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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影视人类学在短视频平台上的新生态发展
黄　橙

（昆明城市学院，云南 昆明 650000）

摘要：影视手段正在人类文化研究中的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各类短视频平台上，少数民族地区民众成为了表达主体，进行了

大量碎片化的内容输出。这是一种特殊的大众文化，与以往的人类学片截然不同，有时会迎合商业需求，有时又会遇到一种集体意识或

集体无意识的介入，是一种值得被研究的新的影视人类学发展方向。本研究认为，这些内容不仅客观上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传承和

保护，也为引导影视人类学家选择题材和素材提供了更广阔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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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多次到大理剑川短住，在这个白族人口比例占到

90.1%、全国白族人口比例最高的县，白族人很喜欢在闲暇时走家

串户、相聚聊天，笔者注意到剑川民众不论男女老少民众都展现

出一个趋势——“刷手机”的人越来越多，且人们都对新媒体平

台的使用有相对较高的熟练度。在剑川短住期间，当地年轻人推

荐给笔者的几个在抖音上本地“网红”引起了笔者浓厚的研究兴趣。

他们中有的记录白族的传统仪式，有的分享白族美食，有的进行

白语教学，有的表演白族歌曲。这些看似随意的拍摄与碎片化的

记录中，其实有大量的值得人类学者进一步思考与研究的内容。

新媒体时代，无论是人类的生存方式、看世界的方式、还是

自我认知的方式都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人类学者也开始研究

影视语言中文化符号与视觉表征。社交媒体为少数民族地区民众

提供了一个相较于线下生活更为稳定、更为理想的社交平台，甚

至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他们新的居所。话语权一直处于边缘地位

的少数民族地区民众，成为了表达主体，进行了大量碎片化的内

容输出，这些内容客观上成为了新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传承和保

护的方式。

在国内，以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搜狐视频等为代表的

视频网站和以抖音、快手等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上；在国外，以

Twitter、Instagram、Facebook 等为代表的社交平台上，少数民族地

区居民拍摄上传了大量有着独特“自我视角”的视频；研究者、

旅行者和短居者也拍摄上传了值得探讨、研究的“他视角”的视频。

这些作品并不是现实本身的复制品，而应该作为需要批判地

理解或阐释的作品被人类学者关注。目前，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关

注新媒体的发展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和传播产生的影响，占较大

比例的研究方向是研究新媒体的民族地区文化传播的影响；或针

对某一特定平台的文化传播手段与内容进行研究。但是，关于影

视人类学在新媒体时代的发展的研究则相对较少，缺乏严谨的讨

论，亦缺少扎实的“田野调查”，多属于思辨性研究，以描述现

象和提出对策为主，结论较为空泛。

在民族地区，越来越多的人有意或无意地拍摄人类学议题的

相关短片，这种自发的展示行为最集中的展示平台就是以抖音、

快手为代表的社交媒体，这些平台上的短视频拥有了即时拍摄、

快速编辑和同步分享等特点，之于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人

类学研究主题选择、研究影视人类学中“自我视角”的表达等内

容都有独特的意义。而这种新媒体技术与影视人类学的“互动”，

对艺术创作、主客体关系、受众感受等多方面也带来了影响。因此，

笔者拟就影视人类学在短视频平台上的新生态发展进行基于虚拟

民族志的研究。

一、 研究方法

互联网改变了传统研究方法的两个方面 : 一是与研究对象的

沟通方式，由面对面的沟通可改为文本、视频等方式进行非面对

面沟通 ; 二是研究对象在网络空间的实践多样化，导致人的活动

情景无限拓展。因此，传统的人类学研究方法不能完全适用于影

视人类学在新媒体平台上发展之研究，笔者采用虚拟民族志，利

用互联网进行民族志研究。

具体方法如下：

