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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秦红增编著的《乡土变迁与重塑--文化农民与民族地区和谐乡村建设研究》以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为
基础，内容主要有两大部分：一是“新型农民”即“文化农民”研究，以明确民族地区和谐乡村建设
的行动群体和受益群体，并在此基础上反思乡村教育；二是民族地区和谐乡村生态、社会与文化“三
和谐建设”，即通过典型个案分析民族地区和谐乡村建设的目标、内涵、路径等问题，以期探求中国
乡村转型与重塑的规律性。
在此基础上，《乡土变迁与重塑--文化农民与民族地区和谐乡村建设研究》对中国民族地区乡村未来
发展方面做了预测，认为“文化多样”是统领。
只有这样，乡村才拥有与城市不同的发展优势，才可与城市发展相互协调，才能在维持人类文化多样
性方面形成自己独特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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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秦红增，1967年生，陕西合阳人。
1990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
2004年毕业于获中山大学，获人类学博士学位。
现任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社会学、人类学学科带头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
主任、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执行主编；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
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化人类学、科技人类学、社会评估与咨询等，出版专著《桂村科技：科技下乡中的
乡村社会研究》《瑶族村寨的生计转型与文化变迁》等。
曾获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一项，三等奖三项。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乡土变迁与重塑>>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与回顾
 第二节 研究的理论关照与内容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田野工作概述
第二章 文化农民与民族地区和谐乡村建设
 第一节 持续与和谐：参与式或内源式发展新思维
 第二节 他者视野：孟加拉国、中国台湾等地的乡村建设
 第三节 本土反思：文化农民与和谐乡村建设
第三章 文化农民的群体特征与生成机制
 第一节 文化农民的群体特征：素养、知识与技能
 第二节 现代农业技能习得与文化农民的生成
 第三节 现代农业技能教育：地方性知识视角
 第四节 农村妇女现代农业技能习得方式省思：东面村
 过山瑶的例子
第四章 田园竞秀与诗意栖居
 ——民族地区和谐乡村生态建设
 第一节 田园家园同构：文化农民的和谐乡村生态观
 第二节 家园生态建设之一：雨卜苗寨公共卫生
 第三节 家园生态建设之二：布努瑶、红瑶村寨
 环境卫生比较
第五章 超越村落与村落重构
 ——民族地区和谐乡村社会建设
 第一节 超越村落：文化农民社会资本的扩展及其结构
 第二节 民族地区家庭养老土地支持方式
 第三节 乡村生计转型视野下的返乡农民工再就业：
 以石丰村壮族为例
 第四节 民族地区留守儿童教育问题：
 以石丰村为例
 第五节 村落公共空间重构与社区认同：
 濑浩屯壮族的例子
第六章 民族文化展演、重构与文化自觉
 ——民族地区和谐乡村文化建设
 第一节 民族文化展演的功能及意义
 第二节 民族旅游与民族文化的再建构
 第三节 族群文化标识与文化自觉
第七章 乡土知识、现代科技与乡村重塑
 ——布努瑶族、壮族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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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文化多样与民族地区的乡村和谐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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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是经济因素，即在物质利益的驱动下，人们自愿或被迫放弃传统知识，转而认同、接受现代知
识。
如上文所提到的Hoodia仙人掌案。
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里也对当地人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而被迫放弃传统生计有所论及。
　　在科技下乡过程中也会看到类似的现象。
自1986年以来，科技下乡在乡村所形成的科技积累，如初具规模的科技推广、服务体系，农用机械、
杂优品种、化肥农药等先进的耕作技术，饲料、添加剂等养殖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广泛使用等，以及
时下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化经营，在实现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商品化和社会化，大幅度地提高
农产品产业量的同时，也逐步改造了传统的自给半自给农业和农村经济，有效推动了传统农业生产方
式向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使得广大的农村涌现出大批科技示范户、科普乡村、科普乡镇。
农民之所以接受，根本原因就在于现代农业科技在经济方面的强势，如投资少、效益高、见效快等。
　　二是对地方性知识的无知或忽视。
20世纪欧洲殖民主义统治出现危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殖民地传统知识的无知或不重视。
如在非洲，英国殖民当局和德国、法国等殖民者，均不重视非洲社会原有的各种传统文化和社会组织
，他们破坏一切氏族部落制度，毫不尊重当地人的信仰和习俗，消灭了可以依靠的部落首领和氏族长
老，从而引发了一系列殖民者与当地人的冲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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