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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云南民族文化丛书”总序

和少英

云南因民族众多、文化丰富多样而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的

一个天然宝库。自人类学与民族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现代学科传入中国以来，基于

云南的田野调查所取得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云南在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的传

播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关云南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的调查和研究发端

于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一些西方传教士、专家学者、探险家以及外交官等先后
进入云南，或窃绘山川险要，或记述边地的风土民情，并以此寻求通向中国的

“走廊”或通道 （譬如，英国铁路工程师兼情报官员 ＨＲＤａｖｉｅｓ就写过一本非
常流行的书，将云南称为 “联结印度与扬子江的链环”———此书已于十多年前

由我和我的同事们翻译出版）。其后，许多国内的专家学者亦相继来到云南，与

云南本土学者一道使这里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逐渐开始发展起来。

纵观云南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可以说大致经历了以

下三个逐步繁荣发展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许多高等学校和
科研机构迁至云南，大批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荟萃于此。尤其是吴文藻在美国洛

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建立了云南大学—燕京大学实地调查工作站，由此开启了

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的 “魁阁时代”。以费孝通、陶云逵、许?光、田汝康等为

代表的 “魁阁”成员，对云南各地的经济生活、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城乡关系

的变迁等方面做了专题性的调查研究。其研究成果和社区研究方法在国内外产生

了较大的影响，为推动学科的中国化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二个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直到 “文化大革命”前。党和政府

为了巩固边疆和加强民族团结，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的民族调查与识别，云南成为

当时全国民族问题研究和民族工作的重镇。这一时期的云南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

 和少英，男，纳西族，云南民族大学副校长，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云

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暨云南省民族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兼任

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所长、云南省民族文化研究院院长等职。



主要服务于国家的民族工作，呈现出较为鲜明的政治色彩。不仅为云南本土培养

了一大批民族研究工作者，也给中国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田野调

查资料与学术遗产。当然，本学科领域中受 “左”的思潮影响以及 “大跃进”

等风潮的影响也是在所难免的。

第三个阶段就是改革开放至今，云南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进入了一个全面

繁荣发展的新时期。首先表现为相关的研究机构得以迅速恢复重建，不仅新增了

大批研究人员，出版了一系列民族调查与研究的论著，而且还逐步展开了与海内

外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机构或研究人员的交流与合作。云南省民族研究所于１９７９
年初得以恢复重建，创办了 《民族调查研究》 《民族学报》以及 《民族研究译

丛》等刊物，推出了 “云南少数民族简史、简志丛书”“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史丛

书”以及 “社会文化人类学丛书”等系列丛书。１９８４年，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建
立民族学研究所，该所一直坚持了分民族研究的路向，出版了一大批颇有影响的

学术成果。云南大学等高校先后设置了民族学与人类学本科专业、硕士点以及博

士点，于２００１年开始招收博士生，并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建成了博士后流动站
和国家级重点学科；通过组织对全省少数民族的典型村寨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

形成了一批较高质量的专题调研报告，还精心摄录了一大批人类学与民族学音像

带和照片，极大地推进了学科的发展。

经过上述三个阶段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的繁荣发展，云南的
人类学与民族学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首先，学科建设迅速发展。作为云南省

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最具优势的学科，人类学与民族学发挥了国家级重点学科的

示范和带动作用，带动了政治学、经济学、生态学以及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发

展，国际和国内的学术交流合作也日趋活跃。其次，研究基础进一步加强。人类

学与民族学相关的专业化研究机构已遍及昆明、红河等州市，人员配置亦渐趋合

理。尤其是２００６年新建于云南大学的云南省民族研究院，通过整合资源、承担
课题、培养人才，力图使人类学与民族学发展成为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学科。其

三，基础理论研究凸显特色。云南学者在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田野调查与实证研究

方面成果丰硕，而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却相对薄弱，但近年来有些学者通过积极

努力取得了一批相关的成果。尤其是关于生态文化、法律人类学、民族传统文化

与现代化、民族政治学以及民族经济学等理论，已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

响。此外，应用性研究也大大加强。云南学者近年来将研究视角和关注点更多地

投向了现实问题，突出表现在关注民族地区发展，维护边疆安全、民族团结、社

会稳定等方面的问题，涉及民族关系调适、社会文化变迁、生态环境保护等问题

的研究成果明显增多。

云南民族大学是我国最早成立的民族高等院校之一。民族学是云南民族大学

最具优势和特色的学科，不仅是云南省省级重点学科和省院省校合作共建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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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也是国家级特色专业。早在１９７９年，我校的民族学专业就开始招收研究
生，１９８６年获硕士学位授予权，是云南首批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１９８７
年至今招收本科生，是我省第一所开设民族学本科专业的高校，迄今已为社会培

