 反 映 了 马 赛社 会 男 女社会性 别 不平 等 的 文 化传

统 。 另 外 ， 东 非 肯 尼 亚 的 民 族 志 电 影 还 有 《 朗 迪 耶 人 》 （
Ｔｈ ｅ

Ｒ ｅ ｎ ｄ ｉ ｌ ｌ ｅ ． １ ９ ７ ６
） ， 反 映 苏丹阿赞德人法 术 的 《 阿赞德人 中 的 巫 师 》 （

Ｗ ｉ ｔ ｃ ｈ ？

ｃ ｒａ ｆ ｔ
：Ａｍ ｏ ｎ

ｇ
ｔ ｈ ｅＡ ｚ ａ ｎ ｄ ｏ

） 、苏丹南部 的《 希鲁 克人 》 （
Ｔｈ ｅＳ ｈ ｉ ｌ ｌ ｕ ｋ ． １ ９ ７ ５

） 、

西 非加 纳 的 《 阿散 蒂市场 的 妇女 》 （
Ａ ｓａ ｔｕｅＭ ａ ｒｋ ｅ ｔＷ ｏｍ ｅ ｎ

， １ ９ ８ ２ ．

） 、 撒 哈

拉 沙漠 的 《 阁 瓦雷 克人 》 （
Ｔｈ ｅＴｕ ａ ｒｅ

ｇ
． １ ９７ ２

） ，
以 及 反 映 尤达 克人 的 《 孤

儿 的 旅 程 》 （
Ｏ ｒ

ｐ
ｈ ａ ｎ ｓｏ ｆＰ ａ ｓ ｓ ａ

ｇ
ｅ

－

ｔｈ ｅＵ ｄ ｕ ｋ
） 。

Ｂ Ｂ Ｃ 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期 与

英 国 皇 家人类学学 会合作 ， 推 出 民 族志 电 影栏 目 《颜值 》 （
Ｆａｃ ｅＶ ａ ｌ ｕ ｅ ｓ

） ，

后 乂 推 出 《世 界部分 》 （
Ｗ ｏ ｒ ｌｄ ｓＡ

ｐ
ａ 丨

．

ｔ
） 和 《 太 阳之下 》 （

Ｕ ｎ ｄ ｅ ｒ ｔ ｈ ｅＳ ｉｍ
）〇

由 亍 民族志影 片 电 视栏 Ｓ 化 ， 在 电 视屏幕上再次 出 现一批 的非 洲 民族志 电

影
， 这些 电 影 制作 者

一般为人类学家或具备人类学学术背景 。 例 如 ， 梅丽

莎在 ２０ 世纪 ８ ０ 年代 为 Ｂ Ｂ Ｃ 拍 摄 了 反 映 马 赛 人 日 常 生 活 的 《 马 赛 村庄 日

记 》 （
Ｄ ｉ ａ ｒ

ｙ
ｏ ｆＡＭ ａ ａ ｓａ ｉＶ ｉ ｌ ｌａ

ｇ
ｅ ． １ ９ ８４ ． 五 集 ） 。 德 国 人 类 学 家 让 ？ 莱 德 尔

（ Ｊ ｅ ａ ｎＬｙｄ ａ ｌ ｌ
）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为 Ｂ Ｂ Ｃ 拍摄 了 哈 马 尔 人 （

ｉ ｈ ｅＨ ａｍ ａ ｒ
） 三

部 ｌ

ｌ ｔ
ｌ ： 《 微笑 女 人 》 （

Ｔｈ ｅＷ ｏｍ ａｎＷ ｈ ｏ ｌ ｅＳｍ ｉ ｌ ｅ ． １ ９ ８ ９
） 、 《 狩 猎 女 孩 》 （

Ｔｗ ｏ

Ｇ ｉ ｒ ｌ ｓＧｏＨ ｕ ｎ 丨 ｉ ｎ
ｇ

． １ ９ ９０
） 、 《 爱 情路上 》 （

Ｏ ｕ ｒＷ ａ
ｙ

ｏ ｆＬｏ ｖ ｉ ｎ
ｇ

． １ ９９ ３
） 。 在

２００ ２

年 ， 她 和做摄 影 师 的 女儿盖拉 （
Ｋ ａ ｉ ｒａ Ｓ ｔ ｒｅ ｅ ｋ ｅ ｒ

） 合 作 为 德 国 电 视 台 Ｗ ＤＲ

拍摄 的 《 杜 卡 的 困 境 》 （
Ｄ ｕ ｋ ａ

’

ｓ Ｄ ｉ ｌ ｅｍｍ ａ ． ２００２
） ， 荣 获 当 年英 国 皇 家 人 类

学 民族 志 电影节大奖 。

二 非洲影像中的社会文化意义与价值

非洲 大陆 的异域 风土孕育 了 丰富 多 彩 的族群文化 ， 不 同地 区也呈现着

千姿百 态 的仪式与 习 俗 。 然而 ， 由 于西方殖 民 者 的 侵人 ， 非 洲各族群 的传

统文化 和价值观遭受西方文化和现代化的损蚀 ， 发生着急剧 变化 。 西方影



非 洲 民族志 电影 的制作实践 与 理论方法 ２ １ ５

视人类学者 以影像为媒介试 图呈现非洲 的文化多样性特点 ， 传递 出 大量非

洲社会文化及 内 涵 ， 其 中包含着丰富多样 的 文化表述和解释 ， 影像的人类

学知识也随之成为非洲本土族群 自 我身份认 同 的一个部分 ， 这些 民族志影

像 中 的非洲族群 已 成为人类学研究 的经典对象 。

（

一

） 传统仪式及 日 常生活行为研究

宗教仪式研究一直是非 洲 人类学 的 重 点 ， 也是 民族 志 电影拍摄 的核

心 。 此类影片对于更好地认识非洲不 同 的族群及社会文化 ， 是不可多得的

珍贵 的 民族学人类学研究资料 。 在有关非洲宗教仪式的 民族志 电影 中 ， 以

法 国让 ？ 鲁什的作 品 为重点 。 在让 ？ 鲁什半个世纪 的创作生涯 中有关宗教

仪式 的 电影便有 ５０ 多部 。 他 的第 一部 电 影便是反 映尼 日 尔河捕河马仪式

的 《黑法师 的 国 度 》 （
Ｉｎ ｔｈｅＬａｎｄｏｆ ｔｈｅＢ ｌａｃ ｋＷ ｉ ｚａｒｄ ｓ ． １ ９４７

） 。 此后 ， 让 ．

鲁什继续完成三部仪式 电影 ： 《 旺泽 贝 的法师 》 （
Ｔｈ ｅＭ ａｇ

ｉ ｃ ｉａｎ ｓｏｆＷ ａｎ ｚｅ ｒ
－

ｂｅ ＿ １ ９４８
） 、 《 割 礼 》 （

ＴｈｅＣ ｉ ｒｃｕｍ ｃ ｉ ｓ ｉ ｏｎ ． Ｉ ９４８
） 、 《 人 门 仪式 与起 礼之舞 》

（
Ｉ ｎ ｉ ｔ ｉ ａ ｔ ｉ ｏｎ ｉｎ ｔｏｔｈｅＤ ａｎ ｃ ｅｏｆ ｔｈ ｅＰｏ ｓ ｓｅ ｓｓｅｄ ．１ ９４８

） ， 后 者 获得 了１ ９４９年
“

比

雅丽兹
”

