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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
“非遗”

民族题材纪实影像的非遗价值
——从“2015中国民族题材纪录片回顾展”谈起 □顾 群

“2015中国民族题材纪录片回顾展”日前在
京举行。这是一次全国规模的、具有历史纵深
性的民族题材纪录片展映活动。影展期间展映
了 42部跨越百年的优秀民族题材纪录片，并举
办了一系列的学术论坛活动。

由中国民族博物馆参与并承办的此次民族
题材纪录片回顾展，首先是博物馆的自身功能
定位的要求。博物馆是收藏人类历史记忆的神
圣空间，民族博物馆则是各民族存放历史文化
遗产的精神家园和情感寄托地，是国家珍藏文
化多样性财富以及培育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
识的场所。为此，民族博物馆一直致力于收藏
那些能够承载各民族历史文化记忆的文物资
料。当今世界，随着社会发展，影像作为一种新
兴载体，凭借其对人类社会生活的丰富、立体的
记录和再现能力，已成为当代博物馆的一种新
形态的收藏品。我们知道，少数民族的很多文
化是无法仅仅依靠实物来呈现的，比如大量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影像却能够细致、丰富地呈
现出这些文化遗产的内涵和细节。所以，将影
像与博物馆连接，是未来博物馆的必然选择；把
民族志影像资料纳入民族博物馆的收藏展示空
间，更是民族博物馆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所
以，我们积极承办民族题材纪录片展映活动，正
是中国民族博物馆保护和传承中国少数民族丰
富多彩的历史文化的使命和职责使然。

举办民族题材纪录片回顾展，也是我国民
族题材纪录片发展现状的要求。今天这个时
代，中国正在经历着一系列剧烈的文化变革，由
此也催生出了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的拍摄高
潮。可以说，我国目前的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
领域正在进入一个收获期。但与此同时，我们
也发现：民族题材纪录片至今仍然是一个最缺
乏收藏、展示、交流平台的领域，因此，创建一个
全国规模的收藏、展示、交流平台十分必要和紧
迫。在这样一个时候，及时创建一个面向全国、
最终达到面向全世界的交流平台，来集中展示
和收藏这一领域的丰硕成果，是时代的要求，也
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样的展映活动，也是构建各民族多元文
化沟通、对话、理解的平台，是推动培育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工作大局的要求。去年召
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号召我们要培育中华
民族共同精神家园，大家都在努力致力于探索
创新形式和载体，来积极推动各民族历史文化
的典藏和展示，在不同民族间构建共享的历史
文化记忆和共享的现实文化形式。所以，民族
题材纪录片的收藏和展示，正是时代的要求。

“2015中国民族题材纪录片回顾展”传递出
了这样一个信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如
何用纪实影像真实地再现、表达和传播少数民
族的多样性文化和历史，正在成为一个被社会

关注和聚焦的事情。这样一个信息，一定会鼓
励更多的人去投入民族题材纪实影像的探索和
创作。

本次影展以“家园·遗产”为主题，分设了三
个专题。“鄂伦春百年影像展映暨论坛”是其中
一个具有创新意义的专题。中国民族博物馆在
英国剑桥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博物馆的帮助
下，获取了上世纪 20年代末英国人类学家在鄂
伦春地区拍摄的5000多张图片和4个小时的影
像资料，从中精选出 20 张图片与半小时的影
像。在此基础上，又征集了上世纪 60 年代、90
年代及最近几年间的 4部鄂伦春经典民族志影
像作品。此外，在馆藏的鄂伦春游猎时代代表
性生产生活器物中，精选出20件文物，并请来
了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的朋友现场呈现鄂伦春
游猎歌舞。通过上述“图、影、物、人”四个
维度的交织与对话，我们集中呈现出鄂伦春族
在近 100年间所经历的巨大历史变迁。这样的
展示方式充分体现了博物馆的特点和优势。百
年影像所展示的跨越，是博物馆收藏历史的展
现，是博物馆所给予大家的历史纵深感。对于
中国民族博物馆来说，这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和
探索。

“中国民族志纪录片经典回顾”是另一个厚
重而富有历史感的专题。回望新中国成立以来
民族志纪录片所走过的道路，我们在影视人类
学家的帮助下从大量作品中选取了其中的 15
部，来表达对经典作品和那些为民族志纪录片
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创作者的敬意。

