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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针对湖南桑植白族开展的一项专题研究。
在桑植白族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散杂居特点和“民家”文化特质决定了本研究的独特性。
也正由于散杂居特点的影响，长期以来学界对桑植白族的研究较少，更凸显出本研究的必要性。
为确保写作的“话语权”，笔者先后五次，历时八个多月对桑植白族进行了深入的田野调查，积累了
丰富、翔实、可信的第一手材料，使得本研究具有创新性。
通过对族，群理论的梳理，本书选取族群认同作为桑植白族研究的切入点，从而在散杂居和族群认同
的大背景下更好地开展对桑植白族文化的研究。
　  本书对桑植白族历史、文化的探讨无疑将推动该领域的深入研究。
区域性研究中所涉及的散杂居背景下的生存问题和族群认同问题，是包括桑植白族在内的许多少数民
族面临的共同性问题。
书中的结论对于其他散杂居民族而言亦有借鉴作用，有助于正确处理散杂居民族关系，促进散杂居民
族的发展。
　  从研究方法而言，田野调查作为民族学的“看家本领”，无疑也是本书的重要研究方法。
通过访谈、调查、走访等不同形式获取的第一手资料奠定了材料和立论的可信度。
历史文献是追溯族源、考究历史的直接依据，地方志、史书、族谱、家乘等史料使得田野资料和文献
资料相得益彰。
对白族的任何研究，如果脱离它与大理白族的联系孤立开展，将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联系的观点
和比较的方法也是本书的重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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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桑植白族在全国白族中的地位　　第一节　白族的形成、发展与分布　　先介绍白族形
成的概况以及南诏、大理国的建立，这三个问题不仅对白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直接
影响到今天白族在全国的分布格局，有助于明晰桑植白族在全国白族中的地位和重要性。
　　一、白族形成、发展概况　　白族属于氐羌系统的一支，其族源是多元的。
白族的一个重要来源是世代居住于洱海地区的土著居民——洱海人和昆明人。
洱海人就是唐代文献所说的“西洱河蛮”，同期活动于大理地区的还有昆明人。
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其外西自同师（今保山（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
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
⋯⋯皆氐类也。
”嶲即嶲唐，楪榆即叶榆，即洱海地区，可知秦汉时期洱海地区的居民是昆明人，处于尚未定居的游
牧社会。
汉武帝时“四道并出”，力求打通自蜀经身毒通往中亚的道路，数阻于昆明，遂凿昆明池操练水师以
征昆明。
白族的另外一个重要来源属于先秦时期氐羌系统南下族群中的一支，其远祖可追溯至秦汉时期的焚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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