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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串

总序

21 世纪之初，中国政府启动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部署，将西部各民族的

繁荣发展撞到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前沿阵地，使其成为中吕西部发展史上最

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国务皖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中

规定，中吕西部开发的政策适用范围，包括重庆、吕川、贵州、云南、西藏、

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内蒙古、广西等 12 个省区市。根据以上区

域题分的原则，在中国西部地区共分布着 49 个少数民族，即维吾尔族、哈萨

克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俄罗斯族、回族、

土族、格固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锡伯族、蒙古族、达斡尔族、鄂

温克族、鄂给春族、藏族、门巴族、珞巴族、羌族、傣族、啥尼族、基诺族、

缸族、景颜族、德昂族、布朗族、拉拮族、阿昌族、保镖族、独龙族、怒族、

自族、纳西族、普米族、彝族、苦族、瑶族、布依族、水族、伺族、土家族、

壮族、但结族、佳话族、毛南族、京族等。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西部少

数民族的现实状况和未来发展趋势将直接影略中吕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

进程。

西部大开发分裂包括对西部地区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可持续发展，以

及对人文资摞的开发利用与保护传承两个方面的内容。商在人文资源的开发

和用与保护传承方噩，如何充分有效地认识和发据西部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

扮值和功能，使其在西部大开发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就是其中一项十分重要的

内容。从JÆ用自族学的角度来看，西部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

传承包括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或有从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物捷生活水平的

需要出发对民族饮食、民族服饰、民族建筑、民族生产方式、民族贸易、民

族族游等文化资摆的开发利用与保护传承，也有从构建和谱社会的需要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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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族政治、民族法律、民族道德、民族宗教、民族心理等社会结梅和文化

要素的调适、引导和传承，还有从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和满足人们精神生活

需要出发币对~族教育、民族科技、黑族文学、民族艺术、民族古籍等传统

知识和文化要素进行的传承、改造和缸新。在对西部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进行

开发利用与保护传承的过程中，应正确处理好突出经济效益的开发利用与关

注社会效益的保护传承两者之间的关系，做到开发利用与保护传承两者并重，

或在开发利用的过程中高度关注琵族文化资摞的保护传承c 可以说，西部少

数民族文化资嚣的开发利用与保护传承是一项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它与西

部地区自然资涯的开发和j居及可持续发展具有同等重要的价道。

面对西部大开发这一前所未有的宏伟巍划，作为以员族群体及其文化为

研究对象的中国英族学研究者，如何在西部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与保

护传承的过程中发挥独特的作用，就成了当代中国学术界高度关注的现实问

题。其实，早在西部大开发之前的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中国的部分民族学

研究者就参与了由国务院委托中国科学院牵头组织的有关西部大开发的前期

研究准备工作，为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西部少数民族经济社会的发震献计

献策。捂着 21 世纪初西部大开发的正式启动，中国民族学研究者再一次站在

了西部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开发科用与保护传承的前沿阵地，除了直接参与西

部各省区市政府部门有关当地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应起对策研究以外，

为了正确认识把握西部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现挟，继承和弘扬西部少数民族的

优良文化传统，还有不少学者撰写了一些与西部少数民族文化有关的著作，

在研究西部少数真族文化方面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在吉定以上事实的同时也

应该承认，吕前有关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研究的成果仍处于零散、单一、

粗浅的拐期阶段，在学术界尚未形成大的气候和雄厚的优势，远远适应不了

西部大开发琦精神文化产品的客观现实需要。为了改变这种被动的状态，我

们策划并组织全国的有关学者撰写了这套《中国西部民族文化通志}，以便为

西部大开发提供精神文化方面的优秀产品，同时也为西部少数英族文化资源

的保护传承献上一份厚礼。与国内其他同类的书籍相比，本适志在研究对象、

学术取向和书写莲式等方面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坚持民族学的文化概念，系统深入地研究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

的各种构成要素c 有关文化摄念的界定问题，在不同学科的认知体系中往往

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一般人们的视野中，文化主要是挂文学、艺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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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伦理道德、思想观念等反映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而从民族学

