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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用影像捕捉% 纪录% 思考与判断! 最终以典型的影像语言反映当代世界的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状况! 是当

代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路径& 从生态学的视角! 运用田野调查的方法! 以农业% 环境和乡村空间为主要关切对象!

探究生态环境与人们生活状态之间的关系以及进行专业水准的影像表达的可能性&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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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中国经济总量已跃居全球第
!

位- 这一巨大变化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改观

了中国的城乡风貌% 也带来了十分严峻的生态问题% 广大农村区域更是首当其冲& 尤其是食品安全. 水

资源污染等问题日趋严重% 涉及面广% 影响程度深& 生态环境的恶化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 农村生活与

生产的状况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也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 从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研究

的视角来看% 田野调查是一种基本方法& 要求研究者在作相关研究的过程中深入到当地% 与当地人亲密

接触% 近距离观察. 体验% 达成领悟和理解& 生态影像调查% 就是试图用影像表现生态问题% 通过田野

调查% 获得第一手资料% 以图像的方式迅速而准确地反映. 思考乃至参与当代社会变革的进程" 易言

之% 把现代影像技术用于挖掘生态环境以及乡村社会的生活状态等问题% 尤其注重农村的环境和生态%

并以影像语言加以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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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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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影像田野调查方法的内涵与特点

/0/

生态影像田野调查方法的内涵

作为田野调查的生态影像% 要求研究者深入到一个地区社会中% 融入当地生活% 体验当地的风俗人

情% 掌握各种事物出现的背景. 起源. 发展和现状% 尤其是生态观念和环境状况& 这样通过野外实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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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和深入研究! 再有计划" 有意识拍摄需要研究的第一手现场资料! 加以报道和理解#

#

$

% 田野调查的对

象! 从本质上看! 属于文化范畴% 文化作为可供解读的文本! 研究者参与" 调查的过程本身即可成为一

种解读! 因为体验和感悟本身就是在解读% 然而这种解读结果可能难以消除强烈的主观色彩! 因为所有

如此而来的解读都是 &个体' 意义上的! 若期待更多 &个体' 参与! 某种新技术手段就成为必要 #

$!%

$

%

生态影像是在当代语境下的一种称谓! 它运用当代影像技术对现代生活作快速反映! 并以影像信息的方

式将所认识和反映的生态状况固化! 从而使得更多个体参与其中! 获得共识! 激起社会层面关心保护生

态环境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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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影像田野调查方法的特点

'("('

个体访谈 一般而论! 个体访谈在田野调查中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 访谈前要明确问题! 做好

详细的访问提纲! 访谈提纲应该是开放式和粗线条的! 访谈者的访谈内容要尽可能的简明% 然而! 深度

访谈并与访谈对象的影像记录合作是生态影像田野调查的研究特点之一! 这就要求调查者首先要确定访

谈对象的 &被记录' 意愿! 要和访谈对象建立相互信任合作的关系% 必要时! 受访对象还需提供通常交

流难以公开的内容! 这些信息将赋予相关内容以逻辑次序! 并对调查结论起到支柱作用% 此外! 访谈又

分为正式访谈和非正式访谈! 正式访谈是在制定比较详尽的访谈计划下! 系统收集资料% 非正式的访谈

是在非常轻松的气氛下! 无拘无束拉家常式的闲聊! 通过这种方式有时候可以收获到意想不到的信息%

'("("

观察 观察分为直接观察" 参与观察和系统观察% 直接观察是亲临现场进行观察! 可以比较正

式! 也可以比较随意! 参与观察是生态影像田野调查方法的主要特点! 它是收集资料的最基本的方法%

研究者可以直接融入到调查中! 时间跨度长! 调查者要住在调查地! 与受访对象同吃" 同住甚至同劳

动! 深度融入其生活方式的所有细节! 全程观察当地居民一年四季(或其中某个时段)的生产活动" 各种

民间习俗仪式等等% 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之中! 可以最大限度地捕捉一些转瞬即逝的表情符号! 诸如喜怒

哀乐的动态表达! 皆很说明问题% 这种观察可以直达内心世界! 特别是要重点观察人们在节庆活动中心

态的变化! 往往最有可能触及问题的实质! 而这是通常的调查方法所难以企及的%

'("(!

影像纪实和生态性 &生态' 这个概念本身便意味着一种伦理关怀% 伦理关怀的对象曾经长期局

限于人类自身! 这是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 是工业文明的产物% 生态文明语境下的生态伦理! 应该将道

德关怀面向整个生态圈! 包括自然环境" 社会环境% 影像纪实即利用影像的媒介材料来进行田野考察!

