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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云之南纪录影像展（草创时称云之南人类学影像展），创办于2003年，至2009年，已连续举办四届，
而成长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独立影像展之一。
本书为第一届影展的手册，介绍了所有放映及投稿作品，目录有：
序
影展宗旨
回放单元（4部作品）
竞赛单元（22部作品）
学生单元（19部作品）
观摩单元（来自中国和美国的7部作品）
现场对话
影像仓库（82部投稿作品）
本书和其他几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的手册一起，描绘了中国独立纪录片十年发展的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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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云之南人类学影像展（后改称云之南纪录影像展）组委会，是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白玛山地文化研究
中心”所属的一个策展和研究小组，由一群热爱记录片的志愿者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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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　　要追寻一个影像展的起点，首先得寻找个人和集体视觉经验的历程。 
　　我 1955年出生，从那时直到1980年代初，可以说是电影一统影像之天下的时代。当时昆明有几家
国营电影院，我们由家长或老师带领，差不多一年看两、三次黑白电影，大多数为国产的战争片和大
跃进片。偶尔看到一部外国片，如前苏联的《列宁在1918》、英国的《鬼魂西行》，还有不知哪个国
家的《十字军》，印象便很深刻。文革期间电影的样式极少，可样板戏影片却大大普及了电影教育，
片中的对白和音乐，当时大多数人都能背下来。 
　　文革后的 70年代中、后期，我们开始从电影时代转向电视时代。最初是某家人有了一部黑白电视
机，便在过年过节时拿到院子里供所有邻居围着看。那时往往要出国回来的人，或有门路的人，才可
以到归国办公室之类的机构凭票买电视等“大件”，所以家里有电视是件很荣耀的事。 
　　记得是１９８５年，父亲搞到一张内部票，买了台黑白电视。之后短短四、五年间，我们家就从
黑白电视进步到彩色电视。 1996年，妻子单位发了一台电脑，再过两年，我们家又添了DVD。就在同
时，周围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或前或后跑步进入了 “ 电子影像时代 ” 。而同样的过程，在我调查的
德钦藏族农村也正在发生着。 1997年我第一次去明永村时，村里的男女老少每晚都聚集在有电视和放
像机的活佛家，看到一两点才离开。到2001年，大部份人家的平顶上就架起了接收电视信号的天锅。 
　　变化的步伐还在加快。当电视机在明永村普及的时候，我借钱买了一部 Sony VX1000（数字摄象
机）, 到周围几个村子拍自己的作品。不久，村里的诗人扎西尼玛说他也想拍录象，他于是成了我们
项目组的成员，拍摄了第一部纪录片：《冰川》。 
　　在毫无察觉的转眼间，我们居住的故土就成了电视机生产的大国，电脑生产的大国，拼贴广告的
大国，制造正版和盗版影像的大国。 
　　去年为国际山地年会的展览，我到一家制版公司做照片喷绘，见那些技术熟练而漫不经心的年轻
专业人员用 photoshop6.0和一大堆四处搜来的照片，几分钟就完成一张花哨的广告，不禁深深被影像
制造的便捷所震惊。大海、飞鱼、摩天大楼、泳装美眉、热带水果，一切都从遥远的虚空中汇集而来
，供我们留下的唯一一个器官 —— 眼睛所享用。 
　　眼球经济，视觉文化， DV时尚，电子游戏，每天涌入视网膜的电子信息，让身体的其他感官都
成了瞎子。连战争和探险都成了虚拟的影像，我们同真实的交流几乎被屏幕隔断。 
　　所以，这个时代确切的命名，应该是“制造影像的时代”。那些被制造出来的以满足感官刺激为
目的影像，正在改变着我们观看世界的方式，也改变着影像被创造出来的初衷之一：记录真实。 
　　生活越是被凭空制造的视觉符号所充斥，人们越渴望与自然、与他人真实的交流。不管这种真实