电影节大奖 ， 也使让 ？ 鲁什得 到 了 先锋 派 导演 的 美誉 。
１ ９５ ２

—

１ ９ ５ ３ 年 ， 让 ． 鲁什摄制 了 《 大河上 的 战斗 》 （
Ｂ ａ ｔ ｔ ｌｅｏｎ ｔｈｅＧ ｒｅａ ｔＲ ｉ ｖ ｅｒ

） 和

《 耶南地 ， 求雨者 》 （
Ｙ ｅ ｎ ｅｎｄ ｉ

－

ｔｈ ｅＲ ａ ｉ ｎｍ ａｋ ｅ ｒｓ
） ， 这两部影 片是关于索尔扣

人与桑海人 的神灵 附身 仪式 。
１ ９６６

—

１ ９７ ３ 年 ， 让 ？ 鲁什拍摄 马 里 多 贡人

的 西贵 （
Ｓ ｉ

ｇ
ｕ ｉ

） 仪式 ， 这是一个每隔 ６０ 年举行一次 的盛大仪式 ，

一个完

整 的仪式周 期需要七年时间 。 之后 ，
让 ？ 鲁什继续在桑海拍摄大量反映神

灵 附体仪式 的 民族志 电影 。 此外 ， 其他西方影视人类学家也关注非洲宗教

仪式与 文 化 ， 特 别 是 成 人 礼 ， 如 罗 伯 特 ？ 加 德 纳 的 《 努 尔 人 》 （
Ｔｈｅ

Ｎ ｅ ｕ ｒ ．１ ９７ １
） 和 《深深 的心 》 （

Ｄ ｅｅ
ｐ
Ｈ ｅａｒｔｓ ． １ ９ ８ １

） 分别讲述努尔人 与博罗

罗 人 的 男 性成年礼 。 而有关马赛人 的 《 马赛妇 女 》 （
Ｍ ａｓａ ｉＷ ｏｍｅｎ ．１ ９

＂

７４
） 、

《 马赛男 性 》 （
Ｍ ａ ｓａ ｉＭ ａｎｈｏ ｏｄ ． １ ９７ ５

） 两部影 片呈现 了 马赛人女性成年礼 、

婚礼和男 性成年礼 ； 另
一部 《妇女 的奥勒马 》 （

ＴｈｅＷｏｍ ｅｎ
’

ｓＯ ｌａｍ ａｌ ．１ ９ ８４
）

则 是关于马赛妇女举行
“

奥勒 马
”

生育仪式 的前后过程 。 大卫 ？ 麦克杜

格 的 《婚礼上的胳蛇 》 （
ＴｈｅＷ ｅｄｄ ｉ ｎ

ｇ
Ｃ ａｍｅ ｌ ｓ

：ＡＴｕ ｒｋａｎ ａＭ ｉ ｒａ
ｇ
ｅ ．１ ９７ ６

） 讲

述 的是 图 尔卡纳人的婚礼仪式 ， 而莱斯利 ？ 伍德 的 《尼萨 》 （
Ｎ ｉ ｔｈａ ．１ ９９ １

）

描述 了穆 尔西人在时隔 ３０ 年后 ， 于 １ ９６ １ 年举行 的一次隆重的男 性成年礼

仪式 ，
也可能是穆尔西人最后一次举行成人仪式 ， 电影制作者对仪式 即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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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亡流露 出 忧虑之情 。

此外 ，
展现非洲 当地族群 的 日 常 生活 与行 为也是非洲 民 族志 电 影 的 重

要 内 容 。 约翰 ？ 马歇尔在卡拉哈里沙漠拍 摄 的 第 一部 《猎人 》 讲述 的 是非

洲 西南部朱瓦西 人 的 狩猎生 活 。 在此后 的 电影 系 列 中 ， 反 映 日 常行 为 活 动

的影 片 有 《鲍勃在玩 》 （
Ｂ ａ ｏｂａｂＰ ｌ ａ

ｙ
． １ ９７２

） 、 《孩子扔 玩具攻击 》 （
Ｃ ｈ ｉ ｌ ｄｒｅ ｎ

Ｔｈ ｒｏｗＴｏ
ｙ
Ａ ｓｓｅ

ｇ
ａ ｉ ｓ ．１ ９７４

） 、 《德彼 的脾气 》 （
Ｄｅｂｅ

’

