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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西双版纳傣族地区，有一群人，他们既是寺庙里的僧人，同时也是学校的学生。
本研究以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学校教育中的一个特殊群体——西双版纳勐罕镇中学傣族和尚生为个
案，以文化再制理论为研究范式，综合运用人类学、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一方面试图对这个特殊文
化群体进行比较详尽的解析，另一方面尝试通过对这个特殊群体的分析来揭示一个社区中“国家”与
“地方”、“传统”与“现代”之问的互动与冲突。

笔者将研究对象置人一个相对宽阔的社区背景中。
首先，对其社区进行了一定的经济文化调查和分析。
云南省勐罕镇是一个以傣族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共生性”社会，不同文化之间存在交流和融合的
趋势，尤其是汉族主流文化对于傣族的传统文化形成了很大影响。
傣族社区经济发展迅速，传统稻作生产逐渐退出，进而是橡胶产业的繁荣以及旅游业的兴起。
傣族文化处于不断变迁之中，人们的观念和行为发生改变。

其次，本书集中探讨了勐罕镇社会结构内不同文化系统的主要再制机构的发展以及“和尚生”是如何
在社会结构的运作下产生的。
在勐罕傣族社区存在着两套文化系统，即官方文化系统和民间文化系统。
民问文化系统的重要传承机构是佛寺，本书较为详细地分析了佛寺教育为何能成为傣族社会的“传统
”以及其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所发生的历史变迁。
而官方文化系统的重要再制机构主要是学校，本书通过口述史和文献资料的整理，较为系统地描写了
勐罕学校教育的发展历程和现状。
‘‘和尚生，，的出现乃是官方文化系统民间化和民间文化系统官方化的产物，是两套系统在冲突之
后妥协的结果，然而官方文化系统由于掌控更多资源而具有一定的强制性。
个人的选择在某种意义上受制于文化结构。

再次，笔者通过实地田野调查探讨了“和尚生”的现状、所存在问题及原因。
本书分别论述了和尚生在两个重要场域即佛寺和学校中的行为实践以及所体现的主体性选择。
通过调查发现，勐罕傣族的传统文化发生了巨大变迁，宗教观念世俗化，佛寺教育处于不断衰微之中
，人寺僧人大量减少，僧人素质不高，地位降低。
笔者认为种种变迁更多是“外来迫力”的结果。
而在学校教育中，笔者通过对和尚生意识形态、学业成就以及行为社会化三个领域的分析，发现和尚
生形成了相冲突的模糊的意识形态，学业成就低下，且存在着“反学校文化”，学校教育通过国家化
、去地方化和统一化等措施在进行主流文化再制的过程中却遭到了和尚生的抵触。
在初三毕业的去向选择中，少有和尚生能通过学校教育进入主流社会，在佛寺系统中也是受到种种限
制，最终绝大多数和尚生选择回归传统社区。
这些都是由社会结构、社区力量、学校以及和尚生自身所共同造成的。

急剧变革的社会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国家文化与地方文化之间的交融和
碰撞在文化再制的场域中如此集中地体现在一个特殊群体上。
佛寺教育和学校教育有着并存的必然性。
然而，这似乎又成了一种“权宜之计”，因为二者都存在着不可回避的问题，佛寺教育无论从僧人数
量还是质量上都在急剧下降，而学校教育则陷入“学校繁荣，教育衰微，，的困境。
无论是对于佛寺教育还是学校教育，和尚生都表现出了消极的态度，尤其对学校教育还存在着不同程
度的抵触。
佛寺教育传承传统的功能在弱化，而学校教育促进地方社会经济文化现代化发展的作用也并不明显。
在最后一章笔者首先集中探讨了学校教育问题中所隐含的相冲突的社会文化观，一是“传统”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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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断裂，二是太过于强调国家整合，而忽视地方差异。
为了促进民族、社区和国家的和谐发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衔接，本书提出了要以建设“共同文
化”的理念来实现学校与社区的共建。
其前提是，一方面在国家层面上应该重视自上而下的“文化关注”，重点是对文化多样性的肯定，另
一方面应该努力提升当地人自下而上的“文化自觉”能力。
在此基础上，笔者试图构建一套实现学校与社区共建的操作性模式。

 最后，笔者基于本书的实际分析，对文化再制理论本土化研究以及一些研究方法进行了一定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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