养输送了大批从事民族文化研究的高素质专门人才；２００１年，我校的民族学被
确定为省院省校教育合作项目———与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合作共建的省

级重点学科，双方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等方面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

合作，北京大学还先后派出数名社会文化人类学专业博士生对费孝通先生主持

“魁阁”工作时期的云南楚雄禄村、大理喜洲和德宏那木寨等著名人类学田野点

进行再研究，出版了一批受到学术界广泛好评的研究成果，推动了我校的民族学

学科建设；２００６年，民族学被列为云南省 “十一五”重点学科；２００８年被列为
国家级特色专业，同年，民族学被列为国家立项建设的博士授权学科。经过近五

年的建设，我校的民族学学科在人才队伍、科学研究、学术交流等方面成绩斐

然：出版学术著作５０多部，发表论文３００多篇；获省部级科研成果奖３６项；获
国家社科基金课题４０项，省部级课题５０多项，各类项目经费总计２３００多万元；
主办或承办了 “云南与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学术研讨会”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
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边疆民族关系与构建和谐社会学术研讨会”等国

际、国内学术会议；先后邀请美国伊利诺大学莱曼 （ＦＫＬｅｈｍａｎ）教授，美国
加州大学阎云翔教授，美国福尔曼大学白荷婷 （ＫＰＫａｕｐ）教授，英国伦敦大
学罗兰 （ＭＲｏｗｌａｎｄｓ）教授，中国社科院郝时远教授、刘世哲教授，北京大学
马戎教授、王铭铭教授，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以及云南大学陈庆德教授等知名学

者到校举办专题讲座。在几代民大人的共同努力下，我校的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

点于２０１３年７月获得学位授予权，标志着我校在人才培养体系方面取得了新突
破，在办学层次上实现了新跨越，为学校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重要的

平台。

云南民族大学的民族学学科历史悠久、积淀深厚、人才荟萃、成果丰硕。马

曜、王叔武、宋恩常等一批著名的民族学家曾在云南民族大学长期从事民族学教

学与研究工作，在民族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形成了深厚

的学术积淀和优良的学术传统。多年来，该学科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各阶段的中心

任务，积极开展社会科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有重大影响的学术成果：老一辈民

族学家参加了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编撰出版了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等影响巨大的成果，提出了 “直接过渡”等重要理论，不

仅为党和国家制定民族政策、解决民族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而且为我国民族理

论的丰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改革开放以来，新一代学者主持完成了美

国洛克菲勒基金会 “大湄公河次区域各民族如何迎接全球化的挑战”、美国大自

然协会 “滇西北民族文化与生态保护发展行动计划”以及 “中外民族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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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研究比较”“滇川藏结合部区域经济协作与发展问题研究”“西部大开发

与云南跨境民族文化多元化发展研究”“文化多样性与构建和谐世界研究———以

大湄公河次区域为例”等一批国际合作与国家级重大项目和研究课题，出版了

“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史丛书”“社会文化人类学丛书”等有影响的系列丛书。其

中，受云南省政府的委托，云南民族大学于２００１年与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合作
完成了 “滇西北民族文化与生态保护发展行动计划”的课题研究任务，其成果

为三江并流地区世界自然遗产的申报成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１９９６—２００６年期
间编写的 “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史丛书”被列为 “九五国家重点图书”和云南民

族文化大省建设规划的重点项目，对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从

２００２年开始，我主持并带领课题组成员历时多年先后完成了对金平傣人、莽人、
克木人、俐

!