是关乎外部世界的，关乎内心的，还是在“ 趴在墙上的苍蝇 ”眼里反映出来，或纪录电影作者干预
中产生的。因此，纪录片的存在不仅与影像对于这个时代的价值有关，它毕竟还为人们保留着一条与
现实世界沟通的渠道，能够引导我们回归我们必须落脚的土地。 
　　本影像展对纪录影像的倡导，即是回应“ 读图时代 ”的现实，也试图寻找个人和社会群体赖以
生存和发展的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念。 
　　创办云之南人类学影像展的动议产生于 2002年的中旬。但在这以前，与之有关的想法已经酝酿了
一段时间，与之有关的行动也已做了几年，如2000年 “ 复眼小组 ” 在上河会馆的影展； 2001年云南
艺术学院举办的DV作品展；又如云南大学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的学生组织了 “ 昆明电影学习小组 
” ，他们在云大科学馆每周一次的电影放映，坚持了两年多。到 2002年，昆明地区分散的影像活动逐
渐合流，首先是博物馆开办了持续半年的、以影像表达为主要形式的 “ 博物馆之友 ” 讲座。随后由
昆明电影学习小组、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民族学院和艺术学院几家联合，举办了四个月的 “ 昆明影
像论坛 ” ，为全面展示云南纪录片作者的成果提供了一个平台。 
　　其实，云南和纪录影像的渊源还可以追朔到更遥远的年代。记得去年我在云大旁边的餐馆和英国
来的乐维思女士聊天，才知道他父亲 20世纪40年代曾在这里传教，还拍过一个关于昆明的短片。她此
行放映的内容就是那次聊天的结果。前天，英国来的安迪又给我展示了几十张收藏在法国传教士图书
馆的云南旧照。前几年关于 “ 云南老照片 ” 的许多议论和展览活动，已经揭开中国纪录影像史的一
角。至今还沉睡在国内外文化档案库里的大批图像，将成为我们整理和认识 “ 影像中国 ” 的起点。 
　　从 1950年起，中国的影像纪录活动被纳入一种新的文化体系中。伴随着 “ 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
查 ” 运动的开展，由民族学者和电影工作者组成的摄制组以 “ 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片 ” 作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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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开始用电影胶片拍摄各民族的生活状态，直到 70年代，这项工作还在进行。尽管当时遵循的某些
观念和原则并不为今天的研究者赞同，但这次延续２０多年的拍摄活动，给后人留下了社会大变革时
期中国、尤其是云南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珍贵记录。如今，这些影片日益受到国际影视人类学界的重
视，被誉为中国民族志电影的开山之作，无论在艺术和理论上都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而这批作品的
主创者之一，便是云南的杨光海、蔡家骐等前辈。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降，以个性表达、文化关怀为特点的记录电影在省内外兴起，一些原来栖身
于体制内或体制边缘的电视编导，如吴文光、朱晓阳、郝跃骏、刘晓津、张宇丹、谭乐水、周岳军、
魏星等，纷纷动手拍摄个性化的作品。到了９０年代，以云南大学同德国合作的 “ 东亚影视人类学
研究所 ” 的建立为契机，以及一些学者加入 DV拍摄的行列，纪录电影的制作、理论研究和机构建设
在云南得到长足的发展。 
　　今天，云南仍然是纪录影像制作的热点。有朋友开玩笑说，光在泸沽湖一个地方，每年都有上百
支电视拍摄小组转悠。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自然资源，正在研究者的努力下，通过影像的制作
和传播而转变为商业和文化信息的资源，并进而转变为人才和学术的资源。云南大学、云南艺术学院
、云南民族学院对专业人才的培养，大批非政府组织在生态保护、性别研究、社区发展、前卫艺术等
领域的活动，各种纪录片小组对农村、民族的长期关注，正在营造一个日趋良好的文化环境。正是这
样的环境，催生了一个以文化和生物多样性为主题的 “ 云之南人类学影像展 ” 。 
