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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齐氏文化基金会 

2014 年第七届“推动中国进步奖” 

第一号颁奖公告 

2014 年 5 月 29 日 

 

齐氏文化基金会 2014 年度第七届“推动中国进步奖”由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香港大学在读博士生曾金燕共同评审选出。今年的获奖

者为三个民间团体： 

 

天安门母亲、黄牛田电影、民间记忆计划。奖金各 3000 澳币。 

 

为纪念齐尊周先生逝世十周年，其女齐家贞 2008 年 3 月在澳洲注册成立了非盈

利机构齐氏文化基金会，资金来源为齐尊周遗产、子女个人收入以及小范围的私

人募款。齐尊周（1912-1998），中国广东海南文昌人。坐牢二十三年，大半辈子

颠沛，为国家民主富强克勤克俭，尽心尽责。基金会的宗旨是：“中国很大，我

们很小；但我们心齐，愿意为中国的进步做一点事情”。基金会每年颁发“推动

中国进步奖”，奖励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个人（或组织），用文学艺术的形式，为改

善中国的民主、自由与人权做出的积极贡献。 

 

澳洲齐氏文化基金会籍六四 25 周年纪念之际，颁发此公告。 

 

目录： 

 齐氏文化基金会 2014 年度颁奖词 

 黄牛田电影及民间记忆计划获奖感言 

 黄牛田电影近期作品选介 

 民间记忆计划作品清单 

 

 

 

澳大利亚齐氏基金会 

2014 年 5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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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奖词 

天安门母亲 

 

“天安门母亲”是由一个六四死难者群体家属及伤残者组成的民间团体，二十五

年来为六四“真相、赔偿、问责”问题奔走呼告。天安门母亲获本基金提名之际，

本届评委郝建因 5 月 3 日与友人在家中进行六四纪念讨论而被警方刑事拘留。郝

建是北京电影学院的教授，六四期间他的堂弟郝致京中弹身亡。同期因参与六四

纪念闭门会议被捕的，有徐友渔、刘荻、浦志强、胡石根；随后因浦志强被捕而

被捕或失踪的，有其代理律师屈正红，媒体工作者吴薇、辛健。 

 

六四受难者殷红的血迹已经融为长安街街头暗黑的泥土，在政府强制抹杀记忆的

行径前，齐氏文化基金会以纪念六四诸君被捕的事实描述作为颁奖词，将本年度

“推动中国进步奖”颁发给天安门母亲。因相关人士失去联系，其获奖感言日后

再补。 

 

黄牛田电影 

 

2007 年 8 月 20 日，在广东惠州的黄牛田村，徐辛、王我、胡新宇、赵大勇、黄

文海、刘高明、梁小武、前田佳孝和朱日坤成立黄牛田电影。次年该小组在日本

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上以单独单元展出小组成员的部分作品。作为一个松散的

独立电影创作团体，黄牛田电影发展至今，主要成员为朱日坤、王我和徐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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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 memory（图片来源：民间记忆计划） 

在独立电影备受打压的中国，这些作者们坚守“边缘”的创作地位，拒绝来自政

治权力和商业目的的任何电影审查与更改，不断寻求影像艺术的创新，深切地关

注被国家与主流传媒压制的社会话题，提出对社会现实的尖锐批判。他们的作品，

为被相互孤立隔绝的社会群体提供了呈现自我和沟通互动的桥梁。因而齐氏文化

基金会有幸将本年度“推动中国进步奖”颁发给黄牛田电影，以支持其坚守边缘、

不和权力与资本共谋、持续呈现底层的独立电影精神；表彰其在独立创作艺术上

取得的成就。 

 

民间记忆计划 

 

草场地工作站由吴文光和文慧发起，主要的纪录片创作者既有年过 60 岁的村民，

也有 80 后、90 后的年轻艺术家。从 2005 年的“村民影像计划”到 2010 年起的

“民间记忆影像计划”（后来更名为“民间记忆计划”），日益凋敝荒芜的农村成

为草场地工作站的关注对象。 

 

在预算微乎其微的状况下，2010 年起“民间记忆计划”采访了超过 1000 位农村

老人关于饥饿的记忆，覆盖了土改、大跃进、大饥荒、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

政治运动。其中 12 位作者在三年内完成了 26 部纪录片。这些纪录片以导演为桥

梁，通过个人摄影机和表演性的纪录片创作，重建了导演的“根”村庄里个人饥

饿历史事实以及饥饿的集体身份，是无声的农村老人罕有地以个人记忆再现中国

共产党上台以来历次政治运动。通过纪录片创作，导演们重建自我，在历史语境

及既定的物理空间里（“根”村子）重新认识“我是谁”的哲学命题，为饥饿亲

历者开启了创伤治疗

的旅途。纪录片创作

与社会现实碰撞过程

中产生的乡村图书馆、

老人基金、环保、儿

童发起等活动，既是

影像又是实实在在的

社会行动，是导演们

唤醒自我良知、重建

乡村社区、实现社会自

我组织的努力。 

 

齐氏文化基金会荣幸地将本年度“推动中国进步奖”颁发给民间记忆计划，肯定

其在个人影像和表演性纪录片创作方面的努力；感谢其挖掘呈现民间记忆，为中

国人安身立命提供多重的时间、空间和精神维度所作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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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牛田电影获奖感言 

