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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史》

内容概要

《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史》内容简介:面对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发展现状，作为一名少数民族的电影学研
究学者和专家，饶曙光敏锐地觉察到现阶段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所呈现出的个性特征和存在的问题
，并以此为契机，对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发展历史作了详细地梳理和挖掘，经过长久的准备和写作
，终于著就《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史》。该书对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资料进行了充实和补充，在电影专业
史研究领域中尚属第一本，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饶曙光以其得天独厚的学术环境观摩了大量少数民
族题材影片，既能够从宏观上对电影史学研究的方向进行把握，又能够从微观上对单部影片或者导演
进行细致、公允的评价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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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史》

作者简介

饶曙光，土家族。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中国电影艺术研
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

    1985年开始从事电影研究，主要研究领域为电影美学、中国电影史、当代中国电影电视、影视与大
众文化等。在全国各大报刊上发表了300多篇文章，共200多万字。《迷失在意识形态的判断中——从
电影(芳香之旅)说开去》获得中国文联2006~渡优秀学术论文奖。《国有影视企业与中国主流大片》在
第十六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电影论坛上获优秀学术论文二等奖。《关于电影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的几点思考》获2008年“广电总局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理论征文活动”一等奖。

    出版了多部译著和专著，主要有：《中国文学理论》、《新时期电影文化思潮》、《中国喜剧电影
史》、《中国电影市场发展史》、《新中国60年电影形态研究》，主编有《中国电影分析》等。承担
并完成过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及国家广电总局部级社科项目。现承担国家广电总局重大课题《
中外合拍片与中国电影全球化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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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史》

书籍目录

导言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少数民族电影创
作(1949-1955)第三章  “双百方针”与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1956-1959)第四章  曲折中发展的少数民
族题材电影创作(1960-1966)第五章  新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1977-1990)第六章  转折时期的少数
民族题材电影创作(1990-2000)第七章  新世纪少数民族电影创作(2000-2010)第八章  少数民族题材电影
女性形象分析第九章  电视电影中的少数民族题材创作第十章  少数民族电影发展战略和策略附录：中
国少数民族题材影片目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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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史》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护羊羔和破案的措施。最后哈思木因被揭露而逃跑时，她便奋不顾身的策马追踪，这
里充分表现她临危不惧、英勇不屈的英雄气概。影片正是将阿依古丽放在重重矛盾中来着力刻画她的
英雄性格，使她具有了党的指导员和公社母亲的双重身份，带领大家奔向社会主义的前方。阿依古丽
“对待集体事业和丈夫阿斯哈勒是有着高度的原则性的”。对待丈夫的阻挠，她坚定地说道：“人不
能像狼一样只为自己！”她追回阿斯哈勒盗卖公草的赃款，使得夫妻二人的矛盾进一步激化。阿依古
丽虽然很爱自己的丈夫，但她对丈夫的个人主义思想和自私的行为从不姑息妥协。当阿斯哈勒对自己
的错误思想执迷不悟时，她采取了寸步不让、坚持斗争的严肃态度，这使她受到了广大牧民群众的欢
迎和爱戴，同时也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与支持。当阿斯哈勒在党委沙书记和支书乌买尔的批评教育下，
在阿依古丽耐心的帮助教导下开始转变时，阿依古丽又从生活上关心他，在暴风雪袭来之前，为他送
来毡毯和他爱吃的酥油炸果子。这些细节，充分表明了阿依古丽对待爱情的郑重态度和对待集体事业
的高尚情操。影片在摄影上强调电影化的特点，片中的草原雪山、群马奔腾等场面，色调绚丽明朗，
镜头自如流畅，赋予民族特色，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全剧的哈萨克族演员在导演的指引下，表演真
实自然，充满了少数民族乡野味道，增加了影片的生活气息和民族特色，假如不是因为时代要求而硬
加上的阶级斗争主线造成的全片风格的不和谐，影片可能取得更大影响，成为后世谈论的经典作品。
影片女主角“阿依古丽”美好的形象，多年来一直萦绕在广大观众的深深的记忆当中，并且成为了20
世纪60年代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一个经典形象。“这个女性形象在影片中具有了党员、领导／妻子
的双重身份，似乎可以看做是少数民族题材影片中关于女性形象叙事策略的一个成功改变：她的党员
和干部身份标志着党和国家政权已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稳固完备的基层组织和政府机构，而无需再
由以汉族为主体的党和国家政权形象以外来者的身份来填充影片叙事中的权威位置——这部影片中已
基本没有汉族的党的领导干部形象，发生在影片中的剧作冲突是在民族自治前提下的社会主义祖国大
家庭中的共同矛盾：革命与反动、进步与落后的斗争。而她的敢于反抗旧式夫权的妻子形象，则无疑
与当时的妇女解放、‘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社会主义文化语境相联系。阿依古丽成为十七年电影中具
有党员的觉悟、领导的才干的少数民族新型妇女的经典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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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史》

编辑推荐

《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史》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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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史》

精彩短评

1、从外观到内容和服务都很好
2、饶先生赠送
3、为了写论文，终于读完了。电影资料馆副馆长饶曙光先生的文章，还是值得一看的。怎奈在现有
政治体制下，少数民族电影艰难生存，模块研究也变得冷僻，无人问津。“少数民族儿童电影”“少
数民族女性形象”“转型商业的文化策略”“十七年少数民族电影史再考”都值得再三思考回味。
4、看完塔洛过来研究的，少数民族电影有两个黄金时期，有点希望它再拥有第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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