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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纳麒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是云南省省级综合性哲学社会科学研

究机构，在推动云南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2001年，在认真分析形势和找准问题的基础上，院党组

和院行政班子确立了把社科院建设成为云南省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研究和宣传的重要基地；建设成为云南省各

级党委、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决策咨询的重要基地；建设成为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知识创新的重要基地；建设

成为云南省人文社会科学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的重要基地的

奋斗目标。

云南社会科学院历来重视基础研究和学科建设，逐步形
，

成了社科院的特色学科、重点学科及学术优势，民族和宗教

问题研究、东南亚研究、云南历史文化研究、社会发展研

究、区域经济和农村发展研究，以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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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重要思想等学科和学科方向的研究在全省、全国都有重

大的影响和较高的学术水平，民族研究、东南亚研究、农村

发展等方面在国际学术界也占有一席之地。

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和宣传方面，

云南社会科学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出版了《江泽民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与云南发展》、

《邓小平理论与云南21世纪发展》、《马克思主义人权观与中

国少数民族》、《邓小平经济思想研究》、《当代中国的马克

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研究》、《邓小平社会主义论》、《邓

-+-y-社会发展论》、《邓小平改革开放论》、《邓小平经济发

展论》、《邓小平统一战线论》等著作，系统研究、阐述邓小

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体系和时代特征，受

到省委省政府的肯定和学术界、理论界的广泛好评，这些理

论成果标志了云南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

学科体系的形成和完善。参与完成了国家民族问题五种丛书

的编写与部分丛书的修订工作，基于实地研究，向读者全面

展示了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文化的成果。对科研工作

者来说，这是一项可直接加以引用的资料；而对非从事研究

读者来说，它将云南民族情况清晰地展示在人们面前。在民

族研究方面，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科研人员先后完成了基诺

族的识别和崩龙族名称更改问题的研究，为解决民族识别遗

留问题做出了重大贡献；完成云南省16个少数民族的16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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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学史，填补了国内学术研究空白。建院20余年来，

全院科研人员编著出版了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社会等方面

的学术专著近200部，不少成果是本研究领域的开拓之作，

在国内外享有高声誉。在东南亚、南亚研究方面，编辑出版

了《当代东南亚系列丛书》、《当代东南亚经济丛书》，组织

翻译出版了《剑桥东南亚史》，在东南亚研究领域取得了一

批重要成果。近年来南亚研究的发展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反

映这一领域主要研究成果的《南亚书系》已出版多卷。尤其

值得一提的是几代研究人员历经30年研究取得的关于傣族

起源问题的研究成果，纠正了国际上流行的错误观点，受到

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历史、文化和人类思维研究方

面，《云南近代史》首次全面记述了1840年至1949年云南

各族人民爱国主义斗争的历史，系统反映了云南近代历史上

的社会变迁和发展情况，填补了云南地方史研究的空白；

《法言注》被著名思想史专家任继愈认为“这是部值得向出

版界推荐的好书”；《中国神话的思维结构》、《哲理逻辑探

要》、《东西方矛盾观的形式演算》、《辨证思维方式论》、

《原始思维》、《思维活动论》等系列著作，使云南省思维科

学、逻辑学的研究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在学术界产生了良

好影响。

近年来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科研人员锐意创新，在文化产

业发展、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农村发展、边疆地区的社会
3



问，题、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少数民族生态文化

建设等方面也产生了一批影响较大的创新性成果。 ．

自2004年以来，我院举全院之力，编撰出版了《云南

蓝皮书》，每年出版10至12部，是地方社会科学院系统编

辑出版的最大规模的年度蓝皮书，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

同时还推出了《云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丛书》、《云南宗教史

丛书》等大型丛书，形成了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对外开放的大

型学术平台。

为了认真总结云南社会科学院几十年来基础研究方面取

得的重大成绩，进一步整合基础研究力量，营造良好的学术

氛围，提高学术品位，提升基础研究学术水平，打造学术品

牌，培养名家，发挥哲学社会科学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

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作用，同时，让社会各界特

别是学术界比较全面系统地了解云南社会科学院，从2003

年开始，我们特别推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文库》，每

年出版一辑，重在汇集当年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的重

要成果，希望社会科学界关注、支持、指导和交流，共同繁

荣和发展云南哲学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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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05年，我从事民族学研究已经22个年头。这22年