2014 年 5 月 19 日 

成立黄牛田电影小组，是希望一帮志同道合的

电影人能够相互帮助、相互支持、相互鼓励，

同时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这个小

组。发起黄牛田电影小组，期待她在言论不自

由的中国给出某种新的可能性。远离当时的环

境再回头来谈初衷，初衷可能就是已经改变的

现实。黄牛田电影目前的作品就是“初衷”的

一个主要部分。  

近几年，独立电影节受更严厉的政治打压，电

影人的创作集体上受到很大的影响。在资本诱

惑和政治压力下，真正在做独立电影的越来越

少，作品的传播也受到很大的限制。黄牛田电

影作为一个松散的小组，算得上是对抗艺术创

作各种体制的一种方式。她存在意义是敦促作

者面对现实，并从这个角度发声。但是每一个

经验都是自身的镜子。作为处于边缘状态的我

们，对现实需要有一种更加悲观的人生态度。

我们也警惕她被论述的“社会意义”。 

独立纪录片的创作和传播从一开始就是在表

达不自由的环境下存在，其自身也与这种外部

的环境和势力建立起了各种各样的关系。当这

个环境越变越困难的时候，也许改变的时候就

到了。中国的现实，在严酷的体制和复杂的民

间社会和江湖中，多数人都在苦苦挣扎。虽然

每个人会有不同的认识和应对方式，但是对自

身负责任对于创作者来说是第一位的，“我”

希望“自己”能够坚持做到《黄牛田电影宣言》

的态度和要求。 

 

王我：这个国家是一个现实的存在，我也是。 

朱日坤：生活在这个国家是最大的不幸和幸运。

既然来了，努力活下去。 

徐辛：目前来看，看不到中国的任何希望，我

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电影来表明自己的立场。 

 

黄牛田电影宣言 

作为一个独立电影作者，作为黄牛田电影小组

成员，我们一致同意： 

1. 拒绝来自任何方面的电影审查； 

2. 我们的电影必须忠实表达自身的思想、

观点和立场； 

3. 拒绝因为发行或其他商业目的而对影片

进行删改； 

4. 具有电影探索精神，尽可能的进行艺术

创新； 

5. 作者拥有其影片完全的剪辑权； 

6. 有持续的创作能力； 

7. 对黄牛田集体有着强烈的责任感； 

8. 以上不仅是对我们某一部影片的要求，

而是对我们所有电影创作的起码标准。 

我们以我们的电影创作和行动来实践以上的

宣言。 

 

起草：2007 年 8 月 20 日于广州黄牛田 

最新修订：2011 年 3 月 10日于北京 

 

 

2007 年 8 月 20 日，发起成员于广州黄牛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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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记忆计划获奖感言 (2014 年 5 月 4 日) 

 

草场地工作站“民间记忆计划”荣幸得知获齐氏文化基金会“推动中国进步奖”，作为一个纪录

片创作为主要内容的艺术计划，出发点就包括：回到并立足于一个具体的现实场域，艺术创作与

现实改变之建设同步，我们希望自己不仅是一个优秀的纪录片作者，同时也是社会进步与建设的

参与者之一。 

 

民间记忆计划是一个自然聚合独立影像与剧场创作者的独立艺术计划，2010 年开始，一群独立

纪录片作者返回 和自己有关系的

村子（出生成长 或祖籍村子），拍

摄采访的村子老 人讲述历史，并在

过程中创作自己 的纪录片。绝大部

后”年轻人，他们分参与者是“80

刚刚从大学毕业 不久、或者正在就

读。他们选择回 去的村子都是和

自己有密切关系 的，自己出生和长

大的村子，或父 母出生长大的村

子，或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自己亲

戚生活的村子， 或曾经下乡插队

的村子。对这些 采访拍摄者来说，

首先是一次自己的返回，返回到和自己有关的村子，返回到生活的根部；然后是有关从前的寻找，

对曾经的历史老人的寻找，对一种沉没的历史遗迹的寻找，一种在现实和历史交叉路上的寻找。 

 

随着被访老人和被访历史时期的逐渐增多，一直被遗忘的那些来自最普通人的记忆正在被影像记

录着，成为以后可以称之为“民间历史影像档案”的一部分。在返回村子返回记忆的这条路上，

是历史的寻找，也是在现实泥泞路上的跋涉，不同的遭遇和体验由此而生，纠缠在“过去”与“现

在”的探寻中，参与者们也在经历着一种新的自我定位和改变，这一切自然也融入到我们的纪录

片作品中。 

 

能记忆到什么？记忆能持续到多深或多远？如今不敢断言，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在这个

遗忘成为习惯成为风气的年代里，记忆有其价值。  

 

这个正在实践中的计划，有来自不同地方、不同身份、不同年龄的人陆续参与其中，一种影像与

乡村实践、艺术对社会现实的介入参与的尝试，一种无数个人如何聚合成民间力量、如何由公民

影像转换为公民意识的尝试。 

 

