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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电影知识体系建设的起步，基于中国本

土的电影经验与实践，全面展现蕴含中国性和主体性

的电影史，已经成为电影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任务。

受中国边疆研究立足边疆可以更好地认识中国这一观

点的启发，（1）本研究自2018年以来，以云南作为西南

边疆的前沿，对云南省下辖的民族自治州、市进行了

电影史料搜集和田野调查，力图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对电影史研究的启示出发，探讨构建中国边疆电影史

的意义与价值。

一、从边疆认识中国：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电影史启示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作为立足于边疆的学术实践，

为学者提供了理解中国的独特视角。这种视角也启发

了中国电影史的研究，通过考察中国边疆的电影经验，

可以更全面地理解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走出书斋，

将视野转向中国边疆地区，从电影的基层实践出发，

深入探讨电影与地域文化体系融合的历史轨迹，可以

为中国电影研究带来新的思考路径。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边疆学）以中国边疆地区的历

史与现状为研究对象，（2）尤为关注“统一多民族的中

国”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两大历史遗产。（3）边

疆史地研究学科的发展同国家史地动态息息相关。19

世纪末，北方领土被迫割让等问题使得西北边疆史地

研究发轫，形成了“西北史地学派”。（4）20世纪 20—

40年代，在民族危亡以及全面抗日的背景下，有关边

疆治理的边政学被提出。（5）20世纪80年代至今，在“构

筑中国边疆学”的号召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掀起了

第三次高潮。一系列以当代中国边疆为对象的调查研

究相继出炉，各民族与边疆各个时期的历史著述也不

断涌现。（6）当下的边疆史地研究虽以历史学为基础，

但跨学科的特性越发明显，成为了一门综合性交叉学

科。（7）“中国边疆的多样性、复杂性，决定了中国边

疆问题的研究需要集纳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学科间

互通、交融的趋势大大增强。”（8）

近年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一大热点在于反思

西方“民族国家”话语。在以西方为圭臬而肇发的中

国近现代学术中，有相当部分难以分清国家走向现代

的行迹中哪些话语是西来的概念，又有哪些源于自身

更加深远的历史传统。如今，西方概念无法适用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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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中国自身现象的局限日益显现。因此，有声音开始

呼吁边疆史地学者应当走出书斋，以中国为立场去探

寻自身的经验，进而构建属于中国的边疆话语体系，

“研究者在古今与中西之间检讨处于两个时代（王朝国

家时代、殖民主义时代）和两种国际体系（天下主义、

民族国家）夹缝中的‘中国’认知，以及与之关联的中

国历史疆域界说，进而构建基于中国实践的历史疆域

理论”。（9）

总体而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边疆学）融合了历

史学与跨学科的综合特性。其研究宗旨在于构建具有

中国特色的边疆研究知识体系。这不仅包括提升对中

国疆域统一性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性这两大特征的认

识，还基于中国的具体实践，阐释国家发展中“统一”

与“多民族”共生互荣的话语体系。（10）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对于电影史研究的最大启发，

是通过认识中国的民族与边疆，学界可以更好地认识

“中国”，即探讨“何为中国”。也就是说，中国电影史

可以从边疆视角探索电影的“中国性”问题。正如民

族史学者王明珂所描述的，在白纸上画圆，这个圆的

形状是由边缘的线条决定，因此，中国的边疆可以成

为理解和观察中国的“最佳位置”。（11）电影的“中国性”