丰富田野考察的成果! 发挥传统记录手段达不到丰富性" 现场性等优点% 这与艺术和美学意义上的影像

不同! 它是生活场景及其所关涉空间环境的全方位记录和多维体现% 诚然! 完成这样的任务! 一个拍摄

大纲和计划是必需的% 这个大纲和计划要紧扣主旨! 明确拍摄材料! 并且对所收集的题材有所理解! 发

展对被拍摄者彼此之间的信任! 事先与被拍摄人进行充分的沟通" 交流! 最好能与他们共处一段时间!

融入其中! 并向他们学习% 拍摄者本身应当是一个研究者! 应具有广阔的人类学" 社会学" 历史学等学

科知识背景! 同时又要有深切的生态伦理关怀%

"

生态影像田野调查方法的实施

#"!

准备阶段

与通常的田野调查不同! 生态影像田野调查在进入调查地之前! 除了先作文献调查之外! 还必须对

该地点的生态环境" 人文环境有较为深入的了解% 一方面要通过图书馆" 网络等渠道收集和阅读相关资

料% 另一方面! 作为一种可供解读的文本! 要对调查地包括人文景观" 生活习俗" 地域概貌" 居民的生

存状态" 经济状况" 作物和特产" 交通状况" 人口流动! 包括村落的形成史" 行政归属" 历代建制" 祖

籍家谱" 族谱" 书信" 口述" 神话传说" 历史图像" 谋生方式等等在内的文化现象作详细收集" 查阅了

解! 以便熟悉情况! 更准确敏锐地把握当地的人文生态% 将影像的媒介运用于田野调查! 可以改变以往

传统只靠口头和笔记的调查方法! 发挥现代媒介功能在调查中的作用% 它能在有限的采访时间内! 快速

记录访谈内容! 收集更多的原始资料#

)!*

$

% 以浙江农林大学丽水影像考察为例! 影像调查主题是当地的

自然和人文生态环境现状%

"('('

确定生态影像调查的类型 从研究对象和内容来看! 田野调查通常分为综合调查" 历时性调查"

共时性调查" 一点调查" 多点调查" 无问题取向调查" 有问题取向调查等若干大类% 生态影像的田野调

沈治国等* 生态影像田野调查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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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虽然可以涵盖所有上述类别! 然而根据选题的不同! 往往有所侧重" 其中无问题取向调查和有问题取

向调查应是为生态影像田野调查所最多采用的! 通常是选择一个乡村或一个社区! 较长时间与当地居民

相互交流! 深度参与其活动! 与其一起生活# 劳动乃至交朋友! 从而全面了解被调查点包括人与自然#

人与人# 人与自我等方面的详细情状! 进行完整的影像纪录"

!'('!

开始先期工作 考虑到某些材料的搜集需要较长时间的观察! 牵涉到诸如性别等敏感问题的个案

材料时! 其获得可能更为困难! 因此! 动员对采访地区情况熟悉的大学生参与就显得十分必要! 这也符

合学生培养的目标" 相较之下! 大学生的身份和年龄也更容易为当地村民所认同! 因此更容易深入调

查" 参与调研的学生以组为单位选择某一特定的生态环境# 文化历史领域进行有计划# 有目的# 有针对

性的梳理! 用镜头把自己调查的资料和对事物的看法用田野生态影像的形式表达出来! 并根据研究的需

要进行录音# 摄影和摄像"

!'(')

生态影像调查主题确立准备 这个阶段主要是将理论及收集的文献资料相结合! 设计出具体的拍

摄计划和所要表现的主题内容" 可以以当地的生态环境包括地理# 地形# 地貌# 资源# 生态系统的平衡

或恶化为主线! 也可以表现当地社会结构包括婚姻# 家庭# 亲族# 地域性群体等主题! 另外传统的技艺

也是表现的重要内容! 包括工具# 器具及制造# 服装的制作等$

(&

%

"

!'('*

拍摄主题的论证 以组为单位制订生态影像调查计划! 阐述生态影像创作的理念! 逐一论证每组

拍摄计划的可行性" 因为参与调查的成员还没有到过实地! 所有的方案都来自文案和文献的收集! 有些

预定的拍摄主题与实际操作存在距离! 有可能到了实地却发现与计划中的拍摄任务不一致! 因此在拍摄

调查主题的论证中! 必须对拍摄计划和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差异性! 制定一套完备的应对预案"

!"!