在民间记忆计划进入第四年之际，获知荣获齐氏文化基金会“推动中国进步奖”，倍感支持与激

励！  

吴文光及草场地驻场艺术家在香港艺术中心与观众进

行“身体问答”，图片来源：李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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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牛田电影近期作品选介 

 

《克拉玛依》（徐辛）开拍于 2007 年 12 月 8 日凌晨克拉玛依的墓地。1994 年 12

月 8 日克拉玛依市教委举办的文艺汇演中发生大火，造成 323 人死亡，130 多人

烧伤，大多数受害者是中小学生。《克拉玛依》再现了个人记忆重构的克拉玛依

大火事件，家属和幸存者的悲伤、痛苦、犹豫、恐惧与抗争，以及对教育制度、

官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政治体系的反思与拷问。此片警醒公众克拉玛依灼热

的火苗和令人窒息的浓烟，以各种变形，依旧还在杀死中国的孩子。 

 

徐辛，1966 年出生于江苏泰州。1991 年大学美术专业毕业，早年从事油画和摄

影创作。2000 年成立徐辛纪录片工作室，开始独立纪录片的创作。其纪录片关

注中国底层的生存状态，尤其是弱势群体和少数群体。 

 

徐辛纪录片作品一览： 

 《马皮》，81 分钟，2002 年。 

 《车厢》，18 分钟，2004 年。 

 《房山教堂》，80 分钟，2005 年。 

 《火把剧团》，110 分钟，2006 年。 

 《桥》，16 分钟，2007 年。 

 《克拉玛依》，356 分，2010 年。 

 《道路》，113 分钟，2011 年。 

 

《查房》（朱日坤）记述了 2012 年 7 月 25 日，郭飞雄、朱日坤等人去江西新余

探访维权人士刘萍、魏忠平和李思华时遭遇警察查房的经历。如今郭飞雄、刘萍、

魏忠平和李思华身处高墙内，因当局对新公民运动的打压而面临牢狱之灾。《查

房》的卡夫卡风格直指后极权国家被滥用的官僚体系。片中呈现的警察傲慢，实

质为无任何约束的极权暴力。当代社会的行政体系为此种暴力的使用提供了掩护，

使其以合法的面目渗透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朱日坤，1976 年生于广东惠州，2000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策展人，是中国独立

电影交流发行重要的推动者，监制多部独立电影。《查房》为其导演的第一部纪

录片作品。 

 

 2001 年成立现象工作室。 

 2003 年创办中国纪录片交流周。 

 2005-2010 年担任栗宪庭电影基金艺术总监。 

 2006 年合作创办北京独立影像展。 

 2007 年合作发起黄牛田电影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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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王我）完成于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因“涉嫌分裂国家罪”被捕之际。

该片记录了西藏和新疆问题独立知识分子王力雄发起的中文推特网民与达赖喇

嘛的一次网络对话，片中人物包括达赖喇嘛中文秘书长才嘉、中国维权律师滕彪

和江天勇（基督徒）、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伊力哈木、藏族作家唯色、以及多名网

友。《对话》跨越了时空限制、冲破了宗教和民族隔阂，深入分析了中国政府社

会控制的策略与方法，在社会冲突日益尖锐的中国，为民族和解融合指出清晰的

道路，是理解中国后极权政治与民族问题的宝贵影像数据。影片涉及人物，或流

亡、或入狱、或被酷刑、或被监视软禁限制离境，为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而付出

沉重的个人代价。 

 

王我，生于河北省邯郸市。1991 年至今学习、工作于北京。艺术家、平面设计

师、独立纪录片导演。 

 

王我纪录片作品一览： 

 《外面》，78 分钟，2005 年。 

 《热闹》，60 分钟，2007 年。 

 《上下》，11 分钟，2007 年。 

 《折腾》，115 分钟，2010 年。 

 《对话》，115 分钟，2014 年。 

 

 

2010 年至 2013 年，民间记忆计划 12 个作者创作的 26 部纪录片简介 

《吃饱的村子》（邹雪平） 

 

➞2010 年纪录片（3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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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的村子》 

导演、拍摄、剪辑：邹雪平 

片长：76 分钟 

制作：2010 年 

参展放映： 

2010 年：草场地“交叉”（北京）、台湾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北京新青年影像年

度展 

2011 年：坦佩雷国际电影节（芬兰）、北京新青年影像年度展）、尤伦斯当代艺

术中心 

2012：影子电影节（巴黎）、大连独立影展 

 

作品参展：《饥饿的村子》入选台湾国际纪录片电影节、芬兰坦佩雷国际电影节、；

《吃饱的村子》入选放映南京中国独立影像展、北京宋庄独立影像展并获“优秀

纪录片奖”、纽约大学“民间记忆计划”专题展映等。 

 

影片简介： 

我是农村出生并长大的孩子。从 2008 年开始，我在记录自己的家庭，之后又慢

慢走进自己的村子。这部片子是我的第二部纪录片，整部片子都是由老人构成。

一个年近 80 岁的老人，她生命中的最后两年，从依靠拐杖慢慢挪动，到瘫痪，

只能依赖别人才能生活，这就是我的奶奶。还有村里的其他老人，他们的日常生

活、以及他们 50 年前的饥饿经历回忆。片子由一个老人临近死亡时的煎熬和挣

扎与那些讲述饥饿历史的老人共同构成。 

 

