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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民族志纪录片作为真实客观的影像

媒介，是保留民族文化记忆最好的“记忆之

场”。作为界定民族志的概念，“深描”便是以

观察者想象的观察对象会采用的描述口吻来

描述观察对象的文化。本文通过对《凡尘净

土》与《极地》为例，分析西藏民族志纪录片的

影像“深描”手法与文化深描方式，探讨“深描”

手法对呈现藏族文化、延续文化记忆的作用。

影像“深描”：更好的可能性

视听结合的动态影像特点，提高了民族志

纪录片对文化记忆的表现力。影像媒介成为

一种承载文化记忆的“记忆之场”，成为重现历

史、引起共鸣、召唤记忆的情境以及载体。

西藏民族志纪录片正是通过视听双重感

官体验结合而成的影像综合体，真实客观地

对藏民族生活的历史场景进行还原和再现，

使人们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通过观看影

像，激发脑海中关于藏族文化记忆的图像，将

过去和现在完美对接。

民俗节庆、宗教仪式、传统的服饰、建筑

等事物构成了民族的文化记忆，早期的民族

志研究便是对这些事物进行文字方式的“深

描”。后来随着科技的进步，摄影设备的普

及，影像民族志以其直观性、丰富性赢得了许

多民族志学者的青睐。影像民族志避免了文

字民族志中可能会带较多个人色彩而有失偏

颇的不足，以直观全面为主要特点，使影像

“深描”更加真实；同时，许多文字难以描述得

当的情况可以借助影像媒介完整地表达出

来，更容易被受众理解。

民族志纪录片的影像“深描”以其强烈的

视觉效果，更加直观鲜明地传达出的精神情

绪，有助于更深层次地研究民族文化。“深描”