ｓＴａｎ ｔ ｒｕｍ．１ ９７２
） 、 《

一群 妇

女 》 （
ＡＧ ｒｏｕ

ｐ
ｏｆＷ ｏｍｅ ｎ ． １ ９６ １

） ＇ 《 男 人洗澡 》 （
Ｍ ｅ ｎＢａ ｔｈ ｉ ｎ

ｇ
． １ ９７３

） 、 《玩笑

关系 》 （
ＡＪ ｏ ｋ ｉ ｎ

ｇ
Ｒｅ ｌ ａ ｔ ｉ ｏｎ ｓｈ ｉ

ｐ
． １ ９６２

） ； 反 映游戏活 动 的影 片有 《 狮戏 》 （
Ｌ ｉ

？

ｏｎＧａｍ ｅ ． １ ９７０
） 、《扔瓜游戏 》 （

Ｔｈ ｅＭ ｅ ｌ ｏ ｎＴｏ ｓ ｓ ｉ ｎ
ｇ
Ｇａｍ ｅ ． １ ９７０

） 、《玩蝎子 》

（
Ｐ ｌ ａ

ｙ
ｉ ｎ

ｇ
ｗ ｉ ｔ ｈＳｃ ｏ ｒ

ｐ
ｉ ｏｎ ｓ ． 】 ９７２

） 、 《拔河 》 （
Ｔｕ

ｇ
－

ｏｆ
－ Ｗａ ｒ

） ； 有反映仪式过程 的

《
一次治愈仪式 》 （

ＡＣ ｕ ｒ ｉ ｎ
ｇ
Ｃ ｅ ｒｅｍｏ ｎ

ｙ
． １ ９６９

） 、 《努査 ： 昆布须曼 的仪式舞蹈 》

（
Ｎ／ ｕｍＴｃ ｈａ ｉ

：Ｔｈ ｅＣ ｅ ｒｅｍｏｎ ｉ ａｌＤ ａｎ ｃｅｏ ｆ ｔｈ ｅ ！Ｋｕ ｎ
ｇ
Ｂ ｕ ｓｈｍ ｅ ｎ ． １ ９６６

） 、 《仪式

过程 》 （
ＡＲ ｉ ｔｅｏ ｆＰ ａｓ ｓａ

ｇ
ｅ ． １ ９７ ２

） ； 反 映 生 计 方 式 的 《 苦 瓜 》 （
Ｂ ｉ ｔ ｔ ｅ ｒ

Ｍ ｅ ｌ ｏｎ ｓ ． １ ９７ １） 、 《 昆 布 须 曼 捕 猎 设 备 》 （ ！Ｋ ｕ ｎ
ｇＢ ｕ ｓｈｍ ｅ ｎＨ ｕ ｎ ｔ ｉ ｎ

ｇ

Ｅ
ｑ
ｕ ｉ

ｐ
ｍ ｅ ｎ ｔ ． １ ９７２ ） 等 。 上 述影 片 展 现 了 朱 瓦 西 人 日 常 生 活 中 的 亲 密 关 系 、

争 吵 、 游戏 ，
也有 戏剧性 的仪式 ， 对研究朱瓦西人 的社会文化生活极 富重

要 的学 术价值 。 值得注意 的是 ， 有两部反 映朱瓦西文化事件的影 片尤为重

要 ： 《 关 于 婚 姻 的
一 场 争 论 》 （

Ａ ｎＡ ｒ
ｇ
ｕｍ ｅ ｎ ｔＡ ｂｏ ｕ ｔａＭ ａｒｒ ｉ ａ

ｇ
ｅ ．１ ９ ５ ８

 ） 和

《 肉 战 》 （
Ｔｈ ｅＭ ｅ ａ ｔＦ ｉ

ｇ
ｈ ｔ ．１ ９７４

） 。 前者记 录 了 朱 瓦 西人社会转 型 的 关键性

重 要 时刻 ， 由 于一位妇女 的婚姻 问 题而 引 发 了 两 个 队群之 间 的 吵架事件 。

后 者呈现 了 朱瓦西 人 由
一 次猎 物分配 引 发 的 非 正常 文 化事件 的 矛 盾 与 冲

突 。 另 外 ， 关注非洲 当 地人 日 常 生 活行 为 的 影 片 还 有 让 ？ 鲁 什 的 《 猎狮

者 》 （
Ｔｈ ｅＬ ｉ ｏ ｎＨｕ ｎ ｔｅ ｒ ｓ ．１ ９６４

 ） 及梅丽 莎 的 《 马 赛 村 庄 日 记 》 （
Ｄ ｉ ａ ｒ

ｙ
ｏ ｆａ

Ｍ ａａｓａ ｉＶ ｉ ｌ ｌａ
ｇ
ｅ ． １ ９ ８４

） 等 〇

（
１

） 社会文化变迁研究

这些非 洲 民族志 电影呈现 了 半个世纪 以 来 的非洲社会文化 、 西方殖 民

者对非洲 的掠夺 ， 更涉及社会变迁和移 民 问题等多 方面研究 。 首先 ， 值得

注意 的是关于尼 日 尔桑海人 的 移 民 问 题研究 。 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中 期 起 ，

让 ？ 鲁什继续研究移 民 问题 ， 研究对象从尼 日 尔 的 桑海人转移到西 非 的 黄

金海 岸 ， 在 这 里 ， 他 完 成 了 有 关移 民 问 题 的 重 要 民 族志 电 影 《 水 夫 人 》

（
Ｍ ａｄ ａｍｅＴ ｅ ａｕ ．１ ９５ ５

—

１ ９ ６
） 、 《疯狂 的 主人 》 （

Ｌｅ ｓｍ ａｉ ｔ ｒｅ ｓｆｏ ｕ ｓ ＿ １ ９５４
）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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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５ ０ 年代后期 ， 让 ？ 鲁什开 始研究殖 民 主义在非 洲 引 发 的 社会 问 题 ，

他通过 即 兴表 演 的 形式 ，
以 电 影 为 媒介进行 民 族 志研究 ， 主 要 有 《 我 ，

—个黑人 》 （
Ｍ ｏ ｉ

，
ｕｎ Ｎ ｏ ｉ ｒ ．１ ９６０

） 、 《美洲虎 》 （ Ｊ ａｇ
ｕ ａ ｒ ．１ ９５ ４

—

１ ９６７
） 、 《 人

类金字塔 》 （
Ｌａ

ｐ ｙ
ｒａｍ ｉ ｄｅ ｈ ｕｍａ ｉ ｎ ｅ ． １ ９６ １

） 等实验 电 影 。 著 名 的 《 夏 日 纪

事 》 （
Ｃ ｈ ｒｏｎ ｉ ｃ ｌ ｅｏｆＳｕｍｍ ｅｒ ．１ ９６０

） 也引 发拍摄对象对 尼 日 利 亚黑人移 民进

人法 国 社会相关 问题的讨论 ， 例如 ， 黑人学生 朗德罗谈论在法 国 阿尔及利

亚 的非洲移 民 ， 白人与黑人的关系 ， 法 国人如何看待政府发动 的殖 民 战争

等 。 其次 ， 关于南部非洲 朱瓦西人的社会文化变迁 。 约翰 ？ 马歇尔在半个

世纪 的拍摄 中 ， 用影像呈现 了 朱瓦西人 的社会文化历史变迁 。 从 １ ９ ５ ５ 年

起 ， 过去与世隔绝 的朱瓦西社会受到 当地政府干预和西方文化人侵 ， 他们

的传统生计方式迅速消失 ， 朱瓦西社会 由 此 引 发一 系 列 变化 。 《 关于婚姻

的 一场争论 》 从朱 瓦西婚姻 家庭 的 角 度记 录 了 这场历 史性 变革 ，
因 而 在

民族志 电影史上 占有重要地位 。 在 《奈 ：

一位 昆族妇女 的故事 》 （
Ｎ

！ａ ｉ
：

Ｔｈ ｅＳ ｔｏ ｒ
ｙ

ｏｆＡ ！ＫｕｎｇＷ ｏｍａｎ ． １ ９ ８０
） 中 ， 呈现 了２０世纪５ ０

—

７ ０年代朱瓦

西人遭受 的 巨 大社会变迁 。 《 卡拉哈里家庭 》 是 以 约翰 ？ 马歇尔本人 的 视

角 ， 着重展现非洲朱瓦西社会在 ２０ 年 间 的社会 变迁 与 当代生 活 以 及 国 际

政治对第三世界 民族 国家 的影 响 ， 特别是在经历各种大大小小 的社会冲 突

和疾病后 ， 朱瓦西人 由
一个独立 的狩猎采集 民族变为流离失所 的无产者的

巨 大变化 。 本片 引 起西方社会 的普遍关注 ，

２００９ 年被联合 国 列 入
“

世界

记忆名 录
”