《自画像和三个女人》 

导演、剪辑：章梦奇 

拍摄：章梦奇、章燕 

片长：70 分钟 

制作：2010 年 

参展放映： 

2010 年：草场地“交叉”（北京）、台湾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北京新青年影像年

度展 

2011 年：云之南影像展（昆明）、坦佩雷国际电影节（芬兰）、中国独立影像展

（南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日本）、贝鲁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黎巴嫩） 

2012：影子电影节（巴黎）、大连独立影展 

 

影片简介： 

我今年 23 岁，这是每个女人怀梦的年龄。女孩在孕育自己梦想的同时又要背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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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另外两个女人的愿望。这个片子从自我寻找开始，涉及母亲、外婆三个血液相

传、成长于不同时代的女人。作为婚姻牺牲品的外婆把追求美好婚姻的愿望传递

给了母亲，而母亲再次牺牲后又把同样的愿望传递给我。婚姻成为女人的梦想，

也是梦想的杀手。 

 

《治疗》 

导演、拍摄、剪辑：吴文光 

拍摄：吴文光、文慧、邹雪平、唐志、谢莉娜 

片长：80 分钟 

制作：2010 年 

参展及放映： 

2010：草场地“五月”艺术节，北京；Visions du Reel, 2010，瑞士尼昂真实视觉

电影节；中国纪录片交流周，北京宋庄 

2011：芬兰坦佩雷电影节；云之南影像展，昆明 

 

有关作品： 

这个作品的初衷是想做一个有关我母亲的影像，以之纪念和我感情极深、在 2007

年去世的母亲。做的过程想法不断被打断和改变，特别是对整个 12 年中有关我

母亲的影像素材整理过程中，一些之前没有留意的细微之处重新再现，一些往事

重新恢复；还有，重新面对母亲的活动影像，一个已经消失人世的亲人突然那么

栩栩如生地活动起来，说话，表情，一切宛如昨天，发现这个影像作品不仅仅是

纪念，是一个让我母亲重新活过来的尝试，尤其是在我现在这个需要自我治疗的

过程，母亲成为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元素。所以，母亲－回忆－现在时－治疗与

自我治疗，一个结构和叙述方式自然而成。 

 

➞2011 年纪录片（6 部） 

 

《吃饱的村子》 

导演、拍摄、剪辑：邹雪平 

片长：88 分钟 

制作：2011 年 

参展放映： 

2011 年：草场地“交叉”（北京）、北京新青年影像年度展、中国独立影像展（南

京） 

2012：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影子电影节（巴黎）、大连独立影展、北京宋庄独

立影像展并获“优秀纪录片奖” 

 

作者的话： 

http://fanhall.com/ff000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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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上一部片子《饥饿的村子》完成后，我回到村子首先给我的家人放映，马上

遭致一场激烈的家庭反对，几乎全体家人——我的五十年代出生的父母、七十年

代出生的哥哥和“90 版”的上高中的弟弟都担心我采访村里五十年前的“饥饿

历史”很危险，会犯错误，并且认为我大学毕业后不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去采

访老人和拍纪录片是不务正业。家庭的激烈反对让我几乎崩溃，我对自己选择的

道路产生怀疑和动摇，同时也在重新审视和寻找自己。这是我从出生到现在、25

年来第一次和父母、和家人对抗，也是我叛逆的开始。幸运的是，在家庭反对的

“高墙”中，我的身边站出一个坚定的支持者——我的九岁的侄女，她成了我的

“小天使”。还有我采访过的那些村子里的老人，他们依然坚定而朴实地支持我，

即使有的老人看完片子后，担心这个“暴露饥饿历史”的片子去国外放映会被外

国人耻笑中国，也有一个叫西陵的老人站出来劝说他们支持我。这是我跟随“民

间记忆计划”返回我的村子拍摄的“我的村子”系列纪录片的第二部片子，记录

了我因为寻找记忆所遭遇的现实。我最大的疑问是，这个村子经历过惨绝人寰的

饥饿灾难，五十年后的现在，肚子是能吃饱了，日子也比以前好过多了，但这个

村子的精神是否依然还在饥饿中？ 

 

《自画像：47 公里》 

导演、拍摄、剪辑：章梦奇 

片长：77 分钟 

制作：2011 年 

参展放映： 

2011 年：草场地“交叉”（北京） 

2012：巴黎真实电影节、影子电影节（巴黎）、大连独立影展 

 

有关作品： 

继我的第一部纪录片《自画像和三个女人》之后，我的第二次“自画像”是在一

个叫“47公里的村子描述的。这个被当地人叫做“47公里”的村子位于湖北随州

47公里的地方，我父亲出生在那里，二十岁时他离开了，但他的父亲、我的爷爷

还生活在那里。2010年夏天和2011年冬天，因为参与民间记忆计划，我选择返回

这个和我现在的生活看起来没有什么关系的村子，我开始重新认识我的爷爷，也

认识着那些经历过五十年前“饥饿灾难”的老人们和 

这个一直让我惶惑困窘的村子。“47公里”对我意味着什么？ 它是一面镜子，

我站在它面前看到自己。    

 

