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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关于�生计�的家访（学术指导：罗红光研究员）

背景：

1，人口政策导致的变化；
2，人口流动导致的变化。
上述变化给具体的家庭生计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村民针对变化具有什么样的对应策略？

它具体地反映在家庭内外的生活方式上有何变化？

调查内容（以开放式访谈方式）：

1，家庭人口的现状（血亲+姻亲）
2，家庭成员的角色及其分工；
3，娶媳妇（决策、消费、方式）；

地点：

广西大瑶山瑶族村

金秀大瑶山是中国瑶族最典型的聚居地,它包含了中国瑶族的主要支系,金秀瑶族包含丰富而
完整的瑶族文化,金秀瑶人保留了更多的瑶族体质特征,但与此同时，他们在社会主义经济体
制改革的过程中，年青一代的汉化程度也相当高。这对我们开展�文化认同�的历时性比较

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费孝通，《六上瑶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
费孝通、王同惠，《花篮瑶社会组织》，《费孝通文集》第一卷，群言出版社，1991（1936年）
年。

赖健，《广西大藤瑶山之瑶民生活》- 《建设研究》二卷五号，1930年。
梁茂春：《金秀大瑶山瑶族族际交往态度的调查》，《广西民族研究》第二期，2004年，第 43-48
页。

林子敏：《并行不悖的配偶与情人—广西壮族自治区金秀县古陈村坳瑶的亲属制度》（硕士论
文）。

莫金山：《瑶山散记》在中国瑶族文化研究中的地位和影响《百色学院学报》第二期， 2007，
第 130页。
任国荣：《瑶山两月观察记》（1928年）。
唐兆民：《瑶山散记》。

徐平等著，《大瑶山七十年变迁》，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
徐祖祥，《瑶族文化史》，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
玉时阶：《瑶族文化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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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一个村落共同体仪式的影视人类学感知、对话与呈现

（学术指导：鲍江博士）

课题说明：本次夏令营，可能碰上当地的一个年度性村落共同体仪式。在人类学田野里，作

为外来的人类学者，他的角色是观察者、参与者、学习者、对话者及自我反思者；按人类学

伦理，就人类学者在田野里所渴望的仪式来说，去邂逅它是最适当的选择。如果有幸碰上，

我们将就此仪式展开我们的人类学田野工作个案。其间，静止照片将作为媒介，借此展开我

们对仪式的观察与参与、展开我们与仪式主体之间的学习与对话、展开我们的自我反思。最

终，我们将与仪式主体一道共同完成并呈现一个图文作品。

营员装备要求：自带数码照相机、录音笔、笔记本电脑。

一个村落共同体博物馆的影视人类学感知、对话与呈现

（作为�一个村落共同体仪式的影视人类学感知、对话与呈现�课题因碰不上仪式而放弃实

施情况下的备选课题）

课题说明：作为村落共同体文化的的呈现形式，相比仪式，博物馆在中国乡土文化里属于新

生事物。在人类学田野里，作为外来的人类学者，他的角色是观察者、参与者、学习者、对

话者及自我反思者。本次夏令营，我们将探访当地的博物馆，围绕博物馆展开与博物馆密切

相关者及普通人的对话；最终，我们将与他们一道以图文结合形式写出这个博物馆的一篇�史

志�。其间，静止照片将作为媒介，借此展开我们对博物馆的观察与参与、展开我们与博物

馆主体之间的学习与对话、展开我们的自我反思。

营员装备要求：自带数码照相机、录音笔、笔记本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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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宗教人类学影视记录——展示、互动与深度重访
（学术指导：吴乔博士）

背景与前期工作

2013年 2月 10日至 22日（农历大年初一至正月十二），吴乔及其三人课题组赴广西金
秀县大瑶山坳瑶聚居的下古陈村进行了十多天的调查。主要工作是拍摄期间举行的�跳甘王�

仪式。仪式持续两天一夜，分为 24个步骤。仪式前和仪式后，课题组对仪式的主要参加者
进行了采访和拍摄。他们讲述了仪式各步骤的含义，坳瑶的神、灵魂观念，以及师公、师傅、