开始阶段

以生态文化为指导! 借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理论与方法制定详细的拍摄计划" 以影像或者影视手段

表现人类生存状态! 记录# 展示和诠释一个对象地的文化或尝试进行跨文化比较! 常见的手法是照片和

影像的拍摄以及多媒体后期制作"

调查者作有计划# 有目的# 有针对性地体验和观察! 以浙江省丽水市为调研范围! 用影像把具体调

查点的社会现状及其变迁的看法表达出来"

调查线路& 丽水大港头古晏画乡古镇# 丽水摄影博物馆现状# 松阳古街# 三都乡古村落# 龙泉青瓷

和剑文化保护现状# 景宁畲族少数民族文化与传承现状"

具体实施步骤& 实地拍摄之前! 带着对当今生态# 文化# 社会变迁等重大问题的关切! 完成前述文

献调查和阅读! 形成预先的 '构思(" 然后前往调查地展开调查! 体验# 观察# 交谈# 问卷) 对当地生

态环境# 社会变迁# 人文景观# 空间关系获得深刻# 综合的现场感受与理解) 采用图像志的方法进入阶

段性的拍摄# 编辑工作" 最后形成成果展示与分析$

##!#!

%

"

具体要求& 撰写考察日志! 记录每天所见所闻所思" 跟当地文史工作者# 摄影家# 基层干部特别是

在地的农民# 商贩等等交流! 得到多样化的信息和灵感" 每晚就理论问题和白天的经历交流讨论! 检查

和反省各自的进展"

!"#

实地调研拍摄

先期制定的调查方案要与调查地的实况相结合! 如果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必须根据相关预案进行必要

的调整! 从而形成新的构思! 这是生态影像田野调查所必须的"

其次! 要追求图像表现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真实性主要指真实的人物! 人物必须是环境的主人! 不

摆拍现场" 在拍摄古村落的时候有整个村庄的全景! 还拍摄每一幢古建筑的全景! 有典型特色的古建筑

拍摄时还采用中景# 局部和特写的拍摄手法! 拍摄时特别注意环境的真实! 在拍摄时碰到空间狭小时也

不刻意改变现场环境! 真实记录现场" 另外详细拍摄居住者与建筑空间的关系! 建筑与周围环境的状

态! 不仅有图片的静态记录而且还有视频的动态记录和录影*图
#+*

+"

另外! 要确保现场信息的完整性" 对村民进行实地采访! 与拍摄对象进行交流对话! 克服陌生感!

增加了解" 在实地拍摄时主要是采用主位的研究方法! 充分表现被拍摄对象自己的看法# 态度! 避免以

自己的主观想法和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判断" 例如! 我们调查组第一天来到丽水大港头的古堰画乡! 以

前我们的同学会以拍摄当地的风景名胜# 历史古迹为主! 主要还是通过唯美的视角去表现主题! 缺乏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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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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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都乡一个古村落的房顶!顾羽卿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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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日常生产# 生活状态!吴青杭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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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从山泉引来的饮用水!封莎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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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F

$富%字是家庭& 村落和全国的一致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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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的头脑去关注问题% 拍摄的照片都是粉墙黛瓦& 小桥流水的内容% 没有自己的表达思想!图
H

"% 但是

这次结合田野调查的方法以生态的视角去观察事物% 表达想法' 在古堰画乡实地拍摄时我们调查组一直

把镜头瞄准在古镇与原住民的关系上% 当地文化与开发保护的关系上以及景点开发与自然生态环境保护

的关系上( 例如% 丽水市松阳县三都乡是当地古村落比较集中的地区之一% 是浙江最有代表性的古村

落( 据初步统计% 松阳县目前保存较为完整的古村落有
HI

多个% 逾
JIK

的古建筑年久失修% 村里以留

守老人为主% 年轻人中逾
LIK

外出打工( 围绕开发与保护这个主题% 当地政府也正在着手规划建设美丽

乡村% 特色乡村旅游的举措( 在下田村有一个农户家的房子被市里作为文保单位保护起来% 但这只是政

府的意愿% 并不是百姓自愿的( 农户想建新房改善住宿条件% 不能拆就不能建% 这是最大的矛盾( 对于

#

个地域出现的
"

种不同的状态% 感觉是一种文化的冲撞和矛盾% 有必要用相机表达这种现状!图
M

"(

!"#

调研拍摄中期的再论证

本次调查的综合讨论旨在加深对调查主题的理解% 以及理清进入调查地的观感体验% 对各自图像记

录的内容从各个角度和视点做分析讨论% 对调查的构思& 方法& 目标重新予以审视并及时调整( 特别强

调了视频记录的重要性( 因为仅有图片% 不能对事物和事件进行完全与精确记录% 很多内容稍纵即逝%

而视频手段可以大大增加资料的细节表现和丰富性(

拍摄中期的再论证% 主要是针对调查组原先制定的拍摄主题与实地调查拍摄的差异% 重点是现场讨

论% 调查团在丽水学院借用了
#

间教室开展中期讨论% 时间为
# 4

( 讨论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师生间的双

向提问& 交流% 由此引发 )头脑风暴*( 比如% 有一位同学拍摄了
#

张计划生育宣传图片% 图片主角是

#

个女孩( 在分析这个案例时有学生断言这是重男轻女的表现( 经过讨论% 认识到这个观点是片面的%

沈治国等+ 生态影像田野调查方法
FFL



浙 江 农 林 大 学 学 报
!"#$

年
%

月
!&

日浙 江 农 林 大 学 学 报

图
$

唯美视角! 缺乏地方内涵

'()*+, $ -(., /0)1, 23 4(,56 7*8 1/.9 23 12./1 .20028/8(20

图
%

旧宅空间幽暗而且没落! 但凸显旧时代的社会

理想"张帆摄#

'()*+, % :1; <2*=, (= )122>? /0; 3/;(0)6 7*8 (8 +,31,.8= 8<, (;,/1(8?