　　有人曾问：世界上每两天就有一个影像展，你们怎么还要搞一个？这提问让我想起美国纪录片人
梭米为介绍肯塔基 “ 阿帕影像工作站 ” (Appalshop)发来的邮件： 
　　“ 这两个国家的两个地区（指肯塔基和云南），有着两个最重要的共同点：其一，它们在地理上
都远离传统的文化生产中心（我们这儿是纽约和洛杉矶，你们那儿是北京和上海）；其二，它们都拥
有独特的文化和民族的历史传统与认同感。我们很想在当前全球化和媒体及信息技术扩张的背景下来
讨论上述问题，分享彼此的经验 ” 。 
　　梭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恰当的理由：正因为我们远离中心，远离那些强有力的视觉语言，我们才
有可能独立思考。云之南，是一个边缘的地域。即非政治主流又非商业主流的纪录片，是一种边缘的
影像。这两者将共同塑造一个多样化的视觉空间。惟有在此多样的空间里，才可能发出不同的声音；
有不同的声音，彼此的对话才可能实现。而 “ 声音 ” 和 “ 对话 ” ，正是本届影展的两个主题。 
　　近几年，做影像展成了风气，其基本的指向或是前卫的，地下的，或是官方影视机构的。刻板气
派的体制内影展，和活泼松散的民间活动虽各擅其长，但缺乏沟通，中间需要一座连接的桥梁，一种
对话的机制。博物馆作为公益型的社会文化教育中心，有责任也有必要充当正统文化和民间文化对话
的中介。在国外，由博物馆举办人类学影像展早已成惯例，而在中国，重 “ 物 ” 不重 “ 人 ” ，重 
“ 有形遗产 ” 而不重 “ 无形遗产 ” ，重固定展览而忽视动态展示，依然是博物馆界的风气。云南
省博物馆愿意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愿意通过此次影像展，探索打开大门、转变机制的途径。 
　　这个活动在策划的初期，我们就试图做一种机制，而不仅仅做一件事情。我们借鉴做国际项目的
经验，以 “ 公正，开放，合作 ” 的原则为指导，尝试运用项目管理的方式，整合博物馆、大学、民
间艺术社区（创库）、文化网站（西部科技频道、电影夜航船等）、电视台和纪录影像作者的资源，
通过共同参与一个事业的过程，创建一个交流的网络，进而再构造一个培养能力、刺激思考、促进视
觉产品传播的渠道。从２００２年６月到今天，策展小组、组委会的全部活动，都在对话、讨论、行
动的气氛中进行。这样的气氛，把每个参与的人卷入其中，以志愿者的身份，组成友好协作的团队，
为他人、也为自己的发展努力工作。 
　　中国是当今文化变迁最剧烈的地区，也是辉煌的历史戏剧频繁上演的大舞台。纪录影像赋予我们
一个有力的工具，让我们去参与新文化的建设，去表达不同人群的声音，去冷静地观察时代演变的脉
络，去尽力保存这一代人的记忆。 
　　
2、　　这是一个由专业的研究团队，心怀对影像大神的敬畏之心，用虔诚的态度创办的影像展。
　　是没有明星，没有消费感、不矫揉造作的影像展。里面的纪录片不会是你理解的CCAV9播放的唯
美风光片。大多数的作者半路出家，极少有电影学院、艺术院校的学习经历。作者对影像理解质朴，
鲜少花活幺蛾子。大多数参展影片在此播放后就无缘再见世人。但，这个影像展的存在，能代表我们
对这个世界的感悟和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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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这是一个由专业的研究团队，心怀对影像大神的敬畏之心，用虔诚的态度创办的影像展。是没有
明星，没有消费感、不矫揉造作的影像展。里面的纪录片不会是你理解的CCAV9播放的唯美风光片。
大多数的作者半路出家，极少有电影学院、艺术院校的学习经历。作者对影像理解质朴，鲜少花活幺
蛾子。大多数参展影片在此播放后就无缘再见世人。但，这个影像展的存在，能代表我们对这个世界
的感悟和宽容。
2、要追寻一个影像展的起点，首先得寻找个人和集体视觉经验的历程。 我 1955年出生，从那时直
到1980年代初，可以说是电影一统影像之天下的时代。当时昆明有几家国营电影院，我们由家长或老
师带领，差不多一年看两、三次黑白电影，大多数为国产的战争片和大跃进片。偶尔看到一部外国片
，如前苏联的《列宁在1918》、英国的《鬼魂西行》，还有不知哪个国家的《十字军》，印象便很深
刻。文革期间电影的样式极少，可样板戏影片却大大普及了电影教育，片中的对白和音乐，当时大多
数人都能背下来。 文革后的 70年代中、后期，我们开始从电影时代转向电视时代。最初是某家人有了
一部黑白电视机，便在过年过节时拿到院子里供所有邻居围着看。那时往往要出国回来的人，或有门