的学术生涯中，我对纳西学所下的工夫最多。20多年来，我

跋山涉水，漫游于高山深峡，山村农舍，深入纳西族地区进

行民族志田野调查，走遍了纳西族的主要聚居区丽江县的大

部分乡镇，也多次深入到迪庆藏族自治州的纳西族地区、四

川省的一些纳人的居住区以及西藏昌都芒康县盐井纳西族乡

等地进行田野调查。在漫漫岁月中获得不少第一手田野调查
一

资料。这些深入山野村寨的田野调查使我获益匪浅。回首往

事，我深深感到，如果没有这20来年的田野调查，我就不

能写出如今已经问世的10多部学术著作和130多篇论文。更

为重要的是，如果没有这样长期的田野调查，我也不可能对

纳西族社会、历史和文化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也不可能了解

众多纳西人的悲欢离合与生命的喜怒哀乐。我忠实地记录了

纳西人社会生活和宗教信仰生活的一幕幕往事今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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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纳西民族志田野调查实录》是我从1988年至今

从事民族学田野调查以来的一些重要田野调查结果的系统整

理和总结，绝大部分内容尚未发表过，所涉猎的内容也多样

化。本书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宗教和文物调查

(这部分包括了12篇调查报告)；第二部分：社区和习俗调

查(这部分包含了7篇调查报告)；第三部分：纳西族与藏

族关系个案调查(这部分包含了5篇调查报告)。上述三部

分共包含了25种田野调查报告。调研范围包括纳西族的主

要聚居地丽江、迪庆以及西藏芒康盐井等地。。上述这些调查

报告都有专题和特定的社区作为调查对象和调查地点，相互

间都有内在的联系。

我从自己迄今为止的学术岁月中深切体会到，如果没有

厚实丰富的民族志田野调查，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就是元

本之木和无源之水，我想这也是众多民族学和人类学者的共

识。回眸我所走过的田野调查岁月，我当年深入村寨进行田

野调查时还健在的很多调查对象已经先后去世，从本书最早

进行的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再看现在，本书所涉及的

调查地区的社会文化也发生了重大的变迁，很多当时调查到

的资料今天已经不可能再获得。本书保留了近20年来积累

的非常珍贵的第_手调查资料，在保留历史资料和观察纳西

族地区的社会文化变迁方面，本书可作为一份有价值的参考

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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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迄今已经出版的关于纳西学研究的民族志调查大

多集中在东部方言区(主要指永宁等地)，而西部方言区

(主要指丽江市古城区和玉龙纳西族自治县、迪庆藏族自治

州等地)的民族志田野调查一直都比较薄弱。我将自己多年

调查所得的田野调查资料整理成书，也是想对纳西族西部方

言区在民族志田野调查资料方面的欠缺做一些补遗失阙的贡

献。

我一次次深入乡村田野，继而又离开田野，回到熙攘的

闹市。曾经和我一起跋山涉水，和我共话桑麻讲古论今、倾

诉人生苦乐年华的众多山乡友人，他们仍然生活在乡野，扎

根在故土。有的长者早已乘风归去。这本小书，如实记录了

这些师友的知识、智慧的一鳞半爪，他们生活的一些片断，

我奢望它们能以这本书为小小的一个载体，在瞬息万变的时

代风潮中，能留存于世。让这些已经消逝和正在消逝的岁月

真情实事，作为一个历史和文化的遗产，留给未来的纳西人

和对纳西社会文化感兴趣的人们。

2006年1月12日于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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