问题也通过边疆电影史可以得到深刻见解。

就电影史而言，世界电影史从针对具体的影片文

本转向了研究影片曾经的放映空间以及传播形态，并

被称为新电影史书写的“空间转向”（spatial turn）。（12）

中国电影史在不满足于单一历史观的背景下开始“重

写电影史”，近年学者呼吁中国电影史研究应当“走出

上海”，（13）以全国各地的电影活动为研究对象，以重

绘中国电影的历史地图。

中国电影历经百余年发展，虽然看似短促，但

恰与近代以来跌宕起伏的大变局相伴。开阜通商、变

法图强，随之电影舶来进入戏园，从杂耍影戏觉醒为

本土文化载体，从摩登都市走向腹地乡野。新中国成

立后，影像更是承载着新的精神，通过规模浩大的发

行放映网络走到了中国社会的最基层，参与到新中

国的建设之中。（14）中国电影史的书写历经多年发展，

由革命历史观的独大走向对中国电影历史的多样“重

写”，进而由集中于上海、香港、天津等都市埠隅的

研究面向更加深广的全国各个区域和层面。

如果“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5）那么走向中国

的最基层，寻求当地的电影经验，则有可能找到或至

少寻得中国电影底色的一个侧面。如果边疆史地研究

强烈地呼唤研究者走出书斋、走向实地的中国经验，

那么走向边疆、乡野与基层势必可以探寻到中国独特

的电影经验。因此，中国边疆电影史研究是探寻电影

中国性及其主体性不可或缺的话题。

二、从田野调查和史料搜集

看边疆电影史可能的研究方向

中国边疆电影史的研究，无疑要关注以边疆民族

地区为题材的电影作品，包括对反映边疆生活的故事

片、纪录片、民族志影像等不同类型的作品进行历时

性梳理，分析其艺术风格、叙事方式等艺术特征的变

迁，探讨这些作品在反映边疆形象和边疆观念形塑方

面的作用及得失。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前的边疆民

族地区缺乏独立制作电影的工业体系和人员保障，这

让边疆自制的影片尤显珍贵，同时使得中国边疆民族

地区的电影活动主要围绕普及放映展开。因此，中国

边疆电影史不仅需要考察以边疆民族地区为题材的电

影作品，还要考察各个历史时期边疆地区的电影放映

方式和观影环境，分析边疆民族地区观众的观影习惯、

观影环境的变迁，以及探讨影像在边疆地区的传播效

果及其社会影响。

基于这样的启发，本研究从2018年开始，对云南

省范围内与邻国接壤的7个民族自治州、市进行了田

野调查。2018年1月、7月、8月、10月间集中在各地

档案馆调阅档案；2019年4—5月前往云南红河哈尼族

彝族自治州探寻当地电影活动的历史线索，并开始调

查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及其流动放映；2020年7—8月

以及2021年4—5月又对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德宏傣族

景颇族自治州、临沧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

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等

7个民族自治州、市进行了田野调查；此后，陆续在云

南各民族自治州、市进行史料搜集，搜集到电影工作

资料、宣传资料、电影说明书、政策文件、书信手稿、

电影志及其草稿、口述材料400余万字。

结合田野调查和史料搜集的情况来看，中国边疆

电影史的研究可以从电影与中国边疆社会构建、民族

与边疆的影像表达、边疆民族地区的流动电影放映、

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等四个方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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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影与中国边疆社会构建

自20世纪起，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电影参与

和见证了中国边疆社会的建设与发展。中国边疆电影

史需要追溯不同历史时期电影在边疆地区的制作和传

播情况，分析电影对边疆社会的影响，以及电影在边

疆地区社会功能的变迁。就云南而言，1949年前可查

相关史料主要存于省级档案馆和图书馆。新中国成立

以后，从当时的报刊、电影和民族工作资料、电影宣

传资料、电影说明书以及对历史亲历者的访谈来看，

边疆地区的电影事业主要服务于向边疆民族地区宣传

国家政策、增进民族团结，进而共同建设新中国的重

要任务。

有关电影工业技术在边疆地区发展的研究有待

展开，如“三线建设”中的电影机械工业。20世纪

六七十年代，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以及“备战、

备荒、为人民”的号召下，我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建立了自主的电影工业体系。除去在边疆地区设立