人、他留人、撒尼人、老缅人等云南特有族群的调查研究，出版的

最终研究成果 《云南特有族群社会文化调查》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及政府

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２００９年，“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在昆明成功举
办，不仅进一步扩大了云南在全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界的影响，而且促进了云南人

类学与民族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之后，国家又先后提出把云南建设成为我国面

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和我国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的示范区，这不仅对

促进云南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给云南民族学研究和民族文

化繁荣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然而，从以上对云南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历史与现状

的简介中不难看出：在抗战期间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民族识别与调查期间，云

南曾经是全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的中心，但随着老一辈人类学与民族学的专家

学者逐步逝去，新一代专家学者又出现 “断层”，以及学术重心的迁移等种种原

因，云南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呈现出了 “风光不再”以及被 “边缘化”的趋势。

怎样才能重振云南人类学与民族学的雄风，为中国乃至世界的人类学与民族学贡

献新的学术建树？这是当前云南学界亟须探讨的一个问题。云南省委、省政府提

出的建设民族文化大省和民族文化强省的宏伟目标，为云南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发

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我认为当务之急便是培育全国一流的学科，培育全国

一流的学者，推出全国一流的科研成果，并结合省情和特色以期形成人类学与民

族学的 “云南模式”。

要实现新形势下云南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的大发展、大跨越，形成人类学与

民族学的 “云南模式”，需要社会各方面长期的共同努力，而云南民族大学更是

责无旁贷。因此，为打造更大的科研平台，建设更强有力的学术团队，我校由我

领衔申报了２０１２年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 “民族文化专业能

力实践基地建设”并获得批准，项目经费高达１２００万元，这也是云南民族大学
建校以来获准立项经费最高的项目。以此同时，为充分利用我校民族学、民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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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民族艺术、民族理论与政策等学科专业齐全、人才荟萃、成果丰硕的优势，

有效整合全校的民族学学科专业与人才资源优势进行 “大民族学”建设，不断

提升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学校于２０１２年１２月挂牌成立了云南省民族文化研究
院，下设民族语言研究所、民族艺术研究所、民族体育研究所、民族理论研究

所、民族社会学研究所、民族教育研究所、跨境民族研究所、民族生态学研究所

８个研究所。“民族文化专业能力实践基地建设”项目的实施和云南省民族文化
研究院的成立，为我校的民族文化研究搭建了重要的开放式科研平台，有利于推

动民族学学科发展。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

造力的重要源泉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的当今时代，充分利用云南民族大

学得天独厚的学科专业与人才资源优势，抓住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

金项目 “民族文化专业能力实践基地建设”和民族学一级学科成为国家新增博

士学位授权学科的契机，围绕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问题进行调

查研究，推出一批民族文化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不断提升学校服务社会和文化传

承创新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我们策划并组织编写了这套 “云南民族文化

丛书”，分 “云南民族文化传承与变迁卷”“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卷”“云南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卷”“云南跨境民族文化卷”“云南民族艺术研究卷”以及

“云南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卷”六个系列。本套丛书主要收录我校教师近年来

民族文化研究的新成果，内容涉及云南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婚姻家庭、宗教信

仰、节庆习俗、族群认同、传统体育、民族艺术以及民族文化保护传承与繁荣发

展等诸多方面，较为全面地展现了云南民族大学在民族学学科建设方面取得的新

进展。

总体而言，“云南民族文化丛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色：

第一，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本套丛书秉承民族学研究的优良传统，

注重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丛书中既有对民族文化保护传承进行系

统理论探讨的专著，也有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化进行深入调查的个案研究。丛书力

求从不同的视角来探讨当下云南民族文化多样性及其繁荣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提

出全球化与现代化语境下民族文化保护传承的路径选择，必将为促进云南民族文

化强省建设和民族文化繁荣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二，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相结合。长期以来，云南民族大学一直坚持学科

建设与人才培养并重的原则，以学科建设推动人才培养，以人才培养促进学科建

设。本套丛书既有关注民族文化的学术专著，也有加强学科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

的系列教材。例如，内容涉及纳西、傣、彝、傈僳、景颇、拉祜、哈尼、苗、

壮、佤等１１个语种的语音、文字、词汇、会话等方面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专业教材，以及陀螺运动、秋千运动、蹴球运动、射弩运动、高脚竞速运动等云

·５·



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教材的出版，不仅对促进民族学学科和专业建设起到积

极作用，而且对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三，田野调查与文献资料相结合。自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英国著名人类学家马
林诺夫斯基开创了人类学现代田野工作范式以来，我们不难发现，中外经典的民

