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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拓展和深化“民族发展与民族关系问题”研究，继承和弘扬民族学应用研究、实证研究的学术
传统，加大培养优秀民族学人类学学科人才的力度，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民族发展与民族问题研
究中心以本校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民族学、人类学、民族社会学三个专业的在读博士研究生为对象，
于2009年4-6月间开办了首届“民族发展与民族问题”实证研究高级讲习班。
讲习班聘请了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全国民族学、人类学界在本学科应用研究领域有着丰富田野调查经
验和取得重要学术成果的9位专家（他们来自6所高校和科研单位）担任学术指导，并围绕各自的田野
经历与学术专长进行授课。
参加讲习班的成员根据自己的听课感受、研究兴趣与特长，并结合学术指导专家的研究方向，向他们
申报课题。
每位专家根据对选题申报书的审议，从中遴选1-2名博士生进行指导。
2009年7月，由本研究中心资助入选的19名博士生根据各自的课题，先后奔赴沿海、边疆、城市、农村
、牧区、林区乃至台湾省的少数民族地区，从事为期三个月左右的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并在此
基础上完成了一系列的田野调查报告。
　　严格地说，仅靠短短3个月左右的田野调查，想要完成一篇深刻而有学术见地的民族学田野报告
是困难的，它也与民族学一贯倡导的长期观察、居住体验的规范性田野调查要求存在差距。
然而，通览上述19篇成果，其中90%以上都是作者先前已经从事或正在进行的研究内容，而且在调查
点都有过不止一次或长或短的田野调查经历，有的还就相关内容发表过文章，有相当的前期田野工作
经验与成果积累。
而本期田野调查高级研讨班的举办，则为他们已有研究的深入、深化提供了难得的平台、条件。
　　有鉴如此，我们通过指导专家的推荐和研究中心评审组的评审，从中筛选出部分学术研究价值和
现实应用价值相对突出的调查报告结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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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明湄
中央民族大学博士，曾写过小说，出版过个人著作。
行走天下的童年梦想如今幻化为人类学的田野关怀，关注作为他者的”他们”，关注主流文化下潜藏
的暗流。
梦想写更多的少数民族题材故事，或者有一天把这样的故事拍成纪录片、拍成电影。
本书根据长期的田野调查写作完成，以口述史的笔法记述了当地最年轻的女达布的十年走婚故事和三
代女性的母系家庭生活史，呈现了泸沽湖在日益进入大众视野后摩梭文化的存续变迁。
他们和我们，都是彼此心中的一个远方，却可以用同理心相互凝望，相视而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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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达玛说：“现在大妈有什么事还是会和阿依商量，喜事告诉阿依，不好的事就不告诉了，不希望
她操心。
阿依自己闲不住，见到什么需要收拾的就不停地干，有时还照看一下小孩，但重活就不干了。
阿依每天早上都要在湖边烧香、转经，为自己的来世和家人的平安祈福。
”　　“阿依对孙辈们管得多吗？
比如说找什么样的朋友？
”　　“家里的孩子们找朋友会给建议，不会干涉，非常自由。
”达玛翻译完老祖母的话，又回头冲我笑道：“我们就是死于自由啦，没办法。
”　　“阿依，您对现在这些年轻人的生活怎么看？
”　　听到我这个问题，阿依端坐着的身子不由自主地向前坐了坐，看起来有些激动。
这是我第三次看到老祖母这么激动，第一次是回忆婚礼流下伤心泪，第二次是讲包产到户感恩邓小平
的好，这次俨然像是对孙辈们颇有微词。
果然，她大声说：“看不惯的多得很！
他们苦不起，好吃好喝的，天天玩。
以前的人像牛马一样累得很，现在年轻人读书上学天天坐在教室里，回家也不肯做重活。
以前我们都是背几百斤柴火、土豆，背得多工分就挣得多。
他们没有苦过，一说起从前的事他们都觉得是神话，他们会说你们苦是因为你们不做，其实不是，是
现在的政策好，不是他们比那时候的人厉害。
以前村里人礼节非常好，现在年轻人没大没小，以前孩子们都听话，现在什么都好了小孩也不听话了
，可能是电视看多了。
”老祖母话语朴素，却包含着她对几十年摩梭社会生活变迁的理解：时代好了，年轻人懒了；媒体进
来了，人心变了。
这中间既有她对自己生不逢时的际遇的感伤和怨愤，也有着她对生于安乐的这一代人，不懂得珍惜传
统文化的恨铁不成钢。
　　金字塔式的崇老结构　　1994年，联合国组织曾评选摩梭社区为全球50个“模范社区”之一。
最难能可贵的是，在老龄化问题严重困扰当今世界时，它在摩梭社会却从未成为问题。
摩梭是一个崇老的社会，老人的辈分越高，威望越高，越受尊敬，是类似金字塔式的结构。
然而，老人的威望也不是一个固定的模式。
过去的自然经济状态下，类似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说，“在乡土社会里，经验是有效的也是最
重要的。
”太阳底下无新事，人们主要按传统办事，因此对老人的指引大家都奉若圭臬。
但现在，摩梭人所面对的事务范围在不断扩大，新鲜事层出不穷，比如旅游经营、申请贷款，都是新
近涌现的，老人会发现自己的思维已经跟不上时代的脚步。
而年轻人毕竟读过书，与外界接触多，自然成为新观念、新技术的主导者。
于是，某种程度上，权威性的位置在反向地流动，老人需要更多地听取年轻人的意见。
然而，在礼仪方面，在处理人与人、村与村之间的关系上，老人所把持的传统准则依然不容置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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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80后摩梭女达布口述生活史》是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当代民族问题战略研究基地、
民族发展与民族关系问题研究中心、“民族发展与民族关系问题”实证研究高级讲习班田野调查报告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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