《罗家屋：我和任定其》 

导演、拍摄、剪辑：罗兵 

片长：80 分钟 

制作：2011 年 

参展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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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草场地“交叉”（北京）、中国独立影像展（南京） 

2012：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北京独立影像展（宋庄）、影子电影节（巴黎）、

大连独立影展 

 

作者的话： 

这是我的第一部纪录片，也是我大学毕业一年后选择以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开始，

这个“开始”就是返回到我出生并长大、位于湖南株洲一个叫做罗家屋的村子。

我的这个“返回”是和民间记忆计划共同进行的，从采访村子里的老人们有关发

生在 1959 年至 1961 年的“三年饥荒”的记忆开始。我试图返回老人记忆的行动

遭遇到料想不到的拒绝、包括我奶奶的反对，她担心我犯错误、走向一条危险的

路；也让我料想不到的是，一个老人闯入我的生活，他带着我走近村子里一个个

老人，他成了我采访的坚定的支持者和同志。他的名字叫任定其，就住在我家隔

壁，更让我惊奇的是，这个只读过几年书的农村老人居然写了几十万字有关他从

解放初期到现在的回忆录，但他并不急于把回忆录给我看。他是担心什么？他真

的写了回忆录了吗？他为什么写？他的回忆录放在什么地方？我好奇，我在猜测，

也在怀疑，在想象……我的这些心理伴随着我一次次靠近他，这种靠近他的过程

也是我对这个村子以前不曾了解的现实的一种发现。 

 

《回到花木林》 

导演、拍摄、剪辑：李新民 

片长：80 分钟 

制作：2011 年 

参展放映： 

2013：新德里亚洲女性电影节 

 

作者的话： 

我是农村出生长大的孩子。从 2004 年开始一直在外边打工，2011 年我第一次拿

着摄像机回到我的村子。我拍摄自己在家的生活，我在寻找我和村子之间的关系。

同时我也走进村里的老人，采访他们 1959 年到 1961 年挨饿的经历。 

 

《听三奶奶讲从前的事情》 

导演、拍摄、剪辑：文慧 

片长：75 分钟 

制作：2011 年 

参展放映： 

2011：维也纳国际电影节 

2012：北京独立影像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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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话： 

为了寻找忘却的家庭的记忆，我找到了我父亲家族中至今健在的三奶奶。我以前

从来不知道我还有这样一个奶奶，她是我父亲的三婶，但我父亲从未和我提起过

她。今年冬天，我在云南省双柏县的一个叫大河边村子找到了这个三奶奶。她的

名字叫苏美玲，现在 83 岁了。和我相遇，就好像她就在那里等着我，等了整整

83 年。我住在她家里，三奶奶开始和我讲她的故事———一个妇女在时代巨变

中的命运。 

 

《贾夫奎的冬天》 

导演、拍摄、剪辑：贾楠楠 

片长：30 分钟 

制作：2011 年 

参展放映： 

2011 年：坦佩雷国际电影节（芬兰） 

 

作者的话： 

我觉得应该拍一拍爷爷，多了解一下爷爷。爷爷冬天每天都是怎么过来的，以前

很少想过。通过这次拍摄我了解了更多爷爷平时日常生活是怎么过的，和老人的

一些想法。 

 

作者简历：贾楠楠，1990 年出生，初中毕业。现在在草场地工作站做剧场技术，

同时也学习剧场和纪录片。 

 

➞2012 年纪录片（7 部） 

 

《孩子的村子》  

作者：邹雪平 

85 分钟 / 2012 

参展放映： 

2012：中国独立影像展（南京）、大连独立影展 

2013：影子电影节（巴黎）: 

 

作者的话： 

这是我跟随民间记忆计划返回我的村子拍摄的第三部片子。2012 年初，冬天，
我继续返回村子采访，同时开始调查统计“三年饥饿”逝者信息，并在村中募捐，
为村里那些“三年饥饿逝者”建立纪念碑。村子里一群 10 岁到 15 岁的孩子自愿
加入到这一行动中，她们端着我给她们的摄像机，走近老人，询问，统计，募捐……
第一次在行动中学习和了解自己村子的历史。有她们这些“小天使”的伴随，我
在村子里不再感觉孤单，也看到未来和希望。这部片子和我之前的两部片子构成
我的“邹家村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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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画像：47 公里跳舞》 

作者：章梦奇 

82 分钟 / 2012 

参展放映： 

2012：中国独立影像展（南京）、巴黎真实电影节、影子电影节（巴黎）、大连

独立影展 

 

作者的话： 

这是我的“自画像”系列影片之三。“我的自画像”该如何继续描绘呢？2012

年初的冬天，我再次返回那个在“47 公里”的湖北小村子，继续我之前在这个

村子里有关“三年饥饿”的采访，并开始调查统计那三年中因饥饿逝世者。我还

打算为这些逝者在村里建立一块墓碑，还想在村里演出我为纪念那些经历饥饿灾

难者创作的舞蹈……这是一次看似荒唐的生者对死者的访问，一次无法预料结局

的历史与现实交错的泥潭跋涉，又一次把我年轻单薄身体投掷于现实风浪中的疯

狂。 

 

