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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国家哲学与社会科学基金课题“西部大开发与文化多元化研究——西部大开发与云南跨境
民族文化多元发展研究”（项目编号：02BMZ006）的重要成果。
主要运用民族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在充分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云
南边境一线的文山壮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
州、怒江傈族自治州以及普洱市、临沧等15个县（市）的泰族、苗族、布朗族、德昂族、怒族以及莽
人、克木人、老缅人等跨境民族或族群的社会文化、民族关系、民族文化多元发展状况的调查研究，
进一步论证中国西部跨境民族文化多元发展的原因及多元文化发展的特点，探索在新形势下如何更好
地发挥云南这个通向南亚、东南亚重要通道地区的区位优势以及民族地区文化、生态环境、社会经济
协调发展的道路。
《云南跨境民族文化初探》不但为西部少数民族文化多元发展研究提供典型的个案，而且也将为云南
民族文化强省建设提供和补充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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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和少英，男，纳西族，1954年12月生，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为民族学理论与方法、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先后主持完成十余项国际合作项目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出版专著和译著十余部，公开发表中英文学
术论文近百篇，系“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和“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哲学社会科学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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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云南主要跨境民族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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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云南跨境民族境外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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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云南与老挝主要跨境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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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山州跨境民族文化——以苗族为例　
　一　文山州主要跨境民族概况
　二　跨境苗族特点与发展取向
　三　跨境苗族多元文化形态
　　（一）苗族村寨文化
　　（二）苗族建筑文化
　　（三）传统婚姻模式
　　（四）婚姻观念的转变与婚姻媒介变异
　　（五）饮食文化
　　（六）丧葬文化
　　（七）苗族社会化途径的发展
　四　影响文山州跨境民族和谐发展的因素
　　（一）社会整体发展水平不高
　　（二）宗教多元并存与境外渗透
　　（三）跨境婚姻与文化调适
第四章　红河州跨境民族文化（上）——以金平傣族为例
　一　红河州主要跨境民族概况
　二　闻名遐迩的语言与文字
　　（一）语言
　　（二）文字
　三　独具特色的社会文化
　　（一）婚姻形态与家庭结构
　　（二）民居建筑及其时空观
　四　多姿多彩的人生礼仪
　　（一）出生与命名
　　（二）孩子的养育与训练
　　（三）成年礼
　　（四）丧葬礼仪
　五　异彩纷呈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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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产生活礼俗
　　（二）节庆礼俗“
　　（三）观念世界、祭祀及禁忌
　六　多元文化交融与族群关系
第五章　红河州跨境民族文化（下）——以莽人为例
　一　莽人的族源与分布
　二　莽人的社会结构
　　（一）婚姻形态
　　（二）家庭结构
　　（三）继嗣制度
　三　莽人的文化生活
　　（一）日常生活与节庆礼俗
　　（二）人生礼仪
　　（三）观念世界与禁忌
　四　莽人的族群关系
第六章　西双版纳州跨境民族文化（上）——以傣族园为例
　一　西双版纳州跨境民族概况
　二　西双版纳跨境贸易
　三　傣族文化的缩影——西双版纳傣族园
　四　傣族园经营模式
　五　傣族文化在变迁中调适与重组
　　（一）生计方式：从以稻为主到旅游为主的转换
　　（二）生活方式：饮食、建筑、服饰文化大放异彩
　　（三）邻里关系：旅游竞争带来的烦恼
　　（四）年轻一代：“痛并快乐着
　　（五）傣语会逐渐失传吗?