文本分析法。选择在“刻板印象”中用户数量最多、影响力

最大的抖音作为研究平台，分别研究人类学者、一般影视工作者、

“本地网红”、游客已发布的与人类学议题相关的视频在标题制作、

文案写作、主题选择、内容结构、影视手段、互动方式等内容上

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不同平台及不同发布者之间的对比研

究。此外，从相关视频的发布数量、点赞数、转发数、评价倾向

等方面研究其在保存、交流民族文化方面起到的作用。

深度访谈。笔者拟将在线的访谈与线下面对面深度访谈的方

法结合起来，对不同类型的影视人类学在社交平台上的实践者进

行研究，结合网上的文本和被研究者线下的生活对一些具体问题

获得“解释性理解”。特别是针对人类学片的制作者进行深度访谈，

获取其在主题选择、视频制作中以何种途径从社交平台上获取灵

感等问题的相关信息。

参与式观察。1、网络参与观察。对重点研究的对象在网络上

进行密切互动，追踪其实践体验，对其在制作、发布视频过程中

的相关背景及其自身对实践内容的解释获得一定认知。2、实地观

察。对重点研究对象进行面对面生活观察，观察和了解其日常生活，

了解其在线上、线下的异同之处，获取进一步的感性认知。

二、结论

（一）人类学议题相关的短视频对传统影视人类学片的定义

提出了挑战。在过去的十年间，“文化”或“学科”已经越来越

难被定义，人类学议题相关的短视频也对人类学片的定义提出了

挑战。这些视频有大大有别于传统视听语言的表达方式，为了满

足娱乐功能，这些视频也相应的在多方面做出调整，比以往的任

何人类学片都更具有商业价值。与此同时，网民“点赞”“转发”“评

论”等行为也会对视频内容造成影响，帮哥的龙珠茶（抖音号：

70037467599）告诉笔者，大多数的内容创作者都会根据视频的数

据表现来进行调整，“好的数据是最大的动力”，他认为，人类

学研究者最应该做的是寻找相应的方法来利用人类日积月累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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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社交平台上的视频，而不是完全信赖和依靠这些视频进行

研究。

（二）短视频成为抢救和传承民族文化的有效工具。

许多短视频平台上的内容本身具有人类学价值的内容。这些

视频的拍摄者虽然大多没有人类学知识，也没有系统掌握影视知

识和技术手段，但却以更自由、更富趣味性的方式将少数民族文

化呈现出来，这无疑拓宽了目前影视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并为抢

救、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提供了一个广泛而易于传播的平台。民

族传统节日和仪式、民族音乐、 民族服装、民族故事传说等容易

满足受众的猎奇心理的视频在短视频平台上获得了大量的关注。

而受众点赞、评论、观看的行为又进一步促进了内容创作者的创

作激情，从而让这类视频呈现生生不息之势。比如张树根（抖音

号：v13988511155）不仅用航拍的方式展现大理的油菜花田等美景，

还有大理马帮支援边疆的系列白族话访谈，甚至还记录了白族新

生儿“立火把”的仪式和火把上的吉祥物。比如白族小金花（抖

音号：zcjtxdy666），在她拍摄的视频中，有意识地在所有视频中

都身着白族传统服饰出镜，有记录白族传统乐器弹唱、特色美食、

白族话教学等内容；也有颇具“抖音”风格的恶搞视频和自导自

演剧情小视频。而 2022 年 5 月由傈僳族小伙创作的《我是云南的》

的抖音话题播放量更是超过了 17 亿，将傈僳族的语言文化向全国

传播。比之以往常常被“束之高阁”的研究成果，这些“唾手可得”

的播出平台和视频制作器材，让每一个对人类自身、对不同文化

背景的群体感兴趣的人，都能更便捷地获取信息。而之于少数民

族文化抢救工作而言，这样“全民参与”的形式，也必然为影视

人类学带来新的发展，并找到一种延伸向公众审美领域的民族志

影像新形式。

（三）这些视频为引导真正的人类学家选择题材和素材提供

了更广阔的范围

短视频平台上与人类学议题相关的视频因为其时长限制和互

联网的传播特质，具有鲜明的“碎片化”特质，与通常需要扎实

田野调查的人类学研究相去甚远。虽然无法被直接视为科研结果，

但是这些视频却为真正的人类学家提供了极佳的研究思路和简洁

生动的一手案例。比如，鸟木（抖音号：NMxiao666）经常拍摄云

南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拍摄婚礼仪式和庆祝活动，有时甚至耗时多

个月进行资料搜集；白族阿月一家人（小红书号：6570235313）

则通过记录日常生活，展现了家庭关系、社区组织，也展示了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笔者曾采访到在哀牢山从事特产售卖工作的傣