的角度来看，文化则是指整个人类及其各个民族生活方式的恙租，包捂物贵

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等不同的构成要素，是人与自然、人

与人、人与社会互动的产物。这两种不同的看法其实就与文化概念的狭义和

广义之分相关。本通志坚持民族学始广义文化概念，将中国西部少数民族的

各种文化构或要素划分为 33 个方面，相应影成了哲学卷、伦理卷、心理卷、

宗教卷、政治卷、历史卷、古籍卷、法律卷、社会卷、妇女卷、婚姐家庭卷、

游牧卷、农耕卷、建筑卷、交通卷、贸易卷、科技卷、生态卷、教育卷、快

食卷、服铺卷、体育卷、娱乐卷、族游卷、节日卷、礼仪卷、禁忌卷、文学

卷、艺术卷、影视卷、工艺美术卷、锥文先卷、吉祥物卷等 33 个分卷，凡孚

涵盖了中国苗苗少数民族文化的方方面窜，由此形成一个宏大市多元的文化

体系。除了从总体上将西部少数民族的各种文化现象划分为以上不同的构成

要素以外，各个分卷的专题畏族文化志则更进一步地将某一种特定的文化现

象进行细致人徽的分解。通过这种层层深入的描述和解析，使中国西部少数

民族文化的各种鲜明特点得以充分地显现出来，为人幻正确地认识了解中国

西部少数民族文化的本建特征和表现形式提供系统翔实的文本资料。

第二，对中国西部少数~族文化进行整钵的研究，为中国民族学西部学

派的形成奠定坚实的基础。中国民族学以往的研究曾显现出一个鲜明的倾向，

就是绝大多数学者的精力租时间都投入对某些单一民族及其文化的研究，对

自野i)哥查报告或民族主、的关注超越了对文化整体的认识。在对中国少数民族

的历史和现状缺乏了解的背景条件下，对各个单一民族及其文化开展的调查

研究不仅是非常迫切需要的，雨E也符合现代民族学的学科发展规律。哥在

对各个单一民族及其文化所进行的田野调查如民族志资料积累发展到一定程

度的时候，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进行宏观和微观扭结合的整体研究，就自然

而然地成了当代中岳民族学学科发展前必然趋势。本通志的研究对象和学术

取向就是这一学科发展趋势的具体体现。与国内已出版的各个单一虱族的文

化志有所不同的是，本通志各个分卷的民族文化志都不是只单独涉及西南、

西北和内蒙古等地区各个单一民族，而是打破原有的地区和民族界限，将西

南、西北和内蒙古等西部地区所有少数民族的特定文化程象作为一个有机的

整体来看待。通过对各种文化现象的撞述和概括来认识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

化的总体特点，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国员族学西部学派。所谓中国黑族学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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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派，就是在中国民族学研究者中以西部少数民族文化为整体研究对象的学

术群体程学术取向。它既从学科发黑的角度关注整个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

的构成要素租总体特点，同时又从JE.用实践的角度重挠中吕西部少数民族文

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传承，以便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E掏建当代中

国民族学的学科体系。可以说，本通志的出版就是中E民族学茜部学深正式

形成的标志。同时也为今后中国民族学的学科建设租发展扛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担描述性与解释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中国西部少数民族的各种

文化现象得以较完整地呈现出来。以往志书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完整地记录

和插述某一种特定的事项，黯古人历谓的"述而不作"。丽本通志的设计和写

作则突破了这一寞臼，即注重描述住与解释性两者之间的有机结合。本通志

各个分卷包捂导论和正文两个主要部分，其中各个分卷的导论是具体专题民

族文化志的核心和灵魂。每一种具体的民族文化均有其基本特点、形成因素、

表现形式、特定内涵、价值取向、应用功能等方面的重要内容。本通志各个

专题民族文化志的导论部分，需要作者具有扎实的理论功襄和素养，熟练地

运用民族学有关民族文化的梧关理论方法来进行高度的概括和分析，使人们

对纷繁复杂的中国西部畏族文化现象有一个较高层次的感悟和较全面的理解，

为进一步认识中国西部民族文化的具体构成要素提供总体的思维模式和分析

握架。丽本通志各分卷的正文部分那是每一种专题民族文化志的主体内容。

它们分别对每一种涉及的具体民族文化要素进行层层深入的描述和解释，充

分展王军中国西部民族文化各种构成要素具有鲜明特色的表现形式、内在含义

以及与其他文化要素之前的互动关系。其显著效果就是使被描述、解释的内

容显现得结致入微和丰富多样，~便加深人的对这些特定民族文化现象的认

识程度。

第四，把横向的民族志资料与银向的历史文献柜结合，充分显现出中国

西部少数畏族传统文化形成和发展的特点。通常'情况下，民族文化志书写的

特点都是链重于横向的研究， &P对某一特定时挠的自族文化现象进仔全面客

观的措述，很少涉及历史上这种特定民族文化现象形成、发展、变化的过程

和特点。本通志姐在这一方面有所突破，即分别从横向和纵向药个方面人手，

既描述某一种民族文化现象的具体表现形式和鲜明特征，同时又对这种英族

文化现象在历史上的演变乃至在现代社会中发生的变化进行需要的摄括布分

析，使得各个专题民族文化志能够融贯古今，使其显现出本身应有的资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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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和学术价壁。顶在横向与纵白相结合的书写过程中，则以横向的民族志描

述为主，以纵向的历史演变为辅。通过InJ读本通志，既可以从文化体系的角

度认识和了解中国西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表现形式、影或因素、

价值取岛、象在意义、社会功能，也可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润察中国西部少

数民族传镜文化在历史上的演变以及在现实生活中的技态和未来发展韵趋势。

让读者从各种不爵的民族文化构成要素中充分体悟中吕西部少数~族文化的

多样性和复杂性。

本通志出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斗的瞿明安教授和何费教授

担任主编。分躬自云南大学、中山大学、北京照范大学、四川大学、中央民

族大学、中离民族大学、广西哥族大学、云高民族大学、贵丹i 民族大学、云

南师范大学、云南农业大学、云南省社会科学皖、云南行政学皖、中自妇女

儿童博物馆、云南人民出版社等自内 15 所大学、科研机构和出版社长期从事

民族文化研究的三十余位知名专家学者领衔撰写，参与人员近百人。全套通

志约 1600 万字，可以说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一套少数民族专

题文化志，在中国民族学界尚属首次出跤，堪称传世之作。这也是一项重大

的基础建设工程，对于继承和发扬中国茜部少数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绕，增强

各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提高中国民族学的整体研究水平具有重要的学术

价值。

本远志的编辑和出版得到了有关方菌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其中云南人民

出版社人文读物编辑部尹杰主任最早提出了编写这套通志的构想，并在具体

策划和编辑过程中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云南人民出版社刘大伟社长对本逼志

的出版给予了全力的支持。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将本远志申

报立项为瞿明安主持的 2010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吾

(批准号lOJJD850007)。本通志还得到了云南出版集团和云南大学的大力支

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吕西部民族文化通志》编委会

2013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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