路的人，才可以到归国办公室之类的机构凭票买电视等“大件”，所以家里有电视是件很荣耀的事。 
记得是１９８５年，父亲搞到一张内部票，买了台黑白电视。之后短短四、五年间，我们家就从黑白
电视进步到彩色电视。 1996年，妻子单位发了一台电脑，再过两年，我们家又添了DVD。就在同时，
周围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或前或后跑步进入了 “ 电子影像时代 ” 。而同样的过程，在我调查的德钦
藏族农村也正在发生着。 1997年我第一次去明永村时，村里的男女老少每晚都聚集在有电视和放像机
的活佛家，看到一两点才离开。到2001年，大部份人家的平顶上就架起了接收电视信号的天锅。 变化
的步伐还在加快。当电视机在明永村普及的时候，我借钱买了一部 Sony VX1000（数字摄象机）, 到周
围几个村子拍自己的作品。不久，村里的诗人扎西尼玛说他也想拍录象，他于是成了我们项目组的成
员，拍摄了第一部纪录片：《冰川》。 在毫无察觉的转眼间，我们居住的故土就成了电视机生产的大
国，电脑生产的大国，拼贴广告的大国，制造正版和盗版影像的大国。 去年为国际山地年会的展览，
我到一家制版公司做照片喷绘，见那些技术熟练而漫不经心的年轻专业人员用 photoshop6.0和一大堆
四处搜来的照片，几分钟就完成一张花哨的广告，不禁深深被影像制造的便捷所震惊。大海、飞鱼、
摩天大楼、泳装美眉、热带水果，一切都从遥远的虚空中汇集而来，供我们留下的唯一一个器官 ——
眼睛所享用。 眼球经济，视觉文化， DV时尚，电子游戏，每天涌入视网膜的电子信息，让身体的其
他感官都成了瞎子。连战争和探险都成了虚拟的影像，我们同真实的交流几乎被屏幕隔断。 所以，这
个时代确切的命名，应该是“制造影像的时代”。那些被制造出来的以满足感官刺激为目的影像，正
在改变着我们观看世界的方式，也改变着影像被创造出来的初衷之一：记录真实。 生活越是被凭空制
造的视觉符号所充斥，人们越渴望与自然、与他人真实的交流。不管这种真实是关乎外部世界的，关
乎内心的，还是在“ 趴在墙上的苍蝇 ”眼里反映出来，或纪录电影作者干预中产生的。因此，纪录
片的存在不仅与影像对于这个时代的价值有关，它毕竟还为人们保留着一条与现实世界沟通的渠道，
能够引导我们回归我们必须落脚的土地。 本影像展对纪录影像的倡导，即是回应“ 读图时代 ”的现
实，也试图寻找个人和社会群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念。 创办云之南人类学影像展的
动议产生于 2002年的中旬。但在这以前，与之有关的想法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与之有关的行动也已
做了几年，如2000年 “ 复眼小组 ” 在上河会馆的影展； 2001年云南艺术学院举办的DV作品展；又如
云南大学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的学生组织了 “ 昆明电影学习小组 ” ，他们在云大科学馆每周一次
的电影放映，坚持了两年多。到 2002年，昆明地区分散的影像活动逐渐合流，首先是博物馆开办了持
续半年的、以影像表达为主要形式的 “ 博物馆之友 ” 讲座。随后由昆明电影学习小组、云南省博物
馆、云南民族学院和艺术学院几家联合，举办了四个月的 “ 昆明影像论坛 ” ，为全面展示云南纪录
片作者的成果提供了一个平台。 其实，云南和纪录影像的渊源还可以追朔到更遥远的年代。记得去年
我在云大旁边的餐馆和英国来的乐维思女士聊天，才知道他父亲 20世纪40年代曾在这里传教，还拍过
一个关于昆明的短片。她此行放映的内容就是那次聊天的结果。前天，英国来的安迪又给我展示了几
十张收藏在法国传教士图书馆的云南旧照。前几年关于 “ 云南老照片 ” 的许多议论和展览活动，已
经揭开中国纪录影像史的一角。至今还沉睡在国内外文化档案库里的大批图像，将成为我们整理和认
识 “ 影像中国 ” 的起点。 从 1950年起，中国的影像纪录活动被纳入一种新的文化体系中。伴随着 “
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 运动的开展，由民族学者和电影工作者组成的摄制组以 “ 少数民族社会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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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科学纪录片 ” 作标题，开始用电影胶片拍摄各民族的生活状态，直到 70年代，这项工作还在进行