此外，还设立了“家园·遗产”主竞赛单元，
并设立了“中国民族博物馆民族志电影永久收
藏奖”，希望以此鼓励同类纪录片的创作和发
展。在竞赛单元里，较短时间内征集到了105部
作品，这些作品或反映中国各民族有形及无形
文化遗产，或反映各民族当下日常生活、传统与
现代的碰撞、生态与文化的变迁。经过评审委
员会的认真评选，将产生出金奖、银奖、铜奖等
作品。另外，我们还设立了“终生成就奖”，授予
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从事民族题材纪录片
创作的杨光海先生，以表达对他为民族志电影
所作出的特殊贡献。

中国民族博物馆已经确立起一个长期目
标，那就是通过持续不断地举办民族题材纪录
片影展，建立起一个较具规模的“中国少数民族
文化遗产影像数据库”。在一个广阔的、具有集
散作用的民族题材纪录片的收藏和展映平台
上，努力形成一个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影像的交
流、展示、研究中心。同时，我们还将在推动中
国民族志电影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在推动我
国民族志电影的国际交流方面，努力发挥自己
的作用。

（作者系中国民族博物馆馆长）

《火龙窑》记录了广西靖西县用火龙窑烧造泥质陶器的过程，夹杂着对靖西壮族民间习俗的叙述。

《宾阳油纸伞》记录广西宾阳县陆村陆玉带老
师傅对油纸伞制作技艺的深厚感情。

《黄泥鼓制作》记录广西金秀县瑶族打击乐器
黄泥鼓的制作过程和当地人民的生活。

《竹艺》真实记录了广西瑶族人民的竹艺生活。

《《佧佤族佧佤族》，》，19571957年拍摄年拍摄，，关注了云南省西盟山佤族解放前关注了云南省西盟山佤族解放前
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向奴隶社会过渡的情况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向奴隶社会过渡的情况。。除了部落联盟除了部落联盟、、
刀耕火种的生活习俗以外刀耕火种的生活习俗以外，，对剽牛对剽牛、、拉木鼓等也有反映拉木鼓等也有反映。。

《《隆务河畔的鼓声隆务河畔的鼓声》，》，19961996至至19971997年拍摄年拍摄，，关注了青海省同仁关注了青海省同仁
县隆务河沿岸人民的信仰状态县隆务河沿岸人民的信仰状态。。在祭神盛会在祭神盛会““六月会六月会””上上，，人们载人们载
歌载舞歌载舞，，感谢神灵保佑感谢神灵保佑、、喜迎丰收喜迎丰收。。

《马散四章》，2008年拍摄，以 1957年拍摄影
片《佧佤族》中的大马散村为拍摄地，关注佤族文
化的保护和传承。

《让灵魂回家》，2012 年拍摄。在女巫师
引导下，台湾阿美族太巴塱Kakita'an家族和村
落代表与柱子中的祖灵对话。

《《娲皇宫志娲皇宫志》，》，20082008至至20112011年拍摄年拍摄。。娲皇宫是一方娲皇宫是一方
空间空间，，坐落在河北省涉县坐落在河北省涉县，，历史文化内涵丰富历史文化内涵丰富。。影片呈影片呈
现了作者鲍江心目中的娲皇宫现了作者鲍江心目中的娲皇宫。。

《老族谱》，2010年拍摄，记录一次修谱的
过程以及人们的心理纠结。其中也涉及了印
刷文化的变迁。

《《咱当苗年咱当苗年》》讲述讲述““苗年苗年””到来到来，，外出打工的苗族村外出打工的苗族村
民们纷纷赶回寨子与亲人团聚的情形民们纷纷赶回寨子与亲人团聚的情形。。在离乡打工与在离乡打工与
留守家园之间留守家园之间，，他们都陷入了深深的挣扎他们都陷入了深深的挣扎。。

《苗山剪禾》记录广西融水苗族人民的传统糯谷
收割生产活动。

《神鹿啊神鹿》，1992至1996年拍摄，讲述
鄂温克族少女柳芭饲养驯鹿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