使我们能够透过承载民族文化记忆的具体事

物，领悟其深层的缘由。

民族志纪录片在对文化记忆进行影像

“深描”时对于拍摄内容是要有所取舍的，而

通过影像之间的编排组合才能最终形成一个

完整的故事。如纪录片《凡尘净土》中拍摄藏

族传统节日望果节时，就十分注重对视听语

言的组合运用，借助不同景别、长镜头、同期

声等方式来进行内容上的影像“深描”：影片

中逻玛村的村民们集体出动，孩子们也在转

田队伍中用清澈嘹亮的嗓音吟诵着“收敛地

气，祈求丰收”，祝愿风调雨顺。转完田，紧接

着就是赛马、演戏、唱歌、跳舞等文体活动。

在当地的望果节文体比赛中，有一队妇女着

藏式男装，脸上画着胡须，表演舞蹈节目，惹

得围观群众忍俊不禁。节日的氛围借助视听

语言的配合给观众一种身临其境的体验，不

同机位与景别的调度完成了叙事的转换。

民俗文化的多点式记录

节日庆典是民俗仪式化的体现，也是民

族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德国人文地理学家

拉采尔曾探讨了各种自然条件对人类历史发

展与文化特征的影响，认为人是地理环境的

产物。不同的环境造就不同的风土人情、民

俗文化。在整个青藏高原上，不同的地区亦

存在着各自特殊的民俗文化。要想全面真实

地表现出整个涉藏地区的传统民俗，传统人

类学单单守着一个定点式的田野研究显然是

不足的。美国人类学家乔治· 马库斯首次提

出“多点民族志”这一概念，多点民族志表现

为多地点的、动态的，通常从多个地点或场域

的活动来表现某一文化的整体面貌，在多点

动态的田野研究中寻找其深层关联。纪录片

《极地》第三集便采用了多点式记录的手法，

借 此 对 藏 族 文 化 进 行 影 像 记 录 与 文 化“ 深

描”。这一集的主题是“守护极地即将失传的

手艺”，辗转三个地区，记录了三场民俗节庆，

讲述三个人物的故事。

影片的开头，乌尔朵（抛石绳）编织技艺

传承人边巴提议举办乌尔朵大赛。用乌尔朵

放牧是藏族的传统，牧民们使用乌尔朵抛掷

石块驱赶牲畜、吓阻野兽。通过大赛唤醒乌

尔朵承载着的藏族文化记忆。影像中，牧人

们为了大赛正在练习抛掷，不禁让人联想到

真实放牧时使用乌尔朵的画面，借对乌尔朵

大赛的影像记录完成对藏族畜牧文化的“深

描”。镜头一转，来到赛马节的故事，诺拉是

赛马高手，如今放弃参赛五年，只为了专心教

儿子骑马，继承他的赛马技艺。牧人们赛马

驰骋的画面，让观众仿佛见到了古老游牧民

族的身影，让人们想起了藏族人早期生活的

衣、食、住、行，将历史与现实联结在一起；影

片的最后，摄制组来到了山南，记录这里的桑

央节。“谐钦”是桑央节表演的舞蹈，赤来伦珠

则是“谐钦”技艺最高超的舞者。面对桑央节

传统渐渐消失，赤来伦珠老人充满担忧，因

此，他一定要把自己掌握的技艺全部教给下

一代。大主题与小人物交织在一起，形成了

文化记忆，影片借助传统民俗这一切入点，对

藏族的文化记忆进行影像层面的再现，完成

对文化的“深描”。

主客位视角相结合的呈现方式

民族志纪录片的最终目的是真实客观地

呈现出传统民俗的现实发展状况。“深描”是

以观察者想象的观察对象会采用的描述口吻

来描述观察对象的文化。因此，进行田野调

查和表述时，要站在观察对象的立场上，尊重

观察对象的主位观点，从其视角出发，不仅要

忠实地记录、客观全面地呈现其文化的面貌，

还要让文化持有者成为真正的发声者。民族

志纪录片借助影像媒介可以直观再现观察

对象的行为、语言以及真情流露的瞬间，具

有强烈的感染力，使观众对民族文化的认知

更加深刻。借观察对象之口来表达在当地

人眼中对民俗节庆的看法，讲述这些民俗节

庆 与 本 地 人 的 生 活 之 间 是 怎 样 的 息 息 相

关。将文化持有者的主位视角与观察者的

客体视角有机结合，使民族志纪录片的表达

层次更为丰富，加深我们对民俗节庆地方性

知识体系的认知。

如《极地》中采访赤来伦珠老人，老人回

忆起桑央节的前世今生。年轻时参加桑央节

的恣意洒脱，当时的盛况还历历在目。而如

今，作为十二年一度的节日，桑央节由于巨大

的时间间隔，渐渐在村民们的记忆里淡去。

赤来伦珠老人年事已高，对于漫长的时间间

隔，他忧心忡忡地说：“也许等不到下一个桑

央节了。”看似是在记录一位耄耋老翁的遗

憾，其实又何尝不是在表达对传统民俗文化

继承的担忧呢？借助观察对象的主位视角，

给观众留下了民族文化的深刻记忆。伴随着

老人的回忆，纪录片的主题得到了进一步的

烘托，完成了一次文化“深描”。

西藏民族志纪录片借助具象真实的影像

媒介，有着较语言文字更加强烈令人印象深

刻的特点，成为保留文化记忆最好的“记忆之

场”。“深描”作为界定民族志的概念，以其细

致深刻成为传承文化记忆的有效方式。文化

记忆借影像“深描”完成更好的叙事，展现更

加真实的民族文化面貌。同时，民族志纪录

片在对传统民俗的影像记录中完成了民族文

化“深描”，构建了民族文化记忆。

（作者为西藏大学2022级文艺学研究生）

达州市科普作家协会组织赴花萼山开展创作采风活

动，我欣然前往，既采采风，也可避避暑。

“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道德模

范周永开离休后在花萼山践行“两山”理论，花萼山因此成

为了很多人慕名而来的地方。

花萼山又叫花岳山，有诗云：“此是桐城第一峰，崔嵬

高耸碧芙蓉。”花萼山位于达州市所辖万源市境内，地处大

巴 山 南 麓 的 川 、陕 、渝 三 省（市）交 界 处 。 最 高 峰 海 拔

2380.4 米，是川东北最高峰，其山体形似一只含苞欲放的

芙蓉，周围五座山峰似花之萼片，故名花萼山。

当我们到达花萼山南麓的官渡镇项家坪村时，一下

车，扑面而来的是一种醉人的湿润气息。村党群服务中心

广场边当令的是菊花，盛开在宁静的秋天。

原村党支部书记项尔方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曾是与

周永开一同护林植树的亲密战友，现在是周永开先进事迹

的忠实传播者。

周永开先进事迹陈列室分为精神源泉、时代先锋、初

心传承三大板块，项尔方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周永开离休后到花萼山，发现村民们乱砍滥伐，山林