《罗家屋：天地无情》 

作者：罗兵 

75 分钟 / 2012 

参展放映： 

2012：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2013 年：云之南影像展（昆明） 

 

作者的话： 

这部片子是我第一部纪录片《罗家屋：我和任定其》的延续，片名借用村民任定

其的回忆录名字“天地无情”。这部作者花了十年时间完成的回忆录，记录了他

所经历的刻骨铭心经历：土改、大跃进、三年饥饿、文革……我的这部片子是这

部回忆录的一次试图阅读，是这位历史见证者的再次靠近。同时，我在试图把这

本回忆录“暴露”在村里人面前时，也在遭遇着意想不到的各种反应，检验着过

去与现在的这个村子是否依然“天地无情”。 

 

《花木林 2012》 

作者：李新民  

75 分钟 / 2012 

参展放映： 

2012：中国独立影像展（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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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话： 

2012 年初，我又回到我出生的那个隐藏在云南高山中的寨子。自我 15 岁离开它

去城里打工，九年里我每年冬天都回去，每次回去都发现它又熟悉又陌生，老人

变得更老，孩子长大，谈论着去哪个城里打工挣钱。这部片子和我的上一部片子

《回到花木林》一样，镜头中更多是那些再也出不了大山的老人们，他们依然在

干活，背东西，守着火塘谈论着外面的世界。片子中还有一个名叫小群的女孩，

和我同岁，也是小学没毕业就干活养家，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我的镜头对

准她，我感觉我好像从一面镜子中看到我的从前，还有我的以后。 

 

 

《双井，我是你孙子》 

作者：舒侨 

78 分钟 / 2012 

参展放映： 

2012 年：中国独立影像展（南京） 

 

作者的话： 

这是我的第一部纪录片，创作始于 2010 年，当时我还是天津美院学生，参与民

间记忆计划，回到自己出生的湖南溆浦县双井村，采访老人“三年饥饿”记忆，

并拍摄自己的片子。这部片子中，我爷爷是主要人物之一，片子从他主持修复的

族谱入手，我开始了解自己的家族史。在我采访村子里老人“三年饥饿”记忆、

并试图在村里建立“三年逝者”墓碑过程中，我爷爷也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他对我的行为始终混杂着：怀疑、帮助、反对和支持。我爷爷对我做这些事的态

度，集中了来自村里人的各种反应。这部片子历经两年，伴随我数次返村采访、

拍摄和立碑行为，终于完成，我视之为我两年中成长的一个验证。 

 

《进攻张高村》 

作者：王海安 

86 分钟 / 2012 

参展放映： 

2012 年：中国独立影像展（南京） 

2013 年：慕尼黑戏剧节 

 

作者的话： 

张高村是我出生并长大的村子，在山东青州市，我的父母和爷爷还生活在那里。

自 2010 年我参加民间记忆计划，开始回村采访村史，同时我想为那些在“三年

饥饿”中饿死的人建立一块墓碑。我没有料想到的是，我是在进行着一次“鸡蛋

撞墙”式的“进攻”。最终我是没有把这块墓碑在村里树起来，我被各种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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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担心、嘲笑和反对击败，但我还是发现我身边依然有着一些善良敦厚的老

人在默默关心和支持我。这部片子是我的第一部纪录片，是我作为一个树碑失败

者的写照，也是我在历史与现实中跋涉中自我寻找与发现的一面镜子。以此为证。 

 

《“一打三反”在白云》 

导演、拍摄、剪辑：贾之坦 

片长：70 分钟 

制作：2012 年 

参展放映： 

2013 年：云之南影像展（昆明）、北京独立影像展（宋庄）并获“优秀纪录片奖” 

 

作者的话： 

1970 年，我有 19 岁，当时我生活的村子发生了一次人为制造的“反革命集团”

案件。一场本村人陷害迫害本村人的惨剧就发生在同村人之间，先后有 80 多人

被牵扯进这个“案件”中。40 年后，除了曾经的当事人偶尔提起这个事，绝大

多数当时的在场者都沉默，甚至非常胡涂当时是怎么一回事，更不要说以后出生

的本村后代了。我决定去调查，以本村人、一个曾经的“现场者”和“沉默者”、

但现在是“睁开眼睛”的人去调查记录发生在我的村子中的这个历史，调查记录

着的不仅仅是“过去”，也包括“现在”，我想这是我该承担的责任，也是我一

个村民反省和思考的开始。 

 

➞2013 年纪录片（10 部） 

 

《垃圾的村子》  

作者：邹雪平 

82 分钟 / 2013   

2013 年：中国独立影像展（南京） 

 

作者的话： 

这是我跟随民间记忆计划返回我的村子拍摄的第四部“邹家村系列”片子。2013

年初，我又回到村子，面对遍布村里的垃圾，我开始带着村里的孩子，尝试来改

变村子的环境。我们一起捡垃圾，这是一场和垃圾、和村民顽固观念的艰难搏斗。

垃圾越捡越多，困惑无奈情绪产生，内心充满垃圾一样难以喘息，在村子现实面

前感觉无助，无力。95 岁的沙奶奶和她 49 岁“脑子不正常”的儿子西柱，他们

的生活和故事贯穿在片子中，孤独，等待，活着。这部片子是我再次撞击现实高

墙，重新定位自己未来的一段艰难内心历程的印证。 

 