（
ＵＮＥＳＣＯ

’

ｓＭ ｅｍ ｏ ｒ
ｙ

ｏｆ ｔｈ ｅＷｏｒ ｌｄＲｅｇ
ｉ ｓ ｔｅ ｒ

） ，

① 这是
２ １世纪西方

影视人类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历史时 刻 。 最后 ， 东 非土著 居 民 的社会变迁 。

大卫 ？ 麦克杜格于 １ ９７ ３ 年在东非乌 干达 以 半游牧 民族吉耶人为对象 ， 拍

摄 了 《 与 牛群一起生活 》 ， 影片反映 了 吉耶人在新政治经济变更过程 中 的

社会转型 问题 ， 这也正是人类学 民族志研究关注 的重点 内 容 。 此外 ， 《 正

在 消失 的世界 》 系列 中 的 《移 民 》 （
Ｔｈ ｅＭ ｉ

ｇ
ｒａｎ ｔ ｓ ．１ ９９２

） 也 同样反映 了穆

尔 西人 的社会变迁问题 。 不难发现 ， 这些影片 的拍摄实践使西方影视人类

学者逐步意识到 ， 自 己 的拍摄活动是在 当代政治经济和历史背景之下展开

的 ， 这对探讨西方人对非洲异文化 的错误表述 以及第三世界现实变迁的结

果具有积极意义 。

①
“

Ｔｈ ｅ Ｊ ｏｈ ｎＭ ａ ｒｓ ｈａ ｌ ｌ  Ｊ ｕ ｈ ｏａ ｎＢ ｕ ｓｈ ｍａ ｎＦ ｉ ｌｍａ ｎ ｄＶ ｉｄ ｅ ｏ Ｃ ｏ ｌ ｌ ｅｃ ｔ ｉ ｏ ｎ

”

，

Ｖ ｉ ｓｕ ａ ｌＡ ｎ ｔ ｈ ｒｏ
ｐ
ｏ ｌ ｏ

ｇｙ ，２００９
，

２ ２
，ｐ ｐ

． ４ ６ ２
－

４６ ３ ．



２ １ ８ 非 洲 研究

（
三 ） 人类学的文化批评

由 于对非洲 各族群异文化的探索及对本文化 的认真反思 ， 与 文字 的 民

族志一样 ，
民族志 电影也 同样具有强烈 的 文化批评精神 。 民族志 电影制 作

者通过影像对非洲 文化进行详尽地描述与分析 ， 意在启 发西方观众去认识

非 洲 丰富 多彩 的 文化 多元性 。 尤为重要 的 是 ， 学者们希望通过对异文化 的

影像描绘 ， 力 图对 自 我满足 和 自 鸣得意 的西方文 明 观加 以 反思 和批评 。 首

先 ， 后殖 民 主 义批评是非洲 民族志 电影体现 出 的重要特点之一 。 让 ？ 鲁什

的很 多 电影便是借仪式过程与 即兴表演 的方式 ， 对西方殖 民 主 义权威进行

无情地批判 与讽刺 ， 如 《 积 少 成 多 》 （
Ｐｅ ｔ ｉ ｔａｐ

ｅ ｔ ｉ ｔ ． １ ９６９
） 、 《 公 鸡 先 生 》

（
Ｃ ｏ ｃ ｏ ｒ ｉ ｃ ｏ

，Ｍ ｏ ｎ ｓ ｉ ｅｕ ｒＰｏｕ ｌ ｅ ｔ ＿ Ｃ ｏｃ ｋ －

ａ
－Ｄ ｏｏｄ ｌ ｅ

－Ｄｏｏ
，Ｍ ｒ ．Ｃ ｈ ｉ ｃ ｋｅ ｎ ． １ ９ ７ ５

） ， 等等 ，

这些影 片 大胆地表现 了 殖 民 主 义 、 新殖 民 主义对非 洲 人 民 的影响 、 非洲 与

欧洲 之 间 互 为变化 的 关 系 ，
以 及 电 影 制 作 者 的 批判 态 度 。 《疯狂 的 主人 》

（
Ｃ ｒａ ｚｅｄＭ ａｓ ｔ ｅ ｒ ．１ ９５ ４

—

１ ９５ ５
） 是让 ？ 鲁什所有仪式 电影 中 最具代 表性 和 争

议性 的一部 。 以 ２０ 世纪 ５ ０ 年代 以 来 非 洲 兴起 的
“

豪 卡
”

仪 式 为 背 景 ，

这部让西方人 完全崩 溃 的 电 影 呈现 了 在
“

豪 卡
”

仪式 上 ， 仪 式 成员 杀 狗

和 吃 狗 肉 的 画 面 以 及仪式 活动 的疯狂场面 ，
这令很多西方学者和 观众无法

接受 ， 甚至 认 为 这 是 对 现代 西 方 文 明 的 侮 辱 。 但 在 让 ？ 鲁 什 看 来 ，
对

“

豪卡
”

的崇拜 ， 其实 质就 是非洲 移 民 对殖 民 军 队政治仪式 的 尽情模仿 ，

这是对殖 民 主义权威 的无情讽刺 ， 所 以 本片深刻地揭示 了 潜藏在 非洲 移 民

内 心 的 反西方霸权 的 意识 。 可 见 ， 影 片体现 出 的反殖 民 主 义 的 冲击 力 也远

远超越 了 人类学 中 的 文字 表 达 ， 作 为
“

天 才 的 反 霸权 主 义 文 本
”

／
１ ）

电 影

中 后殖 民 主义 的批判 视 角 还 对 非 洲 文学 、 戏剧 艺 术也产 生 了 巨 大 的 影 响

力 。 其次 ， 女性主 义 的视 角 与批评是非洲影像 民族志 电影 反 映 出 的 另
一特

征 。 梅丽莎 ？ 卢埃林 － 戴维斯 为英 国 电视 台 制作 的 三部东 非 马赛人 民族志

电影 《 马赛妇女 》 、 《 马赛 男 性 》 、 《 妇 女 的 奥 勒 马 》 皆是 围绕社会性别 问

题 ， 以 自 始至终 的女性 主义视 角 ， 关注 马赛人传统仪式文化 与男 女性别 的

社会地位更替变化 ， 进 而 审 视 马赛社会 中 男 女 地位 不 平 等 的 社会 根 源 所

在 ， 探讨马赛人的社会再生产 问题 。 由 于女性 主义题材与 马赛妇女 的传统

①Ｐ ａ ｕ ｌＨ ｅ ｎ ｌ ｅ
ｙ ，

Ｔｈ ｅＡ ｄｖ ｅ ｎ ｔ ｕ ｒｅｏｆ 
ｔｈ ｅＲ ｅａ ｌ

：ｊｅａ ｎＲ ｏ ｕ ｃｈａ ｎｄ ｔｈ ｅＣ ｒａｆｔｏｆ 
Ｅ ｔ ｈ ｎｏｇ

ｒａ
ｐ
ｈ ｉｃＣ ｉｎｅｍａ

，

Ｃ ｈ ｉ ｃａ
ｇ
ｏ ：Ｃ ｈ ｉ ｃａ

ｇ
ｏＵ ｎ ｉ ｖｅ ｒｓ ｉ ｔ

ｙ
Ｐ ｒｅ ｓ ｓ

，２００ ９
，ｐ

． １ ０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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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密切相关 ， 这些影片最早受到女性主义的影响 。 另外 ， 在对埃塞俄 比亚