(0 8<, 21; =2.(,8?

!

7? @AB-C '/0

"

症结是割裂了表象与内在的关系# 并不能客观反映该地区生育观的现实!图
D

"$ 还有位学生则通过拍摄

老建筑遗存# 对村落文化的保护现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从而引起了关于传统文化记忆与社会认同的深

入讨论# 不仅加深了对调查主题的认识# 也更加明确了生态影像田野调查的意义!图
EF#&

"$

图
D

餐厅墙上的挂物显示不同潮流的并置"陆怡摄$

'()*+, D B..,==2+(,= </0)(0) 20 8<, 5/11

!

7? GH I(

"

图
E

旧民居与新的教学楼并存%陈一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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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报告

实地调查结束并不意味着整个任务的完成$ 还要和被采访者和当地保持联系# 进一步补充完善调查

资料# 使调查结论更加可信$ 结束田野调查之后的任务主要包括%

!

通过文献资料# 梳理调查点的自然

环境与人文状况&

"

古村落建筑的现状&

#

城市化' 科技和商业化对传统农业与乡村生活的冲击&

$

文

字与图像和视频材料等综合编辑整理$

L

结果与分析

$"%

与传统影像记录的比较

生态影像调查的方法与意图在于给予调查地(((设定广大的农业社会' 乡村区域(((的生活状态'

人文景观# 尤其生态环境的现状及时' 全面' 理性的图像表现# 使得影像变成当代社会进程里重要的参

考资料与回应$ 传统影像往往只记录社会的表象# 主要表现在追求程式化的唯美趣味# 拍摄的内容大多

属于奇异美景# )风花雪月*$ 传统影像方法难以关注当代社会和人类生存的重要及普遍的问题# 与时

代需求相脱节$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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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村里穿着
$%

服装的老人!吴青杭摄"

&'()*+ # ,-+ ./0 123 '3 $.)'4 %)'5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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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

金属制造的消防栓镶嵌于旧建筑!陈一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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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翔实的乡村影像文献

生态影像的使命主要是提供翔实的影像纪录###基于充分学术研究与现场体验的理性之图像再现与

思考$ 因而对其他相关学科$ 诸如文化人类学% 社会学% 经济学等等$ 提供了一种新的结合的可能性&

虽然方法不是研究本身$ 但是通过这样的方法$ 可以更加深入细致地了解研究对象$ 并使得相关研究以

更加多元的方式向社会呈现$ 从而引起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的关注& 本调查中所使用的的案例$ 即浙江

省丽水市相关乡村% 社区的农业生态环境% 地域生活状态$ 以及传统文化传承等现状$ 通过本调查的实

施而得到了广泛关注$ 许多媒体进行了报道$ 并且开始进入社会学界的视野&

!"!

传播生态文化价值观

生态影像调查$ 用镜头和语言文字记录生态环境% 人文景观$ 反映当代人类的状况$ 在社会上和影

像界宣传或传递关注生态% 注重生态的价值观& 实施生态影像$ 利用田野调查的方法关注% 研究生态问

题是当代社会发展需要的& 通过这种影像解析的形式反映乡村文化的现况$ 进而引发人们对新农村建设

中古村落和乡土文化保护的思考$ 系统% 完整% 深入的生态影像积累$ 对环境保护% 对当地开发保护古

村落和旧建筑$ 对于保存和整理当地 '文化记忆($ 传播生态文化价值观$ 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而这

是其他单一的传统田野调查方法所不能胜任的&

D

结论

随着互联网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与普及$ 影像表达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强大& 但大多数人用相机记录

的风景过于艺术化而超越现实$ 这是对影像表达可能性的忽视& 过分强调景观和艺术化$ 往往难以体悟

拍摄对象的人文内涵& 深层次的内容必须通过 '沉下去( 的途径才有可能达成$ 而这种 '沉下去( 的方

法$ 有赖于生态影像的深度参与& 虽然不能说传统影像记录的方式已经游离中国现代性进程之外$ 但是

生态影像调查可能是理解当代世界进程的一个新途径&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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