族志著作，无一不是建立在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基础之上的；而近年来的民族学

研究在倡导田野调查的同时，也强调了历史文献资料对民族志文本撰写的重要

性。本套丛书的另一特色是注重田野调查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丛书中

的不少专著，就是其作者在长期深入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获取大

量鲜活的第一手素材并参考借鉴了云南丰富的地方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撰写的。

第四，学术研究与服务社会相结合。云南民族大学老一辈学者的民族学研究

成果，曾经为党和国家制定民族政策、做好民族工作提供了理论支持，为民族文

化传承和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套丛书立足于国家战略

的高度，从不同的层面和视角关注底蕴深厚、异彩纷呈的云南民族文化及其繁荣

发展与保护传承问题，力求为云南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的建设以

及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和谐发展、跨越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深厚的学术积淀和传承是学术创新的重要源泉。我们不揣浅陋呈现给读者的

这套丛书，既是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的标志性学术成果，也

是我校民族学博士学科建设取得的又一突破性进展。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

对提高我校的人才培养质量、推动民族学学科建设、促进云南民族文化繁荣发展

起到积极的作用。当然，由于时间仓促和编撰者水平有限等种种原因，这套丛书

肯定会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我们诚恳期待学界同仁的批评指正。

２０１３年国庆于昆明莲花池畔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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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序　言

中国绘画历史悠久，远古时期就出现了原始岩画和彩陶画，战国时期有画在

丝织品上的绘画———帛画，这些绘画奠定了后来的中国画以线为主要造型手段的

基础。现存的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水画、花鸟画，反映了国画的历史久

远。隋唐时期社会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绘画也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山水画、花

鸟画技法成熟，人物画以表现贵族生活为主。五代、两宋、明、清水墨山水和写

意花鸟得到突出发展，各种流派绘画绽放异彩。１９世纪以来，中国画开始引入

西方美术的表现形式与艺术观念，流派纷呈，出现了以地域空间划分画派的新特

征。薛永年的 《民国初期北京画坛传统派的再认识》①、李松的 《２０世纪前期的

湖社与京津地区画家》② 等文章探讨了画坛传统派的理论与实践。万青力的 《南

风北渐：民国初年南方画家主导的北京画坛 （上）》③ 探究了民国初年北京画坛

以南方画家为主流的现象。黄小庚、吴瑾的 《广东现代画坛实录》④ 收集了岭南

地区画家研究和讨论美术的文章，其中地域画派的概念丰富了画派的内容。颜娟

①

②

③

④

薛永年民国初期北京画坛传统派的再认识 ［Ｊ］美术观察，２００２（４）
李松２０世纪前期的湖社与京津地区画家 ［Ｍ］／／李松中国现代美术理论批评文

丛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２０１１
万青力南风北渐：民国初年南方画家主导的北京画坛 （上）［Ｊ］美术研究，２０００