西南部哈马尔人社会的影像研究 中 ， 除罗伯特 ？ 加德纳的 《沙之河 》 尝试性

地对妇女地位进行探讨外 ， 让 ？ 莱德尔 以女性的视角再次审视哈马尔人的男

女性别社会关系 ， 在 《哈马尔人三部曲 》 和 《杜卡的 困境 》 中反映了 当代西

方女性人类学家对当代哈马尔人的婚姻家庭状况 以及妇女生活多样性与复杂

性的关注 ， 并且细腻深刻地揭示出哈马尔妇女的婚姻家庭观念 。

此外 ，
以个人生 活史为主是非洲 民族志 电影 的第三个特点 。 在非洲 民

族志 电影 中 ， 制作者们开始关注人物个体的命运与整个族群与 国家之间 的

命运前程 ，

１ ９７ ３
—

１ ９ ７５ 年 间 ， 麦 克杜格夫妇来 到东非肯尼 亚拍摄 了 有关

图尔卡纳人的 《 罗 朗 的方式 ： 图 尔 卡纳 男 人 》 （
Ｌｏｒａｎ

ｇ

’

ｓ Ｗａ
ｙ ：Ａ Ｔｕ ｒｋａｎａ

Ｍ ａｎ ．１ ９７７
） 便是其 中 之一 。 影 片 成 功地 刻 画 了 罗 朗这样 一 位家庭幸福 、

事业有成 、 德高望重 ， 并且在族 内拥有 财富 和地位 的 图 尔 卡纳 男 性形象 ，

难能可贵 的是 ，
影 片通过罗 朗 的个人生活经历来展现 图尔卡纳人社会的生

活观念与价值观及社会变迁 。 而 由 约翰 ？ 马歇尔制作 的 《 奈 ：

一个 昆族

妇女的故事 》 通 过女 主人公奈 的命运反映 了 朱瓦西人 的社会历史 巨 变 。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以前 ， 生活在卡拉哈里沙漠 的朱瓦西人几乎没有与外界 的

欧洲人接触 。
１ ９５ １ 年 ， 马 歇 尔 家族第一次进人该 区域 ， 这也是朱 瓦西人

第一次 与西方人接触 。 马 歇尔认识 了 队群 的头 人托玛 （
Ｔｏｍａ

） 和他 的侄

女奈 （
Ｎ

！ａ ｉ
） ， 那时她 只是

一个 ８ 岁 的 小 女 孩 。 在 马 歇尔 的镜 头 里 ，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的朱瓦西人有 １ ． ５ 万平方英里 的土地 ， 他们过着 自 由 自 在 的

游牧经济生活 ， 安静而满足 。 但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 ， 朱瓦西人被划 归 为

南非纳米 比亚 ， 传统的狩猎采集生活 已 消失 ， 他们居住在安置营里 ， 他们

四周充满着战争 、 疾病 ，
人们道德败坏 、 依赖成性 ， 生活也不再平静 ， 朱

瓦西人的传统文化 已 完全崩 溃 。 影 片通过描绘奈少女时代 的 美好时光 以及

现在所饱尝的心酸痛苦 ， 敏锐记录 了 朱瓦西人的社会文化变迁过程 ， 而这

也正是全球范围 内 的那些采集狩猎 民族 、 部落 、 少数民族正在发生 的变化 。

由此可见 ， 朱瓦西人被强迫调适 自 己 去改变 ，
以适应西方文 明 和现代化下

的那些强权政治与 制度阶层 ， 而 自 己 的历史 与文化却在现代化和全球化 的

进程 中 消失得无影无踪 ， 奈的故事正是这个宏大变迁时代 的一个小小缩影 。

与此同时 ， 美 国好莱坞著名 电影 《上帝也疯狂 》 （
１ ９ ８０

） 也在这里拍摄 ， 影

片 同样 以布须曼人为 主人公 ， 却 以好莱坞式 的虚构戏剧化手法反 映现代文

明与传统社会的激烈 冲突 ，
远远不及 马歇尔 民族志 电影对朱瓦西人 的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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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与 关怀 。

三 非洲影像中的 民族志电影理论构建

美 国纪 录 片理论家 比 尔 ？ 尼 克尔斯根据纪录 片 在历史上不 同 的表 达方

式而将其划 分 为 六种类 型 ， 分别是诗意式 （
ｔ ｈ ｅ

ｐ
ｏｅ ｔ ｉ ｃｍ ｏｄ ｅ

） 、 解释说明 式

（
ｔ ｈ ｅｅ ｘ

ｐ
ｏ ｓ ｉ ｔ ｏ ｒ

ｙ
ｍ ｏ ｄ ｅ

） 、 参与式 （
ｔｈ ｅ

ｐ
ａ ｒ ｔ ｉ ｃ ｉ

ｐ
ａ ｔｏ ｒ

ｙ
ｍ ｏｄ ｅ

） 、 观察式 （ ｔ ｈ ｅｏ ｂ
？

ｓｅ ｒｖ ａ ｔ ｉ ｏ ｎ ａ ｌｍ ｏｄ ｅ
） 、反 身式 （

ｔ ｈ ｅｒｅｆｌｅ ｘ ｉ ｖｅｍ ｏｄ ｅ
）和 表演式 （

ｔ ｈ ｅ
ｐ

ｅ ｒｆｏ ｒｍ ａ ｔ ｉ ｖ ｅ

ｍ ｏ ｄ ｅ
） ，

？ 它们虽 相互影响 ， 但 也形成各 自 的原则 与 表述 方法 。 民 族 志 电

影理论方法受纪 录 片理论 的影 响 ， 然而 ，
西方 民族 志 电影 制作 者们 在非洲

大地上 的探索过程 中 ，
还产生 了新 的 民 族志 电影理论方法 ， 并对世界纪录

片理论做 出 了 卓越贡献 。

（

一

） 科学主义范式下的
“

序列电影
”

长 期 以 来 ， 人类学 以科学 主 义 范式 为 主导 ，
人类学 家将摄影机视 为科

学实验 的精确仪器 ， 因 此 电 影 为 田 野调 査 中 资 料 收 集 和 记 录 的 方 式 和 工

具 ， 也兼有
“

文化救 险
”