破坏得目不忍睹。他组建护林植树队，护林 4 万余亩，种

植清风林 1300 亩。周永开不顾 78 岁高龄坚持上山巡护，

不慎从三米高的地方摔到石坎上不省人事。村民发现后

紧急送往医院，三个月的精心治疗尚未痊愈，周永开直嚷

着要出院，想回到项家坪。在他极力推动下，花萼山创建

成国家自然保护区。

花萼山野生动植物种类繁多，被誉为“物种避难所”、

“大巴山动植物基因库”。民谣“川贝甲全国，萼贝冠全

川”，萼贝因产于花萼山而得名，生长在海拔 1600 米以上，

生长周期最短为 7 年，一般 9 年左右。萼贝这个“金疙瘩”

是植物中的“金丝雀”，不好养。人工移栽种植，从来没有

成功过。

周永开集思广益，带领村民从深山取回萼贝生长处的

土壤，送到科研院所检测，从而掌握其生长习性，萼贝人工

种植终于成功了。供萼贝生长的泥巴不时被他捧在手中，

似乎给他带来了灵魂出窍的神秘动力。

花萼山黄绿色的萼贝花是一道特别的景观，回想当年

却是打起灯笼火把都难寻的罕见之宝。

“萼贝不仅是颗致富的种子，还是周永开留给我们的

精神种子，项家坪子子孙孙要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村民

们发自肺腑地说。

影片《周永开》以自述的方式结尾：“革命烈士为了国

家的希望用生命追随党，我应该用我的一生追随党！”

