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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社会人类学的视角出发，认为文化是一种表达，文化与人、社会紧密联系，三者共同构成了我
们所生存的世界。
作者采用CPS（文化-人社会）模型分析汶中川、茂县、理县的贫困村社区本土文化在灾害发生前后的
变化过程，对调查社区社会、文化、人进行了详细描述与分析。
在此基础上，作者对汶川地震调查社区的影响作出具体阐述，并对灾后重建过程中与文化保护相关政
策的实施情况进行分析，提出相关建议，最后综合此前所有分析，形成整体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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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是生活在现实物质世界中的，只有通过辛勤劳动才能过上好生活，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这次
地震更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没有军队来救灾，村里人早就饿死了，神是不会来救人的。
”①尽管这种观念不是普遍存在的，但我们在调查中已经发现，而且十分明确地感受到：越是年轻的
人越容易信奉所谓的“唯物主义”思想，传统宗教信仰越是难以为他们所接受；当然他们也并非完全
的无神论者，当他们面对无法用“现实话语”解释的问题时，也往往求助于“神秘话语”。
边远贫困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性权威的维系，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已经出现某种程度的危机。
本次地震又间接地对这种地方性权威力量产生了新的挑战，羌族地区一些民众对释比权威的认同性发
生动摇即为一例，它源自一种新的意识观念（即对现实生活事件的可检验与可观测性解释），而这种
新的意识观念来自生活的实践经验，因此具有很强的可检验性和说服力。
特别是在大灾之后的特殊时期，这种观念表现得更加明显。
对释比权威的质疑，必将撼动羌族释比文化的民众基础。
作为羌族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释比文化将会面临更加强烈的认同性危机，加之地震之前已经开始商业
化运作的释比文化节目演出等现象，这种危机将进一步加剧。
“释比是人，而且是以谋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普通人”，当人们逐渐失去了对释比神圣性权威的认同
而产生这样的观念之后，羌族释比文化的未来就可想而知了。
此外，在实地的调查还发现：很多人用地球自转和地壳运动的原理来解释地震的发生，这既与国家的
“送科技知识下乡”政策有关，同时也与他们对传统宗教信仰的动摇有关。
从这个意义上看，汶川地震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宗教信仰的确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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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8年9月，汶川地震从灾后紧急救援大规模转入灾后恢复重建。
根据国家的统一部署和中央领导关于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结合的重要指示精神，国务院扶贫办成立了
贫困村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办公室，负责指导、协调和帮助四川、甘肃、陕西三省扶贫部门在灾区
的4834个贫困村开展灾后重建。
在围绕灾后贫困村恢复重建开展的多次调研中，我们感到，在各级政府的强力主导、推动和社会各界
帮助下，灾区的农房、基础设施、公共事业设施等“硬件”恢复重建进展很快，但在社会系统、心理
恢复等“软件”方面的恢复重建相对滞后，甚至存在被忽略的现象与趋势。
其中，少数民族贫困村如何在恢复重建进程中保护、传承和发展本土文化更是面临许多新的挑战。
因此，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分析这些挑战，提出针对性的应对建议，为相关恢复重建政策完善提供
参考依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这正是我们设计“边远贫困少数民族村落灾后恢复重建与发展进程中的本土文化保护对策研究与政策
倡导项目”的初衷及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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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汶川地震灾后贫困村重建与本土文化保护研究》：21世纪以来，灾害风险管理在中国扶贫开发战略
乃至整个公共治理体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
汶川特大地震发生以后，国务院扶贫办组织领导了贫困村灾后恢复重建工作，高度重视通过激发贫困
人口主体性和国际合作推进该领域的实践创新。
“防灾减灾／灾后重建与扶贫开发专题研究丛书”是这场实践活动特别是其中创新性实践活动的总结
和提炼，涉及灾后恢复重建过程中的政策效果评估、产业建设、社区发展、文化保护与创新等主题，
旨在推进灾后重建、灾害风险管理与扶贫开发实践的结合，促进国家扶贫战略与政策体系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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