的 目 的 。 同 时 ， 美 国 人类学 家 玛 格 丽特 ？ 米 德

（
Ｍ ａ ｒ

ｇ
ａ ｒｅ ｔＭ ｅ ａｄ

） 积极提倡 电影 为 文字 民 族 志提供 充 分有 效 的 视觉 证据与

分析 ，
以 便 为 文字研究 提供 图 解式 的 补 充说明 。 在米德 的影 响 下 ，

以 客 观

性 和理性 为标准 的科学 主 义 民族志 电影 在影视人类学 界建立 了 长期且牢 固

的地位 。
２０ 世纪 ３ ０ 年代 以来 ， 特 别 是 ２０ 世纪 ５ ０

—

７ ０ 年代 ， 人类 学 家倾

向 使用 旁 白 解说式制作模式 。 由 于解说式类 型能较好地体现 当 时人类学家

的科学 主 义原则 ， 这一 直是 民 族 志 电影 的 主流模式 。

约翰 ？ 马 歇尔 （ Ｊ ｏ ｈ ｎＭ ａ ｒｓ ｈ ａ ｌ ｌ
） 的朱瓦 西 人 电 影 系 列 采 用 了

一 种 称 为

“

事件一序 列
”

电影 （
ｅ ｖ ｅ ｎ ｔ

－

ｓ ｅ
ｑ
ｕ ｅ ｎ ｃ ｅｆｉ ｌｍ

） 的 新类 型 ， 这 是科学 主 义 民族

忐 电影 的 制作典范 。

一 般 而言
，

“

序 列
”

电影 分为两个部分 ， 前半部分是

对关键 的 文化行为进行 图 片 加 旁 白 的 说 明 ， 后 半部分是影像呈现的 完 整事

件过程 。 马 歇尔 的朱瓦 西人 电 影 采用 了 这种方法剪辑 ， 这些影 片 力 图 强 调

①Ｂ ｉ ｌ ｌＮ ｉ ｃ ｈ ｏ ｌ ｓ
，Ｉｎ ｔ ｒｏ ｄｕ ｃ ｔ ｉｏ ｎ ｔ ｏＤ ｏ ｃ ｕｍ ｅｎ ｔ ａ ｒ

ｙ ，Ｂ ｌ ｏｏｍ ｉ ｎ
ｇ

ｔ ｏ ｎ
： Ｉ ｎ ｄ ｉ ａ ｎ ａＵ ｎ ｉ ｖ ｅ ｒ ｓ

ｉ ｔ

ｙＰ ｒｅ ｓ ｓ
，２００ １

，

ｐ ｐ
． ９９

－

１ ０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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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精确记 录 的学术价值 、 信息 资料的存贮价值 ，
也着 力 突 出 在人类学学

术上 的 教 育 价值 ， 可 以 说是解 释说 明 式 纪 录 片 的 进 一 步 发 展 。 如 ， 在

《 肉 战 》 中 ， 通过呈现猎物分配这一文化事件 ， 人类学家对朱瓦 西人 的 礼

物分配制度 、 矛盾纠纷解决 、 社会结构分层等 问题层层展现 ， 人类学家对

“

分 肉
”

这一文化事件 的 分析体现 了 由 小 见 大 、 细致深入 的 解 释说 明 特

点 。 《 关于婚姻 的一场争论 》 也按
“

事件一序 列
”

的方式分为两个部分 ：

第一部分提供 了 争论事件 的文化背景 ， 并用静止图 片介绍 主要参与者 ， 伴

随旁 白 的解释和说明 ， 电影对朱 瓦 西人婚姻制度进行详细 的分析与解释 ；

第二部分是重新再现争吵 的全部过程 ， 但没有旁 白 与字幕 ，
以便让观众 了

解整个过程 。 由 于这场关于婚姻 问题的争论涉及朱瓦西人社会生活 的很多

重要方面 ， 人类学家将这次争论 的影像分析视作研究非 洲 本土居 民婚姻制

度及变化 的经典分析案例 。 就此而论 ，

“

序列 电影
”

服务 于人类学文字说

明解释的 目 的 ， 序列 电 影
“

图解式说明
”

的有效方式成 为服务 于人类学

文本分析的典型代表 ， 这种类 型 的 影 片将 民族志 电 影 的 图 解说 明 极致发

挥 ， 有益于人类学课堂的专业教学 。 但与解释说 明 式纪 录 片 相 同 ，

“

上帝

之声
”

式 的权威感餐造 的
“

真实性
”

不可避免地受到批评和质疑 。

（
二

） 让 ？ 鲁什的民族志电影理论

让 ？ 鲁什 的 民族志 电影兼有不 同理论和方法 ， 从 民 族志 电影制作 的 角

度 ， 英 国 影视人类学家保 罗 ？ 亨利详细梳理 了 让 ？ 鲁什 民族志 电 影 的制作

历程及理念 ， 并将其电影实践归结为七个部分 ：

？ 第 一人称 的 人类学 ； 参

与 的摄影机 ； 表演 、 对话与 日 常生活
；
电影与真实 ； 事 实与虚构 ； 分享人

类学 ； 真实的 冒 险 。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
让 ？ 鲁什的 民族志 电影继承 了法

国 超现实主义 的 精 神传统 。 西方学 者认 为 ， 超现实 主义 的 民族 志 是
“

通

过对不 同异文化的并置与混杂 ，
以戏谑 、 无根基 的方式 ， 对文化进行瓦解

嘲弄或是跨越常规表现 出 浓 厚 的 兴趣
”

，

？ 在 让 ？ 鲁 什 的 民 族 志 电 影 中 ，

①
＇

Ｐａｕ ｌＨ ｅｎ ｉ ｅ
ｙ ，

ＴｈｅＡ ｄｖｅ ｎ ｔｕｒｅｏｆ 
ｔｈ ｅＲｅａ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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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ｔｈ ｎｏｇ

ｒａ
ｐ
ｈ ｉ ｃＣ ｉｎｅｍａ

，

Ｃ ｈ ｉ ｃ ａ
ｇ
ｏ ：Ｃ ｈ ｉ ｃａ

ｇ
ｏＵ ｎ ｉ ｖ ｅ ｒｓ ｉ ｔ

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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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以 非洲 为 田 野 ， 对非洲 桑海人 的 宗教信仰 、 社会组织 的关注成 为 民族志

电 影超现实主 义现代意识 的核心 内 容 。 所 以 ， 在让 ？ 鲁什倡导下 的法 国 民

族志 电影仍是 当 代人类学文化批评 的有 力 工具 ， 并且大致分为 以 下 三种 形

式 ： 其一 ，

“

真 实 电 影
”

 （
Ｃ ｉ ｎ ６ｍ ａ Ｖ ６ｒｉ ｔ ６

） ， 这 是 让 ？ 鲁 什 最 为 著 名 的 电 影

理论 。 以 《 夏 日 纪事 》 为 代表 ， 在理论方法上 ， 真实 电 影 开 启 了 拍摄 者

与拍摄对象之 间 参 与 、 合作 、 反馈 的拍摄方法 ，
还进一步探讨摄影机下 的

“

真实
”

