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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巴布亚新几内亚是一个自然风光旖旎、人口较少、民族文化多姿多彩的发展中国家。
全境共有600多座岛屿，是大洋洲第二大岛国。
各岛多山，自然资源丰富。
该国历史久远，近代史可追溯到16世纪，其结束西方殖民统治、成为独立国家是在1975年。
如今该国正处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自然经济与工业发展、传统文化与外来文明、土著迷信与主流宗
教正在寻求社会中的平衡点。
中国与该国经贸关系近年来获得飞速发展，是我国加强周边地区合作的结果，也是大洋洲加紧与东亚
合作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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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韩锋，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
1984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至今。
研究领域是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国际关系和安全关系。
著有《当代澳大利亚--社会变迁与政治经济的新发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以及《澳大利亚
的亚太政策》《东盟的大国关系平衡战略》《东盟的扩大及其对亚太地区的影响》等论文数篇。

　　赵江林，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国际经济关系室主任、研究员，毕业于中国社会
科学院研究生院，1996年起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工作。
研究领域为亚太地区经济关系。
主要著作有《东亚技术供给、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增长》（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以及《外部约束
与东亚经济结构转型》等论文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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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庭、部落和部族。
财富的所有权集中在家族男人手里。
社会观念的基础是互惠和家庭责任。
　　传统的仪式还是重要的社会文化事件，因为是种族聚会，由部族长者来主持，武士们身上涂绘着
各种颜色和图案，戴着羽毛、贝壳和亮丽装饰。
现在20个省级行政地区都有自己的文化节和地区文化特点的表演。
虽然主要是为了吸引游客，但客观上也起到了一定保持和发扬传统文化的作用。
　　由于语言不同，各种文化带有地区和部族特点。
器皿、武器、雕刻、编织物、乐器等是因地而异，就地取材，制成各种风格迥异的工艺美术作品，表
现出不同的技术和信仰，如马拉甘面具、白利安岛的渔船、巴布亚地区的陶器、岛屿地区的贝雕、塞
皮克河的木雕和乐器、特罗布里恩群岛的渔具等都有典型的文化特色。
一些乡村艺术家和工艺师还设计了非常有特色的雕刻、镶嵌和壁挂等。
　　巴布亚新几内亚议会大厦就是按照传统的塞皮克建筑的风格修建的，是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产物。
在正面的墙上，由上而下以传统的立体绘画和雕刻手法将各种图案巧妙结合在一起，描述了巴布亚新
几内亚历史、人类与自然界万物的关系，并预示巴布亚新几内亚美好的未来。
该大厦被国际建筑界列为世界级民族建筑典范之一。
　　巴布亚新几内亚人多能歌善舞。
其歌舞讲究真实美感，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音乐曲调遣中，旋律变化平稳，动作简明流畅，朴实无
华，强调以体形和手势叙事，以歌声和眼神传情，体现其对世间万事万物的爱憎情感。
除全国流行的草裙舞外，较有名的民间舞蹈还有高地地区的泥人舞、塞皮克河流域的青蛙舞等。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当地音乐历史悠久，传统的庆祝活动、宴会和仪式，歌唱和舞蹈是重要内容，
被称为“sings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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