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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格桑梅朵”》

内容概要

《传播与民族文化研究文丛 寻找“格桑梅朵”：西藏昌都地区流动电影放映田野研究实录》所收录的
，是我2010年、2011年、2012年三次到西藏昌都地区进行流动电影研究的田野笔记。在这些田野调查
资料的基础上，我先后撰写过多篇文章，也写过一本研究专著。在那些文章或是专著中，我也曾援引
过田野笔记中的一些内容。为什么要把这样一些田野笔记公开出版，并不是说这些田野笔记有多高的
学术价值，更不敢奢望这样一些田野笔记出版之后会像当年马凌诺斯基的田野笔记出版之后那样在世
界人类学界引起强烈“地震”，而是想基于自己的一些田野研究心得，在呈现某一段田野调查的心路
历程的同时，也希望这样一些粗糙的文字能够给后来的学习者提供某种借鉴，甚至是批判。
在正式开始阅读笔记之前，对于田野调查中田野笔记的书写，我想谈一个小问题：以写字的方式进行
思考。这完全是一个基于经验的总结，同样希望得到读者的批判。
或许是田野笔记尽是“研究者本人的私人文档”（罗伯特·埃莫森等，2012前言：3），或许是“田野
笔记看起来太显示个性、太凌乱、太不经琢磨，因而研究者不能堂而皇之地把它们呈现在任何读者面
前”（罗伯特·埃莫森等，2012前言：4）。或许还有其他的原因。正因如此，无论是人类学研究中，
还是那些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所进行的研究，我们看到的通常是经过精心打磨之后的民族志文本，而
较少看到那些较为粗糙的田野笔记。一般来说，田野笔记是在田野中完成的，是格尔兹所说的“在那
里”（being there）的状态，而民族志文本，则是在书斋里完成的，是“在这里”（being here）的状态
。在我看来，对于一项田野调查的完整的理解，需要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从个人经验来说，在田野调
查期间，对于后来的民族志写作存在着多种可能，但是最后所形成的民族志文本，仅仅是多种可能的
其中一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尤其是对于田野调查的初学者来说，从田野笔记的书写入手来学习田
野调查方法，似乎也有更为重要的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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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格桑梅朵”》

书籍目录

以“写字”的方式思考——作者序
2010年田野笔记
从昆明到成都
漫漫川藏路
在澜沧江的起点处
仰望高原的星空
高原上的“世界杯”
扎曲河边的碧塘村
到瓦尼村访问
从日通到柴维
耍坝子
从柴维到拉多
里屋传来诵经声
寻找格桑梅朵
从昌都到芒康
边城芒康
盐井的卓玛
日行三省
2011年田野笔记
午夜摸进盐井
曲孜卡温泉
等待扎西
澜沧江边的拉珍家
邦达乡放映员家
从芒康到左贡
玉曲河边的热嘎家
夜宿邦达镇
从邦达到洛隆
在洛隆休整
边坝，我们来了！
醉在边坝
再到怒江边
探访“茶马古道”
海拔4100米的都瓦乡
再回边坝县城
行路难
再到昌都
在类乌齐吃到闭门羹
你好，丁青
等待
终于再次开工了
⋯⋯
2012年田野笔记
附录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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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开篇的序言及最后的附言，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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