与
“

虚构
”

的 认识论 问 题 。 值得注 意 的 是 ， 《 夏 日 纪 事 》 开创 了

参与 式纪 录 片类 型 ， 这 是 人类学 为纪 录 片理论带 来 的 新 贡献 。 其 二 ，

“

民

族志一虚构
”

 （
ｅ ｔ ｈ ｎｏ －ｆｉ ｃ ｔ ｉ ｏｎ

） 电 影 ， 以 电 影 《 美 洲 虎 》 《 我 ，

一 个 黑 人 》

为 主 。 让 ？ 鲁 什率 先将
“

即 兴 表 演
”

运 用 于 民 族 志 电 影 创 作 中 ， 形 成独

具特点 的
“

民 族 志一虚 构
”

电 影 ， 其共 同 特点 是 ： 电 影 的 内 容 不 是 事 先

设计好 的 ，
没有剧本 ， 而 以 社会演 员 的 即 兴创作 为 主 ，

一般 习 惯使用 长镜

头拍 摄 ， 不用 三脚架 。 影 片 同 时定位 于特殊 的 民族志情景 ， 也包含体现 民

族志 真实性 的要 素 。 可 见 ，

“

民 族 志一虚构
”

电 影 是 以 电 影 为特殊 媒 介 ，

呈 现社会演员 们 在真实 的生活 时 间 与 空 间 内 自 己 所表演 的 日 常生活 ， 让 ？

鲁 什认 为这 是表现对 象 主体经 验 最 有 效 的 电 影 方式 之一 。 因 此 ，

“

民 族

志一虚 构
”

电 影 是 超 现 实 主 义 的 体 现 ， 并 强 烈 地 反 映 了 民 族 志 的
“

真

实
”

， 但这种
“

真 实
”

状况却是在虚构 的 情形之下 产生 的 。 其三 ， 附体 电

影 （
ｃ ｉ ｎ ｅ

－

ｔ ｒａ ｎ ｃ ｅ
） 。 英 文 中 的

“

ｔ ｒａｎｃ ｅ

”

一般指 宗教 活 动 中 的 灵魂 附体仪式

或指 灵魂上 身 以 后 的恍惚状态 ，
ｃ ｉ ｎ ｅ －

ｔｍ ｎ ｃ ｅ 指一种
“

恍惚 出 神状态下 的 电

影
”

， 可 以理解 为让 ？ 鲁 什把 电影拍摄过 程看作 是
“

在灵魂 附体 的 过 程 下

拍摄 的 电影
”

，
也称 为

“

第
一 人 称 的 民 族 志

”

。

＆
《 昔 日 之鼓 ： 图 鲁 与 比

蒂 》 （
Ｌｅ ｓＴａｍ ｂｏｕ ｒ ｓｄ

’

Ａ ｖ ａｎ ｌ
：Ｔｕｒｎｅ ｔＢ ｉ ｔ ｔ ｉ

，

１ ９７ ２
） 是此类 电 影 的 代 表 ， 整

部 电 影仅 为一个 ９ 分钟 的长镜头 ， 却 生 动地记 录 了 多 贡祭 司 举行 的 一场黑

神 祭 典仪式 ，

“

附体 电影
”

指 引 出 超现实 主 义 在 民 族志 电 影运用 中 最 为激

进 的 制 作方法 。 综上 ，
以 电影 的方式 ， 让 ？ 鲁什在非洲 的 田 野拍摄实践传

达 出 相 对主 义 与 文化瓦解 的 态度 ， 进而表述 对西方社会 的 文化批评 ， 培植

对研究者本 文化 的讽刺 ， 这些鲜 明特点正是西方人类学者 与 民族志 电影 制

作者 自 身所具有 的 自 觉意识与批判精神 。

①Ｐａ ｕ ｌＨ ｅ ｎ ｌ ｅ
ｙ ，Ｔｈ ｅＡ ｄｖｅｎ ｔ ｕ ｒｅｏｆ

ｔｈ ｅＲ ｅａ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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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大卫 ？ 麦克杜格的观察电影理论

大卫 ？ 麦克杜格是 当今西方影视人类学界旗 帜性人物 ， 他既是人类学

观察 电影 的实践者也是理论建树者 ， 大致而言 ， 麦 克杜格 的
“

观察 电影
”

理论融合 了 纪 录 片参 与式 和 观察式 （ 以 直接 电影 为 主 ） 两种类 型 ，
可称

之为
“

参与式观察电影
”

。 《 与 牛群一起生活 》 是第一部观察 电影 ， 由 于

一改过去传统主 流解说式或
“

直接 电影
”

的 制作方式 ，
而采用新方法 与

理念 ， 其新颖的创作风格和视点立 即影响 了 同 时代的纪录片制作新人 。 本

片成为观察 电影 的代表作 ，
也是西方 民族志 电影史上里程碑式的经典 。 其

后
， 麦克杜格试图将

“

参与
”

方法 融人观察 电影之 中 ， 在 《婚礼上 的骆

驼 》 中 ， 观察电影理论得到进一 步 完善 。 以 东非吉耶人 、 图 尔 卡 纳人 为

研究对象 ， 大卫 ？ 麦克杜格创建 了
“

观察 电影
”

的 民族志 电影制作理论 ，

其鲜 明特征表现为 ： 第一 ，
观察而不是说教 。

“

观察 电影
”

以
“

显之而非

告之
”

（
ｔ ｏｓｈ ｏｗ ｉｎ

ｇ ，ｎｏ ｔ ｔｏｔｅ ｌ ｌ ｉｎ
ｇ ） 为重要特征 ，

？ 拍摄者 以摄影机 的拍摄

去发现并呈现拍摄对象 的生活世界 ， 这让观众跟随着 画 面进入到异文化的

影像之 中 ， 观众积极主动地进人观看之 中 ，
也参与 到 自 己 的 发现之旅 中 。

拍摄者尝试通过简单 的 画 面影像重新建立 与拍摄对象 的一种新 的社会关

系 ，
没有解说词 ，

也没有特殊的意 图呈现 ， 但随着 电影 的进展 ，
观众完全

地沉浸于其 中 ， 摄影机正是 以
“

观察
”

的方式对对象 的文化世界进行探

索 。 所 以
， 发现 的过程便是探索 的过程 ， 即也是研究 的过程 。 第二 ， 摄影

者与拍摄对象亲密关系 的建立 。

“

观察 电影
”

要求拍摄者与被拍摄对象建

立相互之 间 的信任关系 ， 所 以被拍摄者在镜头面前 自 然随和 ， 并非刻板拘

束 。 第三 ， 电影制作者 的
“

在场
”

。 与
“

直接 电影
”