　六　南传上座部佛教面临的困境
　七　傣族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路向选择
第七章　西双版纳州跨境民族文化（下）——以克木人为例
　一　克木人的历史渊源
　二　克木人的多元文化构成
　　（一）姓氏与命名
　　（二）空间文化布局
　　（三）仪式文化
　　（四）婚姻与生育
　　（五）宗教文化
　　（六）习惯法
　　（七）刀耕火种
　三　橡胶林与克木人行为模式的转变
　四　全球化浪潮中的克木人
第八章　普洱市跨境民族文化——以佤族、拉祜族为例
　一　普洱市跨境民族概况
　　（一）普洱市跨境民族历史渊源及分布现状
　　（二）普洱市跨境民族文化多样性及其发展
　　（三）普洱市跨境民族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二　普洱市边境佤族、拉祜族多元文化发展述略
　　（一）经济文化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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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婚姻家庭
　　（三）传统村落组织遗风
　三　普洱市最后识别的拉祜族支系——老缅人
　　（一）分布与族源
　　（二）语言
　　（三）社会组织
　　（四）人生礼俗
　　（五）民间信仰
　　（六）节日与歌舞
　　（七）五十多年来东主老缅寨的发展变化
第九章　临沧市跨境民族文化——以布朗族为例
　一　临沧市主要跨境民族概况
　二　布朗族的传统社会文化
　　（一）布朗族的传统社会经济
　　（二）布朗族的传统政治组织
　　（三）布朗族的传统婚姻家庭
　　（四）布朗族的宗教信仰与丧葬礼俗
　三　布朗族社会文化发展与变迁
　　（一）婚姻家庭及其变迁
　　（二）独特的丧葬礼仪
　　（三）竜神崇拜及其祭祀仪式
　　（四）社会变迁中的布朗族民族关系
　四　新农村建设中布朗族经济社会发展的困境
　五　布朗族社会文化多元发展
第十章　德宏州跨境民族文化——以阿昌族与德昂族为例
　一　德宏州主要跨境民族概况
　二　跨境民族经济文化互动
　　（一）跨境民族边境互市
　　（二）跨境民族文化互动
　三　跨境民族多元文化和谐共融
　　（一）民族多样性和文化多元性
　　（二）多种宗教信仰并存
　　（三）饮食文化特异
　　（四）民族手工艺精湛
　四　跨境多民族地区发展的机遇选择
　　（一）户撒乡生态环境
　　（二）户撒多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建设与社区发展
　　（三）户撒多民族文化生态旅游的几点建议
　五　跨境德昂族文化多元构成与境外互动
　　（一）德昂族多元文化构成
　　（二）德昂族跨境互动
第十一章　怒江州跨境民族文化——以阿怒人为例
　一　怒江州主要跨境民族概况
　二　怒族支系与阿怒人分布
　三　阿怒人的原始宗教信仰
　　（一）灵魂信仰
　　（二）鬼神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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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祭祀
　　（四）禁忌
　四　“家庭视野中的多元宗教
　　（一）家庭视野中的神
　　（二）家庭视野中的主流宗教
　五　主流宗教的传人与宗教整合
　　（一）主流宗教的传播
　　（二）宗教的重新整合
　六　多种宗教信仰共存的社会
　　（一）家庭与亲属网络中的宗教信仰
　　（二）不同宗教信徒间的交流与调适
第十二章　云南跨境民族的文化生态观
　一　金平傣族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
　二　金平傣族传统文化生态观
　　（一）生物崇拜
　　（二）非生物崇拜
　三　民族文化生态协调发展
　四　生态储备与民族地区环境保护
　　（一）橡胶林与跨境民族地区生态环境
　　（二）生态储备与生态环境建设
第十三章　全球化与云南跨境民族文化建设前瞻
　一　西部大开发与云南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二　西部大开发中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云南边疆民族问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二）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三　多元民族文化与边疆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构建
　四　云南跨境民族地区文化建设前瞻
　　（一）全球化与云南民族文化多元发展的态势
　　（二）云南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模式
　　（三）以“本体论与“文化自觉理念指导民族文化建设
参考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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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六、跨境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重大意义　　当前，云南跨境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方面的一
个重要问题，就是要解决好传统文化与边疆地区社会的现代化变迁的关系，以及跨境民族境内外多元
文化的共生与协调发展问题。
　　长期以来，边疆多民族地区都比较封闭，从而使传统社会形态保存得比较完整。
但是，在我国由改革开放推动的现代化加速推进的过程中，这里的传统社会受到了巨大而深刻的冲击
，其强烈的程度比内地更为突出，尤其是传统的价值观念、规范体系受到的冲击十分突出。
文化之间的相互接触和彼此影响，以及文化发生的或多或少的改变，是文化发展中正常的现象。
问题的关键在于，应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中有积极意义的核心部分，处理好与现实文化影响之间的关
系，企望把传统文化全部封闭起来，或者彻底抛弃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代之以新的文化，这两种做法
均不可取。
　　以上所说的特定背景下，跨境民族境内外多元文化的共生与协调问题更显突出。
这些问题的存在和发展，对边疆多民族地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影响是基础性的，也是极其深远
的。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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