《自画像：47 公里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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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章梦奇 

77 分钟 / 2013   

2013 年：中国独立影像展（南京） 

 

作者的话： 

这是我的“自画像”系列影片之四。我在 2013 年初的冬天继续回到“47 公里”

村子。爷爷病危，我与爷爷的相伴，如同与死亡相伴。村子里是那些如同枯叶般

的老人和记忆。我和村里的孩子们相识，并共同行动起来，在村子里建立一座图

书室。一面是孤独困苦的老人，一面是阳光无邪的孩子。我的“梦”是否在此？ 

 

《花木林，小强啊小强》 

作者：李新民  

76 分钟 / 2013   

2013 年：中国独立影像展（南京） 

 

作者的话： 

片子是关于一个四岁的小男孩，男孩的妈妈是我的同龄人小群，去年拍了小群的

故事，她一家四口人的生活。我今年回村，发现小群的儿子小强很有意思，我带

着小强一起捡塑料袋。这个小强是我这个片子里的代表未来的孩子，同时，花木

林寨子老人的现实生活也一如既往，麻木孤单。 

 

《双井，我要嫁给你》  

作者：舒侨 
74 分钟 / 2013   

2013 年：中国独立影像展（南京） 

 
作者的话： 
这是我的第二部纪录片，伴随着民间记忆计划产生。2013 年冬天，我回到自己的母
校双井中学，给中学生上课，辅导他们摄像，鼓励他们回到自己村子采访村中老人关
于以前的记忆，如三年饥饿等。同时，我也继续返回我的村子双井村，听外婆讲从前
的故事，和公公一起在实施了“老人基金”计划，试图帮助村里有困难的老人，麻烦
也伴随其间。 

 

《信仰张高村》 

作者：王海安 

71 分钟 / 2013   

2013 年：中国独立影像展（南京） 

 

作者的话： 

这部片子是我的第二部片子，是伴随着民间记忆计划产生的。片子是我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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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再次返回自己的村子，去看望那些我曾经采访过的老人，并试图再次像去年

一样为“饥饿死者”树碑，遭遇到同样的反对。我试图通过其他的方式绕开这种

阻力，所以想去寻求村子里的教会的帮助，我进入到教会里去听那些信徒布道，

讲经，我拍摄他们，观察他们并且告诉他们我在村子里做的事情，但意外的是我

遭遇到同样的反对。 

 

我像是陷入到信仰的漩涡里，又试图逃避自己在村子里的那种不安和不明确的位

置。所以我决定更扎实地做点事，于是我去教孩子画画，去落实老人基金，去帮

助村子里需要帮助的那些孤寡老人…… 

《爷爷的饥荒》 

作者：郭睿   

75 分钟/ 2013   

2013 年：中国独立影像展（南京） 

 

作者的话： 

我从没见过我的爷爷，因为他在我出生之前便去世。以前并未觉得爷爷是我生命

中的重要部分，父母也较少对我提及他。直到 2013 年初，我返回到父亲出生长

大的村子，河南省临颍县大郭乡大郭村，去采访经历过“1959-1961 年饥荒”的

老人，此时，爷爷在我脑海中的形象，渐渐清晰起来。 

 

为何返回这个村子？我并非在此地出生长大，我没有乡愁。但我想，这种返回，

是对姓氏之源的追溯，是对血缘发生之地的探究。采访时，我接近老人的几乎唯

一途径，就是不断提及“我是郭高岭的孙女”，早已过世的爷爷，成为进村的引

路人。我对爷爷充满好奇，尤其是了解到他曾在“三年饥荒”期间担任生产队长。

我好奇他的相貌脾气，他的日常生活，他的权责，他在饥荒时期的作为和不作

为……与此并行，我也在统计大郭村在饥荒期间的死亡故事，逝者信息。 

 

爷爷与饥荒，似乎是我行走在陌生而又熟悉乡土上的契机与指引。 

 

《罗家屋：永别落江桥》 

作者：罗兵 

73 分钟 / 2013 年 

2013 年：中国独立影像展（南京） 

 

作者的话： 

落江桥是村子里最老、使用率最高的唯一一座拱桥，站在罗家屋抬头即见。小时

候上学我每天若干次从这个桥上走过，最近三年，因为记录村子里 1960 年大食

堂的故事，我也必须过桥找老人。这座桥几乎和村子里所有人发生过关系，也承

载了几代人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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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冬天回村以前我因为一次意外脚骨折了，回到罗家屋养伤，坐在屋里望着窗

外。听着轰隆的拆桥声，回忆起村子里被我采访过的那些老人和她们给我讲述过

的饥荒故事……桥和老人注定摆脱不了退出舞台的命运，而且她们还将走得不留

一点痕迹？ 

 

 

《我要当人民代表》 

作者：贾之坦 

78 分钟 / 2013 年 

2013 年：中国独立影像展（南京） 

 

作者的话： 

我是一个农民，参加草场地工作站的村民影像计划，利用业余时间拍了八年纪录

片。2012 年，我村子所在石门县开始了县人大换届选举。我自认为我一直为当

地村民说话，替他们解决了很多困难，足够参选人大代表的资格。我主动参选人

大代表，希望以此作为一个平台，为村民服务。参选结果在我的意料之中，我用

手中的摄像机记录了这一次争取公民合法权益的过程。 

 