不 同 ，
观察 电影并没

有假装摄影机和拍摄者不在场 ， 恰恰相反 ， 它通过各种方式 向观众证明 电

影制作者和摄影机 的存在 以及记 录 的 真实性 。 例如 ， 长镜头 的大量运用 、

拍摄对象的 日 常生活 、 摄影机 的偶尔运动或机位改变 、 拍摄对象对待摄影

机 的亲切态度 ， 等等 。 第 四 ，
日 常生活细节的关注 。 观察电影对 日 常生活

的呈现不是浪漤化 ，
也不是简单化 ， 而是大量 的 生 活 细节化 ， 所 以

“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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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日 常生 活 的 强大 吸 引 力 是 观 察 电 影 的 特 点 之一 。 第 五 ， 参 句 式 介

人 ， ， 观察 电 影 制作 者 有 意 在 影 片 中 以 不 同 的 方式 参 与 到 拍 摄 过 程 中
， 例

如 ，
以 谈话参 与 进 人拍摄对象的 文化事件之 中 ， 除证明 拍摄者 的

“

在 场
”

外 ， 参 与式 的访谈 有利 于揭示研究 问 题的深刻本质 ，
也益 于挖掘 对 象 文 化

的深层 意 义 。 综 上所述 ，
观察 电 影将

“

观察
”

与
“

参 与
”

相结 合 、 以 探

索 为核心 ，
通过制作 者 与拍 摄对象之 间 的

“

文 化相 遇
”

， 电 影 成 为 以
“

跨

文 化
”

方 式 进 行 的
＂

不 同 文 化 之 间 的 交 流 与 协 商
”

的
“

跨 文 化 的 电

影
”

。

② 大 卫 ？ 麦 克 杜 格 在 其 著 作 《 跨 文 化 的 电 影 》 （
Ｔ ｒａｎ ｓｃ ｕ ｌ ｔｕ ｒａ ｌ

Ｃ ｉ ｎ ｅｍ ａ ． １ ９ ９ ８
） 及 《 有 形 的 身 体 ： 电 影 、 民 族 志 与 感觉 》 （

Ｔｈ ｅＣ ｏ ｒ
ｐ
ｏ ｒ ｅ ａ ｌ

Ｉｍ ａ
ｇ
ｅ

：Ｆ ｉ ｌｍ
，Ｅ ｔ ｈ ｎ ｏ

ｇ
ｒａ

ｐ
ｈ
ｙ

ａ ｎ ｄＴｈ ｅＳ ｅ ｎ ｓ ｅ ｓ ．２ ００６
） 中 总结 了 观察 电 影 的 相 关

理论 ， 引 起 西方学 界 的普遍关注 。 虽 然观察 电影需 要拍摄者花 费大量时 间

从事 田 野工作 ， 基本不 关注对象文化背景介绍 ， 也还需 要观众改变 习 以 为

常 的 被 动式 和 奇观式的 观看 习 惯 ， 但其鲜 明 的 人类学优势 已 被西方影视 人

类学 界 、 纪 录 片 界广泛接受 ， 民族志 电影制 作理论 由 客 观理性 的科学 主 义

范式 向 多元化与 实验性 的转 向 ， 这也使观察 电 影不但成 为一种新 的 电影拍

摄方法论 ， 而且是关于 意 义 、 知识生 产等哲学 问题 的探讨 ， 其本质便是 电

影 制 作 的人类学知识 的产生 。

四 结 语

非洲 民族 志 电影 出 现 于 ２０ 世纪 中 后 期 ， 成 长 于西方殖 民 主 义 在 非 洲

大陆 的退 场及 非洲 独 立 民族 国 家 的建立进程 中 ， 然而 ，
西方殖 民 主 义 、 霸

权 主 义对非 洲 的深重影 响 尚 未 了结 。 殖 民 主 义 背景下 的非洲 田 野 丁． 作 ， 导

致人类学者受 限于西方人类学权威 的 建构 ， 而权威性与西方 文化霸权影 响

了 西方 民族志研究缺乏对被研究 对象 的 尊重 ， 也缺乏把人类学 自 身理论实

践与世界政治经济过程相结合 。 虽然 民族 志 电影不可避免地受此局 限 和 影

响 ， 然 而 ，
以 非洲族群为研究 对象 的 民族 志 电影制 作者们 ， 力 图尊 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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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的
“

人 观
”

， 寻求超越文字 民族志 的传统表述 ， 尝试 以 富有开创性 的

新方法反映非洲社会文化变迁 ， 并体现人类学者对本文化的反思精神 。 所

以 ， 在理论方法上 ， 非洲 民族志 电影制作从科学主义 的单一范式到参与 电

影 、 超现实 主义 、 观察 电影等多元表述 的变化 ， 表 明 了 西方影视人类学家

以 影像符号 为分析角 度 ， 尝试采取不 同 的影像表述策略与方法 ， 也力 图 展

现他们在非洲 田 野工作 中 所获取 的知识及其对 日 常生 活事件 的捕捉 ， 从而

正确反映各非洲族群的历史与现实情境 ， 向 观众表达人类学家 、 民族志 电

影制作者对非洲文化的丰 富经验和细致理解 ， 并跨越 民族志文字文本的局

限 ， 探讨人类学 民族志 电 影在世界政治经济体 系 中 范 围更广 的 意义 与 价

值 ， 以影像描绘更全面 、 更丰富 的异文化经验 图 景 。

所 以 ， 在 电影实践上 ， 西方 民族志 电影制作者们注意 到 以影像为媒介

记录不 同 非洲群族的社会生活及变迁 ， 表达非洲 大陆丰 富多彩 、 千姿百态

的异域族群文化 。 这些影 片不但展现 了 当地本土居 民 的 日 常生活行为 、 重

要仪式典礼 ， 还展现 了他们对于生活 的态度 、 思想观念 以及社会族群的发

展变化 ；
不仅有 当地土著居 民对于 自 己 身份认 同 的看法 ， 也包括殖 民 主义

对 当地人社会文化生活带来 的影 响 ；
还更努 力 地寻求非 洲 的

“

本土观点
”

及表达方式 。 因此 ， 非洲 民族志 电影 的意义 和价值及独特的学术贡献便在

于 ， 以 文化批评 的视角 ，
对人类学非洲研究与影像制作过程 中 的 自 我批评

意识 的不断塑造 ； 对 以 种族 主义 、 民 族 中 心 主 义 为 主 的 西方价值 观 的挑

战 ；
也是对西方社会文化本身的思考方式进行 自 我批评与反省 。 可见 ， 非

洲 民族志 电影 的制作得益于人类学研究者和拍摄者在不 同 的非洲 文化情境

中 发现新 的理论方法 、 产生新 的 表达方式 ， 培养新 的 洞察力 和分析 眼光 ，

也不断地从中创造 出 新 的洞 见与理解 。

（ 责任编 辑 ：
王 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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