电影制片厂外，在“三线建设”的时代背景下，长春、

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光磁研究、胶片生产、机械

制造、电影器材维修与物资供应等电影工业机构也迁

入边疆地区。（16）也是在这个时期，我国逐渐摆脱电

影物资的对外依赖，到 1980年逐步形成了可满足自身

需求的电影工业体系。（17）这段历史对于中国电影史

研究至关重要，相关史料尚未被充分利用，且亟待抢

救保护。

电影在边疆基层治理中的作用也需要分析，如各

时期新闻纪录片和科教片在基层的放映、接受和影响

情况。自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村电影放映的普及便成

为了国家乡村、文化、民族政策的具体体现和落实。

时至今日，基层农村电影公益放映工程仍在发挥重要

作用。通过分析不同时期放映的科教片及新闻纪录片，

以电影为切入点，全面探究国家基层治理、政策执行

和边疆社会演进的全貌。此外，考察不同时期影像如

何表达中国的边疆与民族，亦是中国边疆电影史的组

成部分。

（二）边疆与民族的影像表达

中国边疆与民族的影像无论虚构或纪实，都成为

中国电影和边疆史地研究间具有“诗史互证”品格的

材料。将有关边疆与民族的影像视作历史文献，围绕

相关作品尽全力展开影像、档案、文件、书信、口述

资料的搜集和抢救，可以丰富中国电影史料，同时可

为边疆史地研究提供来自电影的历史文献。影像作品

记录了中国边疆及各民族在不同历史阶段的风貌，为

学者洞察特定时期边疆民族地区的历史、文化、政治

与经济状况提供了宝贵参考。同时，影像作品本身亦

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体现着饱含时代精神的形式与

风格。

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边疆与民族的影像记录、美

学探索，都为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作出了贡献，也为中

国电影从历史底蕴中汲取创作灵感提供了重要参考。

回望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如《刘三姐》《阿诗玛》《孔雀

公主》等由民间文学改编的影片，它们经历了由口述

传统向视听语言的转化，并凭借影片的创作和传播而

成为少数民族文化经典。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电影化

亦成为增强民族自信、促进文化交流、增进国家认同

的重要手段。在继承前人包括电影学、民族学、民俗

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助全新的研究方法

和工具，更加细致地重新审视这些作品从民间文学到

电影的过程，可对当前将中华优秀文化中的神话传说

及民间故事改编为电影、电视剧、动画、游戏等提供

宝贵的参考与启示。

（三）边疆民族地区的流动电影放映

图1.电影放映队到怒江地区给傈僳族观众放映，

新华社记者李松青摄，1954年3月20日

不同于都市影院中的电影放映，流动电影放映队

的露天放映曾是中国边疆民族地区主要的放映形式，

且至今仍活跃于边疆民族地区（见图 1）。中国基层地区

的流动电影放映被视为“考察当代中国电影史和社会

文化发展史的一扇重要窗口”，（18）因此可以调查不同

历史时期边疆地区的流动电影放映方式、放映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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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充分利用多种史料对边疆的流动电影放映史进行研

