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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本书的最大尝试，是想清晰地描绘出生活在云南的各个民族的整体形象，用一系列资料来诠
释产生固有文化并保存至今的要因及其关联性。
并以此为契机，让众多的人们重新认识云南民族文化的深邃。
包括介绍一些过去鲜有提及的民族及作为民族大家庭一员生活在云南的汉族，在综合介绍的同时试图
表现出“云南的肖像”。

　　书中反映各种各样聚落景观的各民族聚落的照片，其包含的民族性、地域性，有序的聚落生活和
可持续的土地利用方式，是生活在云南的各个民族所显现出来的共同要素，著者希冀自然与村落相互
和谐的、美丽恬静的聚落景观永远存留下去，并期望各位读者从整体上作为“一个民族的肖像”去感
受，包括她们的表情、姿态和服饰的质感、形状、美丽的装饰以及照片中融入的氛围等等。

　　书中所介绍的聚落，有些村寨业已荒废，而且与民族性密切相关的民族服饰也与其制作技术一起
正在消亡。
然而，把导致此类现象的原因简单地归咎于现代化是否合适也是本书的最大主题。
假如大家能够通过本书来观察云南，对于今后云南的思考有所裨益的话，著者将不胜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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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大櫃史生，1979年生于日本京都，景观设计师。
2001年毕业于日本东北艺术工科大学设计工学系环境设计专业。
2001年—2004年先后于景观设计事务所“Studio
on
site”与建筑设计事务所“Studio建筑计画”从事模型制造。
2004年起历时五年于中国云南省进行民族研究调查活动。
2009年于日本京都开办风景规划设计事务所，从事景观设计及建筑设计至今。
取得日本国建筑师资格。
曾获得2009年日本全国园林设计比赛景观顾问协会会长奖。

目前，在从事设计工作之余，继续攻读有关教育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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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云南这一方土地　　在云南各地，我遇到了许许多多的人，他们生息在云南这片土地上，在这片
令人敬畏的荒野上奋斗着。
经年累月的生活，给以人们顺应自然规律的智慧并创造出独特的文化。
今日云南在语言、习俗、聚落及服饰等方面所呈现出的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其基础与云南所处的地
理位置和独特的地形及生态等方面的特性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从文化圈的角度去看，可以说云南属于中原文化的西南边境，青藏文化的东南边境、也属于东南亚文
化的北部边境。
事实上，云南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了文化的交汇点。
居于这种特殊环境之中的各族群之间，不断地重复着融合与分离。
其结果，在云南内部形成了众多的民族与民族支系。
当以&ldquo;云南的民族&rdquo;这样一个框架来思考被称为&ldquo;滇文化&rdquo;这一现象时，可以说
由濮人、越人及其他族群所汇集的文化融合，产生了云南独特的&ldquo;多元文化&rdquo;。
　　自古以来，各民族分别构筑了各自的生活领域。
而观察一下云南各民族的分布便可得知，他们分别居住于水平面和高度差明显不同的地域。
其分栖共存生态，依据大致地理特征可简单分为三类，即；高寒山区、半山区及盆地。
作为盆地边缘及山弄等条件较好的半山区，历史上主要聚集着景颇族、佤族、布朗族、哈尼族和傈僳
族等各民族的聚落。
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各民族，主要从事狩猎或以，g耕火种的方式种植玉米和早稻，并饲养牛和山羊。
而苗族、瑶族与小凉山彝族等民族，则生活在气温偏低，山坡陡峭的高寒山区。
此外，在高寒山区的草原或河谷地带，聚集着藏族、普米族和独龙族等民族的聚落。
他们从事渔猎，用刀耕火种的方式种植玉米、马铃薯、青稞和荞麦，采集山货和药材并兼顾畜牧业。
生活在盆地的主要为傣族、壮族、汉族、回族、纳西族和阿昌族等民族。
他们种植水稻、小麦和玉米等农作物。
因盆地发挥着交易要地的功能，所以这里也成为了人们相互交流及文化交融的场所。
生活在盆地的人们与生活在盆地周边山地的人们，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若从政治角度来看，山地的人
们从属于盆地的人们或完全相反；从经济角度来看的话，属于相互依存的关系。
可以说这种关系作为某种成熟的自给自足的小型社会发挥着作用，特别是在语言、习俗、聚落、服饰
等方面，小型社会内部有着许多共通之处。
　　由于地形复杂、分明的垂直分布地带及各个地区气候相异等原因，云南的森林中分布着各种各样
的植物，因中国国内种子植物的半数以上生长在这里，故被称为&ldquo;植物王国&rdquo;。
除植物外，森林里还生活着许多动物，兽类、鸟类占中国国内已确定种属的半数以上。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从热带动物到耐寒动物共处一处，形成了奇特的生态系统。
云南的气候类型达七种之多，即北热带、南亚热带、中亚热带、北亚热带、南温带、中温带及高原气
候。
这种多样性气候随着纬度以及海拔的变化，制造出更为复杂的气候形态，形成了特殊的高原型季风气
候，进而呈现出与其相应的生活方式。
我在云南进行实地考察时，利用气候特性制定年度计划，采取了如下形式，即冬季去热带地区，夏季
往北部高寒山区，雨季则停止对怒江等高危地区的考察。
　　云南这一方土地，无论从地理上还是从历史上，在政治、文化等方面均与中央政权保持着一定的
距离。
唐、宋之际建有少数民族的国家如南诏、大理，进入十九世纪中叶，以回族为中心的集团在大理建立
了独立政权。
事实上从清末至民国初期这一阶段，云南业已在不同地域保持着某种独立性。
进人中华民国，在国民国家形成的过程中，近代化的浪潮也波及至云南，云南在努力实现独自的近代
化的同时，各民族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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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云南各民族迎来了更大的生活变化浪潮。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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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众所周知，云南是中国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地区之一，中国现存的五十六个民族中，有二十五个少
数民族生活在这里，尽管有如此众多的民族居住在云南，但令人遗憾的现状是许多人对此并不知晓。
作为《云南之肖像》的最大尝试，是想清晰地描绘出生活在云南的各个民族的整体形象，用一系列资
料来诠释产生固有文化并保存至今的要因及其关联性。
并以此为契机，让众多的人们重新认识云南民族文化的深邃。
包括介绍一些过去鲜有提及的民族及作为民族大家庭一员生活在云南的汉族，在综合介绍的同时试图
表现出&ldquo;云南的肖像&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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