《因为饥饿：吴日记之 1》 

作者：吴文光 

90 分钟 / 2013 年 

 

作者的话： 

民间记忆计划 2010 年在草场地工作站开始，我作为一个参与者，和众多 80 后年

轻人一起卷入，共同经历了“一条隧道里匍匐前行”。这部片子采用该计划头两

年记录素材剪辑而成，以“我的眼睛”方式记录了发生在民间记忆计划中的一些

事，可算作我“影像日记”片子。 

 

《山旮旯》 

作者：胡涛 

70 分钟 / 2013 年 

 

作者的话： 

我也不知道我拍了什么，三年灾害的印象吗？还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这群人？ 

 

◆影片作者简介 

 

邹雪平，1985 年出生于山东滨州，2009 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新媒体系，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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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场地工作站驻站。创作有纪录片《娘》（2008）、《饥饿的村子》（2010）、《吃饱

的村子》（2011）、《孩子的村子》和《垃圾的村子》（2013），构成其纪录片“村

子系列”。 

 

章梦奇，1987 年出生，2008 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现为自由舞者，

在草场地工作站驻站。曾创作剧场作品《自画像及和母亲对话》、《自画像及自我

性教育》和《自画像：47 公里》、以及纪录片《自画像和三个女人》、《自画像：

在 47 公里》、《自画像：在 47 公里跳舞》及《自画像：47 公里做梦》，为其纪录

片“自画像系列”。 

 

李新民，1988 年出生于云南凤庆县花木林村，上学至小学五年级，家贫停学，16

岁进城打工，2007 年至今是草场地工作站工作人员。2010 年她参与民间记忆计

划，回到她的村子采访拍摄，已完成纪录片《回到花木林》（2011）、《花木林 2012》

（2012）及《花木林，小强啊小强》（2013）。 

 

罗兵，1986 年出生，2009 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现在草场地驻站。2010 年参

与民间记忆计划，创作纪录片《罗家屋：我和任定其》（2011），《罗家屋：天地

无情》（2012）及《罗家屋：永别落江桥》（2013）。 

 

舒侨，1989 年出生，2012 年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数字媒体系，2010 年加入“民

间记忆计划”，现在草场地工作站驻站。已完成纪录片《双井，我是你孙子》（2012）

和《双井，我要嫁给你》（2013）。 

 

王海安，男，1988 年出生于山东省青州市何官镇张高村，2012 年毕业于天津美

术学院数字媒体艺术系。2010 年参加草场地工作站民间记忆计划，现在草场地

工作站驻站，已完成纪录片《进攻张高村》（2012）和《信仰张高村》（2013）。 

 

作者简历：贾之坦，男，1951 年出生，湖南省石门县白云乡园艺场村村民，在

家务农。2005 年起开始参与草场地工作站村民影像计划，拍摄纪录片短片《采

石场》，之后拍摄完成《我的村子 2006》、《我的村子 2007》、我的村子 2008》、《我

的村子 2009》、《我的村子 2010》、《“一打三反”在白云》、《我要当人民代表》（2013）

等七部纪录长片。 

 

郭睿，1988 年出生于河南省临颍县，2009 年本科毕业于河南大学历史系，2012

年硕士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现在北京草场地工作站驻站。《爷爷的饥荒》是

她的第一部纪录片。 

 

贾楠楠，1990 年出生，初中毕业。现在在草场地工作站做剧场技术，同时也学

习剧场和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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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涛，1992 年出生于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现就读于西安美术学院影视摄影专

业。 

 

文慧，1989 年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编导系。1994 年和吴文光共同创建生活舞蹈

工作室。编导作品有《100 个动词》（1994 年）、《同居/马桶》（1995 年）、《餐桌

上的 1997》（1996 年）、《裙子、录像》（1997 年）、《生育报告》（1999 年）、《和民

工跳舞》（2001 年）、《身体报告》（2002 年）、《时间·空间》（2004 年）、《37 度 8

报告》（2005 年）、《外地人》（2006）、《裙子》（2007 年）、《记忆》（2008 年）、《治

疗》（2009 年）、《回忆 2：饥饿》（2010）。《听三奶奶讲从前的事情》是她的第一

部纪录片作品，参展维也纳国际电影节（2011）、北京宋庄独立影像展（2012）

等。 

 

吴文光，1956 年出生云南昆明。1974 年中学毕业后到农村作为知识青年务农至

1978 年，1978 年考入云南大学中文系，1982 年至 1985 年在昆明三中和新疆尼勒

克二牧场做教师，1985 年至 1989 年在电视台做记者、编辑；1988 年至今，作为

独立制片人、作家和戏剧舞蹈剧场制作人。 

纪录片作品：《流浪北京》（1990 年）、《我的 1966》（1993 年）、《四海为家》（1995

年）、《江湖》（1999 年）、《和民工跳舞》（2001 年）、《你的名字叫外地人》（2003）、

《操他妈电影》（2005 年）、《亮出你的家伙》（2010 年）、《治疗》（2010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