究。就1949年前的史料而言，根据之前的调查，云南

省档案馆可供调阅的有关电影条目近三分之二都与

“教育电影巡迴讲映团”有关；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可

查涉及全国各地区的教育电影放映史料。各省、自治

区以及下辖民族自治州、市有关电影的地方志亦有“教

育电影巡迴讲映团”放映活动记录。加之各类数据库

建设使得民国报刊得以更好利用，可以预见相关研究

成果在未来将不断增加。

1949年后的流动电影放映可用史料多集中于《人

民日报》《光明日报》《大众电影》《电影放映》等报刊，

以及各省、自治区的日报。足具参考价值的除陈播主

编的《中国电影编年纪事》（发行放映卷）外，还有各地

编写的电影志和文化艺术志中有关电影的章节。然而，

各地区电影工作资料、电影宣传资料、放映人员培训

资料等涉及边疆电影放映的资料方面，尚需开展整理

和汇编工作。对当时边疆电影放映亲历者的访谈和口

述资料亦值得关注。近年来，相关学者如郭建斌、李

洁等人利用田野调查等方法，对基层电影放映进行了

系列研究，为区域电影放映研究提供了鲜活的资料。（20）

图 2.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彝族、

哈尼族、汉族观众一同观看哈尼语译制的电影放映（19）

（四）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

为帮助边疆少数民族观众看懂电影，国家组织建

设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事业，主要将汉语电影翻译和

配音为少数民族语言，并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放映。

之前较少受到关注的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在学术层面

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且呈现出方兴未艾的态势。研究

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的历史，要考察不同历史时期少

数民族语电影译制的发展情况。麻争旗、金海娜、信

莉丽等曾对我国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的发展历史进

行了总纲性地概括和历史梳理，（21）对其价值和意义

展开了探讨。（22）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有吉林省、

内蒙古自治区、甘肃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省、

西藏自治区、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广西壮族自

治区等省、自治区先后开展了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

较为突出的研究成果集中在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及

其于1964年总结并向全国推广的“影片口译对白解说

经验”之上。（23）对于全国其他地区和阶段的民族语

电影译制研究而言还有进一步深入阐发的空间。少数

民族语电影译制的基础史料工作尚待完善，还需要进

一步对相关从业人员进行访谈，记录民族语电影译制

工作，整理翻译为少数民族语言的故事片、纪录片和

科教片台词本，从而为系统梳理和还原边疆民族地区

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事业的历史，分析民族语电影译

制在宣传国家政策、文化戍边、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等方面的效果提供

史料基础。

图 3.少数民族语电影配音演员在为影片配音，临沧市

农村电影管理站（市少数民族语影视译制中心）提供

三、从西南边疆电影放映史料搜集

看构建中国边疆电影史的意义与价值

从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电影史料搜集情况看，相

关资料总体较散碎，连续性不足，缺乏系统的史料集

成。随着亲历者年事已高、相继离世，也亟需开展口

述采集。边疆电影史料搜集面临的困难既有政治历史

等客观因素，也因相关资料未得到应有重视所致。一

些地方因电影机构改革、电影组织裁撤和场地动迁等

原因，电影资料严重流失。困境的根源在于中国边疆

电影史研究尚待展开，相关史料的电影价值、学术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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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和政治价值都未得到充分认识。构建中国边疆电影

史可以接续和补充中国电影史研究的内容，并为多学

科研究提供电影角度的资源，为中国现代国家社会构

建提供电影史实确证。在当前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

“三大体系”、中国电影知识体系的时代背景下，构建

中国边疆电影史可谓恰逢其时。

（一）中国边疆电影史是中国电影史的有机组成

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

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

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24）以中国实

际为研究起点，并依此“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

理论观点”，方能形成具有自身特色及优势的学科体

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25）随着中国电影知识体

系建设的起步，立足中国电影的“本土经验”和“生动

实践”，从中探寻具有中国性及主体性的电影研究，

就成为中国电影史研究的重要任务。（26）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边疆电影史的系统构建

是对中国电影历史叙述的接续，同时也是对“重写电

影史”大潮下的电影文化史、电影传播史、电影社会

史、电影产业史等电影专门史的补充。作为中国电影

史的丰碑以及范式奠定之作的《中国电影发展史》，“论

述了从1896年至1949年电影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勾勒

了建国前中国电影的基本面貌及发展脉络”。（27）尽管

近三十多年来，在“重写电影史”号召下产生了一批

令人瞩目的中国电影史著述和研究成果，但在一定程

度上，中国电影史的论述仍局限于都市文化及“精英

文化取向”之上。（28）诚然，中国电影肇起于都市之

中，但事实上，广大乡野中的各民族同胞第一次看到

电影，是随着新中国成立之后遍及全国且规模浩大的

电影发行放映网络的建立才得以实现。过往电影史叙

述对于需要进行日久岁深史料搜集与田野调查的边疆

电影研究缺乏兴趣。这使得有关中国边疆的电影和电

影史研究，在少数民族研究视角之外仍存在诸多空白。

开展边疆电影史研究可以更好地呈现中国电影发展的

全貌，也是对边疆民族地区尚未充分讨论的在地电影

经验的学术建构。

如前所述，近年来有关中国边疆与民族地区的电

影和电影史研究成果开始涌现。有关中国边疆电影的

研究呈现出向区域和基层下渗的趋势。研究中国边疆

电影的学者学科背景多元，在电影学之外，还涉及翻

译学、传播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这一研

究特点也体现出中国边疆电影研究如同中国边疆史地

研究一般，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特质。

（二）中国边疆电影史是跨媒介与跨学科的电影史

中国边疆电影史的构建不仅是中国电影历史叙述

的接续与补充，其本身还是一种兼具跨媒介和跨学科

特质的电影史，可以为艺术学、人类学、民俗学、传

播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提供立足电影的研究洞见与

资源。

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田野调查和史料搜集中，

一些在地的电影现象呈现出跨媒介和多模态的特质。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民族访问团和民族工作队将