族族小伙小普，他提到，他喜欢刷短视频的原因之一是，很多本

民族的人会通过短视频平台反映一些社会问题和挑战，“有一些

事其他人无法感同身受的”，小普认为，很多人只关注传统风俗

习惯，但却不关注发展过程中的难题。彝族学者沙月林提到，通

过看短视频，他发现了很多以前从未关注的彝族文化习俗和传统，

也看到了从这些短视频中显现出的一些社会问题。可见，这样广

阔的一手信息，可以为人类学家带来丰富广阔的探索空间。

（四）民族地区本地居民和“外来者”在人类学相关议题视

频拍摄上的异同，为人类学片中“我视角”和“他视角”的视角

选择提供有新的传播特质的比照

“我视角”，即由拍摄者自身所述的视角，从法国人类学家

让鲁什开始，人类学家们就没有放弃过让被摄对象参与到创作当

中，中国的吴文光也曾经通过“村民影像计划”让被摄者成为了

创作主体。如今，通过短视频平台，民族地区的本地居民成为了

内容制作者，不管是随手的记录，还是出于商业目的的分享，都

让他们成为了曾经人类学家梦寐以求的“我视角”提供者，展示

拍摄者的生活情态和其与所在文化环境产生的互动及情感链接。

而与此同时，相较数量极少的人类学家们，大批非本地居民也作

为自于不同的文化背景或地域“外来者”提供了一种“他视角”，

通过跨文化的视角带来了更丰富的观察和思考。以往的人类学片

多由专业人士摄制，但互联网让原本的“被摄者”成为了“摄影者”，

这提供给了研究者探索摄影者和被摄者之间关系的更好的对象。

而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拍摄者也为这些视频提供了更多元的研究

维度，从而让影视人类学的发展具备了更丰富和多元的视角，也

为人类学研究提供了更多可供比较和分析的素材。

（五）社交平台上的人类学议题相关的视频的“展示价值”

和于人类学价值并重

通过与云南省剑川县志撰写者张笑的深度访谈，不难发现学

者们对短视频上传播的民族文化内容多有担忧。张笑提到，许多

短视频为了迎合市场需要，出现了夸大、扭曲或错误呈现民族文

化的倾向，使得少数民族文化有可能成为受众眼中的“笑料”。

有时候，民族文化元素只被当作一种满足猎奇心理的传播工具，

失去了文化元素背后的真实意义。这种担心不只是针对与少数民

族议题相关的短视频，事实上，这样的争议伴随了新媒体发展的

整个历程。但本论文认为，人类学议题短视频的固然有庸俗化的

风险，和传统人类学纪录片也从选题、拍摄到制作上都显示出巨

大差异，但这并不影响其具有的人类学价值。一方面，少数民族

文化正在伴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改变，所谓“庸俗化”也是这

种变化的一部分，而短视频正是这种改变的记录者。另一方面，

人类学家的使命之一就是促进跨文化交流和对话，“庸俗化”或“迎

合市场”本身，也许就是这些内容制作者用以和其他文化交流的

方式，而这种交流的主动性和传播效果，是传统人类学纪录片可

望不可及的。

三、 结语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学本身也在不断更新，在社交媒体上，

无数个专业或非专业的视频制作者使人类学片的拍摄主体不再只

是人类学家，其展示“研究成果”的平台也不再只是学术领域的

期刊、杂志或放映会，前所未有的广泛的传播平台，让所有对人

类自身感兴趣的人，都有了获取一手信息的可能。

因此，影视人类学在短视频上呈现了各类的新生态发展，可

以帮助探讨如何让大众都成为潜在的人类学片拍摄者，又如何将

人类学家和大众拍摄的人类学议题的视频回馈人类自身，让更多

人通过网络平等相视、互解互谅、面对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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