（４）
黄小庚，吴瑾广东现代画坛实录 ［Ｍ］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１９９０



２　　　　 云南画派研究

英的 《台湾近代美术大事年表１８９５—１９４５》① 记录了台湾画家的活动情况，对地

域性美术研究有着重要意义。《中国近代画派画集———海上画派》② 收录了任熊、

胡公寿、钱慧安、吴大贗、赵之谦、任薰、任伯年、虚谷、蒲华、沙馥、任预、

吴石仙、倪田、吴昌硕、陆恢、王一亭、陈师曾等几十位海上大家的作品 ２９５

幅，书中对每个地域性画派的形成、发展的环境背景、作者群体、组织、创作面

貌、理论成就以及对该画派的研究现状做了研究与梳理。吉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

“中国画派研究丛书”③ 作为一部汇集性著述丛书，对岭南画派、海上画派、娄

东画派、常州画派、虞山画派、新安画派、松江画派、吴门画派、浙江画派、湖

州竹派、南方山水派、北方山水派、徐熙画派、黄筌画派等地方绘画流派分册进

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研究，评述了各画派的来历、产生背景、画风的形成和转

变、主要艺术特点及其影响。

南方和北方的风景不同，文化也或多或少存在差别，比如南方人喜食米饭，

北方人喜食面粉类食品。不同地域的人根据不同地域资源选择适合的生活习俗，

最后形成文化。南方人绘画南方山水，北方人绘画北方山水，山水呈现出来的风

貌分别是南方、北方的风格样貌。北方人到了南方绘画南方山水，自然要反映南

方山水特点，就如南方人到了北方绘画北方山水，也要反映北方山水是一个道

理，否则，绘画就不逼真。当然，也有倔强的画家，即使到了异地，也自始至终

不想改变绘画风格，就如黄胄，他的 《傣族姑娘》带有强烈的黄土高原的风格，

而少了傣族姑娘的气韵。当然，大师的作品仍不失为高水平的画作。云南艺术家

艺术创作的审美取向与风格追求出于各种不同的目的，对 “云南元素”进行解

构与重新建构，确立其自身在绘画艺术领域的地位并形成独特艺术现象，一些艺

术理论家有著作进行分析，例如，李伟卿主编的 《云南民族美术史》④、李昆声

的 《云南艺术史》⑤，研究了云南美术发展的历史；汤海涛⑥对地域美术进行了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颜娟英台湾近代美术大事年表１８９５—１９４５［Ｍ］台北：雄狮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９８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编中国近代画派画集———海上画派 ［Ｍ］天津：天津人民美
术出版社，２００２

参见吉林美术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中国画派研究丛书”
李伟卿云南民族美术史 ［Ｍ］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２００６
李昆声云南艺术史 ［Ｍ］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汤海涛地域美术的现实境遇与当代意义———写在全球化背景和多元文化竞争的格局

下 ［Ｊ］艺术探索，２００９（４）：５０



序　言 ３　　　　

究，认为地域性画派风格是以地域的自然、人文为基石。云南画派的形成受地域

文化氛围、地理环境和人文风俗的影响。２０世纪以来的云南绘画艺术，特别是

云南的重彩画和版画等，被贴上了 “云南画派”的标签，对中国美术创作产生

了重大的影响。云南画派将云南的民族文化、自然地貌、传统绘画技艺、西方绘

画艺术有机融合，淋漓尽致地表现在绘画作品上。主要特征是绘画作品题材以云

南自然风貌、民俗风情为主；绘画技艺表现为中西绘画艺术糅合等。云南画家群

体的贡献正在于，在现当代，以各自的艺术实践，出色地解决了中国绘画艺术如

何反映时代生活的难题。

颜霁琪

２０１６年８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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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云南画派概念界定

第一节　云南画派名称的来源

“地域”是中性词汇，为表示与其他区域艺术之区别，被人们称为某一地域

画派的群体，往往在艺术上具有地方特色，有出色的创新成果及超越本地区的广

泛影响。许多画家群体常以某一地域名称冠名。地域画派通常主张传承传统技

法，吸纳各类画派风格技巧，表现某个区域的风土人情和自然风景。云南画派的

形成，与有关西方现代文艺理论、流派、思潮被介绍进国内，国内艺术家们的视

野得到拓展，云南艺术家们开始尝试以各种现代主义的艺术观念、手法进行创作

关系密切。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人民大会堂的云南厅壁画是云南版画、风景画和花鸟画
被人们熟知的开始。云南厅壁画有姚钟华的 《玉龙金川》、蒋铁峰的 《石林春

晓》、丁绍光的 《版纳晨曦》、袁晓岑的 《孔雀》、王晋元的 《热带花鸟》、李忠

翔的 《西山滇池》、贾国中的 《大理三塔》等。“……事情似乎还得从１９８０年人
民大会堂云南厅的壁画创作说起。这一年，首都机场壁画群的出现，掀起了中国

当代的壁画热。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决定，对各厅室进行重新装饰。云南厅经省委

研究决定：中心画 《玉龙金川》；两侧作版纳及石林大画；休息厅用山水、花鸟

画；壁饰采用古滇青铜扣饰放大。并决定：姚钟华先生画 《玉龙金川》、丁绍光

先生画 《版纳晨曦》、蒋铁峰先生画 《石林春晓》、袁晓岑先生画 《孔雀》、王晋

元先生画 《热带花鸟》、李忠翔先生画 《西山滇池》、贾国中先生画 《大理三

塔》。”① 云南厅壁画表现了西双版纳、石林、玉龙金川、西山滇池及大理三塔等

云南特色的山水花鸟，这些绘画作品获得了当时国家领导人的赞赏。

１９８０年是农历庚申年，昆明成立了一个重要的艺术团体，即丁绍光、蒋铁
峰、姚钟华、王晋元、刘绍荟主持成立了云南的画会——— “申社”，２３位艺术家

① 熊浩宇他应邀为北京人民大会堂修复藏品——— 记书画装裱师宁厅功先生 ［ＥＢ／
ＯＬ］．２００８－０２－２７ｈｔｔｐ：／／ｗｗｗｙｎｄａｉｌｙ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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