电影带到边疆民族地区放映时，从未接触过电影的观

众难以看懂影片内容，因此时常造成误会。为了帮助

观众看懂电影，各地结合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和

接受能力，用民族文字、图片、幻灯、民歌、说唱、

快板等形式对影片进行介绍和解释。（29）这种用地方

性知识去翻译和阐释作为外来文化系统的电影的尝

试，使得电影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放映具有了某种跨媒

介特征的同时，其民俗特点也异常显著。在田野调查

中，受访人描述了20世纪50—90年代当地村民欢欣鼓

舞、杀猪宰羊、热烈欢迎放映队的情景，称放映现场

“如同过节”一般人山人海。（30）一些展示的照片还可

以看到人们在映前及映后载歌载舞的情况（见图 2）。

图 4.纳西族观众围绕放映机跳舞（31）

从技术角度而言，在普及电影放映的努力中，亦

出现了特色鲜明的技术创新和工艺改良，如极大提高

了少数民族语译制放映效率的涂磁录还音技术，（32）

使流动放映更加便携的8.75mm胶片和放映机等。（33）

在田野调查中，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事业的工作者提

及，对于历史上没有文字的民族而言，被译制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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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具有保存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功能。一方面，民族

语言得以通过媒介技术被储存下来；另一方面，翻译

的新词术语亦通过电影放映得以传播，并丰富了民族

语的内容。

上述现象意味着，如果从单一学科出发，将难

以对边疆电影现象进行全面研究及合理解释，边疆电

影研究的跨学科特性使其成为各学科对话的理想立足

点。中国边疆观众初识电影的经验和记忆，将作为外

来文化系统的电影翻译为本土文化的跨媒介实践，媒

介技术与历史记忆的塑造与储存等史实，对中国和世

界电影史乃至其他学科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中国边疆电影史是电影参与国家构建的亲证

从中国电影在边疆地区的活动来看，它深度参与

到国家构建之中，是国家和社会构建的亲历者和参与

者。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家危亡的时刻，为了唤

起边疆民众的国家意识，国民政府就曾以动员为目的，

在边疆民族地区开展过“教育电影巡迴讲映团”活动。

新中国成立以来，电影放映参与了中央民族访问团对

边疆民族地区的访问和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参与了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边界勘定的谈判，电影工业也在

20世纪60年代“三线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发展。在20

世纪70年代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电影也发挥了积极

作用。边疆的电影事业与国家构建密不可分。

边疆电影史和电影研究同时也是对当下国家宏大

叙事和方针战略的参与和回应。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方面，流动电影放映增进了边疆民族地区观众

的国家认同。在田野调查中，一些观众将少数民族题

材影片看作是本民族的经典文艺作品。少数民族题材

影片现已成为各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其观影体验亦

成为各族群众共同的历史记忆。边疆民族地区的电影

活动显然承载着国家的政治意图。笔者在实地考察中

发现，这些政治意图的实现和表达与在地文化系统交

织在一起。放映员、民族语电影译配人员以及边疆电

影工作者已成为介于国家和族群之间的“当代士绅”。

流动电影放映在宣传国家方针政策的同时，还为观众

带去了农畜牧以及科教文卫知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乡村振兴战略中，电影放映还为乡村的社会治理

起到了显而易见的推动作用。

在对外文化交流和中国电影“走出去”的背景下，

国家组织的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服务对象中有相当一

部分是跨境民族。他们分布在中国与周边国家接壤的

边境地区。通过民族语译制的影视作品，中国电影已

经在周边传播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不仅增强了

跨境民族的文化认同感，也为中国电影在国际间的传

播打开了新的通道。

总之，在边疆民族地区，电影深度参与到中国的

国家建设和现代化进程中。电影在传承民族记忆的同

时也在发展地方文化，并在塑造国家认同、促进对外

交流方面亦起到了积极作用。

结语

构建中国边疆电影史是当代中国电影史研究的重

要课题，需要电影史学者走出书斋，深入边疆地区开

展田野调查和口述访谈。构建中国边疆电影史虽然重

要但其中也存在挑战，尤其是面临史料匮乏和跨学科

合作不足的情况。边疆电影史料的系统性搜集与整理，

是研究边疆电影史的基础。边疆电影史研究的开展，

不仅需要电影史专家的参与，还需要传播学、民族学、

人类学、语言学等不同领域学者的通力协作，以充分

反映中国边疆电影研究的跨学科特征。期待在不远的

将来，一部系统而翔实的“中国边疆电影史”问世，

为学界和社会提供宝贵的电影历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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