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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学 2003年中国民族村寨调查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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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心材所在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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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族满查组全体成员

(左起:张海马居里黄金海李飞虎军圣敏陈家柳)

山心村现代洋房



石条瓦房

鱼第

鱼露



靶箩

挖沙虫



独弦琴

山心吃亭

山心三大神灵位



晗妹在唱晗

出海迎神 ( 吕俊彪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三回

三婆庙

神鑫

葬礼



总序

云南大学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 高发元，

1956 年- 1958 年，国家有关部门在全国组织进行了少数

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工作，搜集到上千万字的资料，撰写出

少数民族简史、简志和自治地方模况三套丛书的书稿，整理调

查资料 3∞余种。党的十一窟三中全会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

会组织编写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 (IIP {中国少数民族》、
《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上 《中雷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上

《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

调查资料丛书抖。这次调查为党和政府制定社会主义民族政策

和工作方针，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民主改革和进行经济建设提

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开倒了我国进行大规模少数民族揭

查的先河，为民族研究攫集与积累了大量弥足珍贵的资料。时

至今 8 ，其成果仍然是开展民族工作的重要钱据，是民族学研

究必不可少的参考文献和反复引述的基础材料。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各少数民族在经济、社会、政治、文

化等各个方面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新的形势和任务面前，

无论是进行决策的党政部门，还是进行理论研究的学术界，要

深入进行民族调查的愿望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各级党委、政

府迫切需要系统地了解少数民族发展变化的现状，深入探讨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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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西峰的新情况、新问题，科学撞把

握少数民族发展始趋势，J;，(髓定出适合于各少数民族在新的历

史条件F符合客现实际情况的民族政策和发展规划c

如何在新的时期开展民族调查，以获得开拓性的成果，这

就不能圄于传统的民族调查方式，丽必须有薪的观念、新的方

式。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说，分化与整合，是当代学术研究发展

的两大趋势。一方匾，各个学科的发展呈现出日益分化的趋

势，学科划分越来越细;另一方面，又呈现出学科之间的整合

趋势，各个学科之间相互渗透、梧互交叉，其界限越来越模

糊，跨学科研究与交叉学科不断增多。

畏族学以民族共商体为研究对象。民族共同体既是一个有

杭的整体，又是一个多元化的系统，包含着语言、人口、经

济、政治、文化、宗教、教育、科技、卫生等诸多子系统。因

丽民族学不能仅关注民族的某一局部，必须关注民族的各个方

面、整个系统。为此，"对于人类学家来说，一般都要花费许

多时间与人类学以外的专家共同研究。这些时阔超过与其他在

野井方面的人类学家磋商的时间。"①这就是说，如果要对民

族的各个方面完整系统地作深入调查研究，仅靠民族学自身特

有的理论和方法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民族和文化的领域十分

广阔，单靠民族学的专门化已无法驾驭层出不穷的新的重大课

题，这就要借助于其他学科。任何→个民族学工作者都不可能

掌握全面的多学科的知识和技术，这就要求民族学运屠整体论

的观点，打破学科封闭，与其他学科交叉楼作，进行综合资查

研究。"②民族调查与研究的实践和历史充分证明，民族学必

① F. 普洛格、 D.G. 贝茨薯，吴爱明译: <文化演进与入类行为}，第 12 页，
辽宁人民出版社 g阴年版。

② 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修订本，第 166 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好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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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经常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才有可能在许多问题的研

究上取得较快的进展与重大的突破，从南不断进步与发展。

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继 2栅年组织对云南省人口在

5α沁人以上的 25 个少数民族村寨进行调查后①， 2(x)3年 7 月~

8 月又组织了对全国 32 个少数民族村寨的调查。与在云南进

行的调查一样，全昌的民族村寨调查采取了一个"深人"、两

个"综合"的方式。一个"深入"，即不对每个民族做广泛的

面上的调查，丽是每个民族各选取一个有代表性的典型村寨，

在这一个点上进行深入的调查。两个"综合"一是调查内容

的综合，即对每个民族村寨都进行人口、经济、政治、社会、

文化、风俗习惯、法律、婚娼家庭、宗教、科技、卫生、教

育、生态等诸方面的综合调查。二是调查人员的学科综合。在

这次调查与研究过程中，除了一部分民族学专业的教辉和学生

外，大部分调查人员和研究人员来自云高大学和全昌 15 个省

区有关大学、科研单位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涵盖了法

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政治学、伦理

学、档案学、管理学、人口学、旅潜学、语言学、艺术学等人

文社会科学的大部分学科，还有一部分自然科学方面如生态

学、遗传学、建筑学的人员参与，并专门进行了遗传信息方面

的调查。整个调查工作涉及到的总人数为 203 人，其中云南大

学的师生 105 人，其他省区 98 人。调查人员中，教师和科研

人员 110 人，占 549毛(教授 32 人，副教授 40 人，讲师 31 人，

高职人员共 72 人，占总人数的 669毛头干部口人，占 6%;