周永开守护的红色革命根据地，春意盎然，青山永

黛……

我们告别了项尔方书记，驱车来到了花萼山自然保护

区项家坪管护站。这里海拔近 2000 米，是中国工农红军

三十军政治部旧址。毗邻农家院坝里大朵大朵繁茂的绣

球花美得惊心动魄，花瓣出奇的薄脆细碎。站在管护站这

个临近最高峰的地方，望见对面山上云雾缭绕，有一种激

动人心的崇高感，生活的诗意也洋溢起来。

花萼山是生态福地，也是红色故地。山高水长，山有

多高，水就有多长。流水的色泽是植物性质的，有着花萼

山的深青。

山风拂过，树叶哗哗作响，似乎要踊跃讲述“花萼永

开”精神似的。人是大自然的产物，比起花萼山所有生物，

人更容易适应不同气候环境。山风浸染了碧绿，荡涤了暑

热的烦躁，我的心瞬间被碧绿溢满了。

山 林 响 起 了 群 鸟 的 欢 唱 ，那 声 音 被 凉 爽 的 微 风 播

送 着 ，明 净 、清 脆 、绵 长 ，花 萼 山 的 山 谷 变 得 更 加 幽 深

宽广了……

传统民俗的客观呈现
—西藏民族志纪录片的“深描”之道

尼玛卓嘎

草原之夏 赵书彬 摄

难忘军营中秋节
段宏文

秋风气爽，丹桂飘香，又是一年中秋至，万家团圆共此时。面对

西藏高原澄碧如洗的夜空，遥望如盘似水的明月，刚刚到达雪域军

营时过的第一个中秋佳节犹如昨日，历历在目。

20 多年前，经过四年的地方大学生活，怀着对军营的向往和参

军入伍的梦想，大学毕业后的我应征入伍来到雪域军营，成为了一

名初来乍到的连队排长。因为在大学期间从事过新闻宣传工作，我

下连不久就被安排到宣传股以工代训，一边学习业务知识一边参与

股室工作。

中秋文艺晚会是宣传股年度工作的重要内容，为了保障好全团

官兵欣赏节目，达到寓教于乐的目标，演出当天，宣传股全体人员出

动，负责各类协调沟通、宣传报道以及其他保障工作。我被分配到

了灯光组，具体负责灯光的开关时机和主角演员追光灯的跟随。

小事反映全局，小失误可能导致大失败。灯光有时只是按下

开关按钮这么简单，有时却不然。节目彩排过程中，什么节目该

打什么灯光、什么时候该开哪组灯光、什么演员出场该有追光灯

追随，这些我们灯光组都做了记录，特别是我这个灯光组组长，更

是对灯光的开关时机要了然于胸。两场彩排，灯光的开关时机我

都做了详细登记，并给具体开关灯的战友再三叮嘱，要严格按照

节目的需要准时进行开关灯组，并对主角进行追光灯追随。为确

保万无一失，彩排结束，我们组织灯光组战友再一次进行了模拟

演示。

演出开始后，我们像彩排那样不时的按着开和关的灯光按钮，

场上主角出现时，追光灯就追随着他前后左右移动。舞蹈“洗衣歌”

的表演过程中，突然所有开着的灯明显的变暗了，又快速恢复到了

正常亮度，这时，本该一直追随着解放军战士这个主角的追光灯不

亮了，等了好久也没有见主角身上有追光灯。

“什么情况？难道……”我不敢再往下想，迅速跑到舞台后面打

追光灯的战友小刘身旁，询问查看追光灯情况。小刘已是满头大

汗，拿着追光灯捣鼓了半天，说：“可能是由于刚才的电压不稳定，追

光灯被烧坏了。”

“追光灯坏了，请把另一个备用的拿过来。”拿起对讲机，我立即

通知了机动组战友。几分钟过后，机动组战友拿来追光灯，快速更

换，插电，按下开关按钮，明亮的灯光又开始追随着那位解放军战士

来回移动，演出灯光的照射又恢复了正常。

两个多小时的演出，累计表演节目二十余个，所有节目都是官

兵自编自导自演，都是一些有文艺兴趣爱好的官兵利用训练间隙

进行节目编导和反复排练，舞台上的表演效果虽然没有专业演员

表演得那么出色，但还是受到了台下官兵的喜欢和称赞。以战友

之间军事技能从敌对竞争到互助提高为题材的小品，让大家激情

满怀；以表现西藏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洗衣歌”，让官兵们对第

二故乡雪域高原有了更深的感情和热爱；以部队现有服装为道具

的时装秀表演，不时赢得官兵们阵阵掌声；以“逢山开路、遇水架

桥”为主题的训练场景再现式情景剧，让官兵们心潮澎湃，热血沸

腾；以守望同一轮圆月，舍小家顾大家为题材的小品，让官兵们戍

边 卫 国 的 信 心 倍 增 …… 官 兵 们 掌 声 雷 鸣 ，将 文 艺 演 出 推 向 了 高

潮。台上官兵认真表演，台下官兵轻松愉快欣赏，节目之间不时还

穿插着一些官兵互动小游戏，让大家处于欢快愉悦的中秋团圆氛

围之中。

中秋佳节年复一年，部队这个大家庭年年岁岁月相同，岁岁年

年人不同。如今我已经在雪域军营待了二十多年，从一名地方大学

生到如今坚守雪域军营的老兵，与战友们在一起中秋团聚也近二十

次，每年和战友们欢聚中秋佳节，那年的中秋场景就会浮现在眼前。

格桑花，梦中的格桑花

轻盈地飞出哨所，飞越天路

朝着雪山深处，白云飘荡的地方

用金色的花蕊，鲜艳的花瓣

亲吻着千年冰雪的额头

犹如天籁般的歌声

迷住了雄鹰

多少次，凝视着

爬上窗前的格桑花

爱喝酥油茶的姑娘

都要拎起心爱的扎木念

在琴弦上奏出她的芬芳

和悠悠寸心

梦回军营，雪样的月光

依偎在他炭火般的怀抱

她羞成一朵美丽的格桑花

一样的心跳，向着

那支坚守山巅的千年雪莲

雪域难敌青稞酒的赤热

牛羊聚集着高原的力量

哨所旁，他吻着花的纯洁和美丽

小窗边，她悉数着照片里的格桑花

一朵一朵，轻抚着他的思念

深吻着他的执着，还有他的牵挂

怀里的宝宝笑在梦里

笑醉了妈妈的心：长得越来越像

守护在千里之外国门的他

思恋，打湿了枕边的领花

视频里的他，笑出了眼泪

沿途布满可爱的格桑花

清纯如纳木错的河水

梦中的格桑花
王纪峰

寻 幽 花 萼 山
何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