徒弟、庙祝的神职人员组成。拍摄了约 15小时的素材，并将在夏令营开始前进行初次剪辑，
制作出约 60分钟时长的毛片。

由于时间限制，前期工作尚缺一些素材。例如：对仪式的主要组织者师公、村长、庙祝

等人进行了采访，但对同样参与仪式的师公的众多徒弟未进行采访。应访谈他们，尤其是初

次参与活动的徒弟。对师公的采访也只限于下古陈本村的师公，对来自上古陈村的两位�客

座�师公未进行采访。对作为观众的普通村民未进行采访，应在村民中选择不同类别（男、

女、老、少）进行采访。此外，拍摄集中于仪式活动，对村民及仪式表演者的日常生活拍摄

还很不够。以上不足，希望在此次夏令营中加以补充。

预准备

期望参加本小组调查的营员具有一定的纪录片拍摄和后期制作技能。如有用高清数码设

备拍摄并用苹果电脑编辑的技能则更佳。对此题目感兴趣，但没有这方面实践经验的营员。

可参考网上各摄影论坛中关于拍摄与剪辑，尤其是少数民族地方（语言不通）拍摄的一些文

章。

推荐先期阅读书目：

一、 宗教人类学基础理论：1、《宗教学是什么》，张志刚；2、《戏剧、场与隐喻》，Turner,
V.

二、 调查地点背景知识：1、�仪式与象征-下古陈村瑶族师公跳盘王的人类学解读�谷
家荣，《广西民族研究》，2006 年第 2 期；2、�甘王神形象的变化及其正统化过程�唐
晓涛，《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 8月；3、《花篮瑶社会组织》，费孝通

本次人类学夏令营的工作计划

一、 展影：向下古陈村民，尤其是仪式的主要表演者——师公及其弟子、仪式的组织者
——村长及生态民俗博物馆馆长等人播放经过初步剪辑的《坳瑶�跳甘王�仪式》影片。
播放之前，影片制作者进行简单的说明。

二、 互动：播放之后，小组负责人和组员在播映现场与仪式表演者、组织者、作为观众

的村民互动。请他们对影片提供意见，就此事讲述他们的看法和观点。

三、 深度重访：在影片播放后的三天内，小组负责人和组员按照预先拟定的问题清单，

对选定的对象进行重访，调查两类问题：1、某些在影片中涉及，但尚未深入探讨的较
高抽象度的概念；2、某些主要人物的个人经历和体验的口述史。

预期成果

最终成果：一部有更大深度的人类学纪录片《坳瑶�跳甘王�仪式》，时长约 30分钟。
田野期间应完的工作：素材拍摄，重点是第三部分的深度重访。在夏令营结束后一个月内完

成第二次剪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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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石牌头人的人生史、权威与法律成长

（学术指导：郑少雄博士）

背景及内容：

大瑶山地区曾经广泛流传过�石牌制度�，石牌分为小石牌、大石牌（联合石牌）和总

石牌三种，石牌上镌刻的条款是大瑶山社会最重要的法律渊源之一和社会控制工具。石牌的

执行人被称为�石牌头人�，他们是大瑶山社会的重要权威和社会运行中心。本次夏令营子

课题将聚焦在这些石牌头人身上，重点了解以下方面：

1、六巷乡坳瑶石牌存有情况；石牌头人现存情况；
2、石牌头人个人生活史（2人）；
3、现有石牌律执行情况；
4、石牌律知识探源；
5、瑶族神话传说歌谣收集

实现形式：

1、开放式访谈；
2、影像记录；

装备：

1、录音笔*2；
2、可摄录的照相机*2；
3、笔记本电脑*2

参考文献（分界线之前至少选 2项、之后至少选择 1项）：
张冠梓：

1、《论法的成长 来自中国南方山地法律民族志的诠释》，社科文献出版社，2007。
2、《试论瑶族的石牌制度与习惯法》，载《思想战线》1999年第 1期
3、《近代瑶族社会控制研究》，载《广西民族研究》1994年第 2期

黄钰辑点：

《瑶族刻石录》，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
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

《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出版社，2009.
王铭铭、王斯福主编：

《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梁治平：

《法意与人情》，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
《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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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王同惠：

《花篮瑶社会组织》，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
徐平：

《大瑶山七十年变迁》，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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