学生〈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 82 人，占 40%0 调查队伍

① 调查出云南大学的 142 名师生完成，形成了 25 本调查资料、 1 本专题研究

报告、 1 本画册，已白云南大学出版社于笨重)1 年出版。此外，还拍摄录制了一批录

音带、录像带、照片，采集了云南少数民族1300多入的血样，建立了少数民族遗传
信息资源痒。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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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青年为主，其中 45 岁以下 170 人，占总人数的 84% 。

经过周密部署和精心组织，此次调查虽然历时不长，但取

得的成果是多方面的:

1.作为云南大学建校 80 年来第一次组织在全国范围内进

行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前民族揭查，接触到了省外各民族的

习俗和风情，开阔了视野，为云南大学民族学重点学科的建设

和上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与国内相关省区建

立起了密齿的学术联系，为以后的民族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同

时，省外 32 个调查点可以成为云富大学今后长期合作研究的

基地。

2. 积累了跨省区、跨校合作开展田野调查和进行研究的

经验。诚如民族学界所指出的<<大规模的综合调查不是少数

人所能承担的，组织拂谓也比较复杂、困难。"①这次揭查的

32 个少数民族村寨，分布在全国 15 个省区，地域非常广阔，

仅靠云南大学的力量是难以完成的。因此，这次揭查突破了一

般传统，与所调查莫族地区的有关单位合作，分工完成。 15

个省区的 41 所大学、科研单位、政府有关部门积极参与了自

云离大学组织的调查和文稿撰写工作。其中，台湾佛先大学承

担了台湾高山族(泰雅人)的调查，开了该校与大陆合作进行

民族田野调查的先河。

3. 此次调查以多学科前影式合作配合，交叉渗透，对于

民族调查工作来说，具有突破性的意义。比如在此次濡查中，

如入了体震健康调查小组，仅用 1 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 31 个

民族(不包括台湾泰雅人〉约 1 页由多份血样的采集，也搜集

到了部分实物。这样，调查工作就为云南大学少数民族遗传信

息资摞库建设、博物信建设等创造了一定条件。

① 林耀华主编: <民族学通论》修订本，第 1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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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此次调查收集了大量的文字、音像资料，大部分为第

一手资料，为调查资料的整理、写作以及专题研究提供了条

件，也弥补了过去有关民族调查中据查手段或内容单一的不

足。共形成了 32 个少数民族村寨的调查资料 32 本，文字总量

1 仅泊余万字:形成了民族生态、人口、经济、社会、政治、

法律、婚姻家庭、文化、风俗写惯、教育、科技、卫生、宗教

13 个专题研究报告，文字总量约为 30 万字号 l 本调查工作实

录 28 万字。此外. 32 个民族调查结均插摄了大量照片，内容

包括生态环境、生产工具、生活场景、文化习俗、宗教活动等

各个方面，照片总量达10αm余张。许多调查组运用了影视人

类学的方法，插摄了近百盘录像带。有些调查组对民族语言、

民歌、民谣等进行了录音，带吕一挠录音带。

5. 锻炼了队伍，培养了人才。作为以罢族为研究对象的

学科，民族学必然要以田野工作为其研究的主要途径和基本方

法。可以说，囡野揭查是民族学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在调查过

程中，各调查组克服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和障碍，磨炼了调

查人员特别是学生的意志，运用与深化了所学的理论知识，掌

握了田野调查的工作方法，在实践中锻炼了思想品德，增长了

才干。同时一批新的人才加入到民族研究的队伍中来，增强了

民族研究的力量。

当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组织规模如此浩大的民族调查，

问题和不是在所难免。如有的调查人员缺乏调查经验，有的调

查还比较程糙。从总体上看，各本谓查资料之间的调查深度和

研究水平并不完全一致，有高低、深浅之分;从每→本调查资

料来看，各部分之间的调查深度和研究水平也不完全一致，也

有高俄、深浅之别。这大模是大规模的羁查研究和众于成书情

况下都不可避免的问题。

现在，我如把 32 个民族村寨的调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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