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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影像看云南少数民族女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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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晓红  曾真  张颖 
 
 
     我们曾就昆明市民对印象最深的云南少数民族女性形象进行了一次抽样调查。在215份问卷

中，有87.4%的人回答“看过”有关云南少数民族女性的电影或电视，给他们留下印象最深的电

影分别是：《五朵金花》（48.4%）、《阿诗玛》（27.1%）等，给他们留下印象最深的电影女

性则分别是：阿诗玛（28.1%）、金花（27.1%），这样的结果表明，人们对少数民族女性影像

大多还停留在新中国成立后17年以来的旧有形象。 
     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现代化”成为时代的主题词，伴随着大众传播的繁荣，社

会文化呈现出多元化和世俗化趋势。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精神与物质之间所产生的张力使

个人处于对自我生存当下性的持续反思中，处在前所未有的焦虑和浮躁中。 

     我们发现这一时期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是被媒体忽视的一个群体。除了《高原女人》（云南省

妇联牵头制作，1995年，共15集）是为世界妇女大会专门制作的片子，全部以反映云南少数民

族女性为主之外，云南电视台以少数民族为题材的纪录片主要集中在《云南人》（1996-1999
年，共161期）、《云南纪事》（1999-2003年，共215期）这两个栏目中，共播出549个片

子，记录少数民族女性的内容却只有19个，仅占全部播出总量的3%。 
     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纪实类片子的叙事理念发生了很大转变，由宏大诗意的乌托邦结构向记

录“生存当下性”转变，对当下生存困惑的展现和对边缘化状态的关注是这一时期纪实类节目的

明显特征。真实记录少数民族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她们所面临的困境，真实展现她们的生活、个性

和烦恼，成为以前的片子所没有的。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女性形象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真

实回归，是最贴近真实的形象尝试。她们由原来的“被陈”地位向一定意义上的“自陈”地位转

变，她们的想法可以通过媒介表达出来。 

     “新时代的劳动者”是一群真实的信奉“走出去”的少数民族女性，因此，“走出去”成为

劳动者的表意主题。这些故事一方面表现了身在异乡的女性积极奋斗的经历，另一方面则反映了

她们在异乡的失落和迷茫。“走出去”见世面，肯定有“回来”的时候。这时期的纪录片有一个

普遍的叙述特点：跟随“走出去”的女性回家。通过女性视角，对城乡生活进行对比：先进的观

念、落后的意识，公共空间、私人领域，走出去的生活，留下来的命运……这种逻辑的背后隐藏

着这样的线索：走出去使我们的女主人公“获救”，使她们摆脱传统的“桎梏”。 

     以求知来求变，是少数民族女性“新时代劳动者”形象的劳动理念。《言花的故事》中，主

人公彝族女孩龙言花到县城边做保姆边自学，从不会说汉话到拿到县城电大的录取通知书，我们



看到一个浓缩的关于知识改变命运的范本。言花的一句话颇具代表性：人活着不仅为了吃饭和

玩，读书后才认识到人要为将来打算。 

     在这里，强势文化或显或潜地充当着“救世主”的角色，这些女性努力地学习汉话，努力地

学习可以得到强势文化认可的各类技能，努力地追求着强势文化下的自我位置和自我身份的表

达。 

     虽然少数民族女性在电视的镜头前终于可以开口说话了，但她们的“自陈”是放在一个框架

里的“自陈”，这个匮权乏势的群体是被置于精英、统治层文化中被允许“说话”的，她们在电

视中的出现是以其“边缘性”而获得“中心性”的话语权的。 
  媒介营造虚拟环境的功能，使媒介中的少数民族女性形象成为一种具有共识性的、认同性的

“想象的共同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而媒介贯穿的偏见通过话语权利的控制，使这种颇具

偏见的形象成为社会刻板印象，如同与生俱来般不容置疑。正如女性在商业与男性的“合谋”中

受到“象征性歼灭”一样，在媒介有意无意地对少数民族女性外表的渲染中，少数民族女性都受

到了同样的双重误读，一层来自强权文化的话语制度，一层来自男性文化的传统规定，二者又时

常合二而一，使影像中的少数民族女性表面上看鲜活、生动，其实只见外表，鲜见内心，鲜见内

心的躁动与痛苦，鲜见切实的追求与独立的自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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