。尽管当时遵循的某些观念和原则并不为今天的研究者赞同，但这次延续２０多年的拍摄活动，给后
人留下了社会大变革时期中国、尤其是云南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珍贵记录。如今，这些影片日益受到
国际影视人类学界的重视，被誉为中国民族志电影的开山之作，无论在艺术和理论上都具有无可替代
的价值。而这批作品的主创者之一，便是云南的杨光海、蔡家骐等前辈。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降，以
个性表达、文化关怀为特点的记录电影在省内外兴起，一些原来栖身于体制内或体制边缘的电视编导
，如吴文光、朱晓阳、郝跃骏、刘晓津、张宇丹、谭乐水、周岳军、魏星等，纷纷动手拍摄个性化的
作品。到了９０年代，以云南大学同德国合作的 “ 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 ” 的建立为契机，以及一
些学者加入 DV拍摄的行列，纪录电影的制作、理论研究和机构建设在云南得到长足的发展。 今天，
云南仍然是纪录影像制作的热点。有朋友开玩笑说，光在泸沽湖一个地方，每年都有上百支电视拍摄
小组转悠。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自然资源，正在研究者的努力下，通过影像的制作和传播而转
变为商业和文化信息的资源，并进而转变为人才和学术的资源。云南大学、云南艺术学院、云南民族
学院对专业人才的培养，大批非政府组织在生态保护、性别研究、社区发展、前卫艺术等领域的活动
，各种纪录片小组对农村、民族的长期关注，正在营造一个日趋良好的文化环境。正是这样的环境，
催生了一个以文化和生物多样性为主题的 “ 云之南人类学影像展 ” 。 有人曾问：世界上每两天就有
一个影像展，你们怎么还要搞一个？这提问让我想起美国纪录片人梭米为介绍肯塔基 “ 阿帕影像工
作站 ” (Appalshop)发来的邮件： “ 这两个国家的两个地区（指肯塔基和云南），有着两个最重要的
共同点：其一，它们在地理上都远离传统的文化生产中心（我们这儿是纽约和洛杉矶，你们那儿是北
京和上海）；其二，它们都拥有独特的文化和民族的历史传统与认同感。我们很想在当前全球化和媒
体及信息技术扩张的背景下来讨论上述问题，分享彼此的经验 ” 。 梭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恰当的理
由：正因为我们远离中心，远离那些强有力的视觉语言，我们才有可能独立思考。云之南，是一个边
缘的地域。即非政治主流又非商业主流的纪录片，是一种边缘的影像。这两者将共同塑造一个多样化
的视觉空间。惟有在此多样的空间里，才可能发出不同的声音；有不同的声音，彼此的对话才可能实
现。而 “ 声音 ” 和 “ 对话 ” ，正是本届影展的两个主题。 近几年，做影像展成了风气，其基本的
指向或是前卫的，地下的，或是官方影视机构的。刻板气派的体制内影展，和活泼松散的民间活动虽
各擅其长，但缺乏沟通，中间需要一座连接的桥梁，一种对话的机制。博物馆作为公益型的社会文化
教育中心，有责任也有必要充当正统文化和民间文化对话的中介。在国外，由博物馆举办人类学影像
展早已成惯例，而在中国，重 “ 物 ” 不重 “ 人 ” ，重 “ 有形遗产 ” 而不重 “ 无形遗产 ” ，重固
定展览而忽视动态展示，依然是博物馆界的风气。云南省博物馆愿意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愿意通过
此次影像展，探索打开大门、转变机制的途径。 这个活动在策划的初期，我们就试图做一种机制，而
不仅仅做一件事情。我们借鉴做国际项目的经验，以 “ 公正，开放，合作 ” 的原则为指导，尝试运
用项目管理的方式，整合博物馆、大学、民间艺术社区（创库）、文化网站（西部科技频道、电影夜
航船等）、电视台和纪录影像作者的资源，通过共同参与一个事业的过程，创建一个交流的网络，进
而再构造一个培养能力、刺激思考、促进视觉产品传播的渠道。从２００２年６月到今天，策展小组
、组委会的全部活动，都在对话、讨论、行动的气氛中进行。这样的气氛，把每个参与的人卷入其中
，以志愿者的身份，组成友好协作的团队，为他人、也为自己的发展努力工作。 中国是当今文化变迁
最剧烈的地区，也是辉煌的历史戏剧频繁上演的大舞台。纪录影像赋予我们一个有力的工具，让我们
去参与新文化的建设，去表达不同人群的声音，去冷静地观察时代演变的脉络，去尽力保存这一代人
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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