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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史是一条流动的河。
20世纪30年代，中山大学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人类学硕士。
1981年中山大学人类学复办以后，成为我国第一个具有本科、硕士、博士的教学单位。
20多年来培养的人类学本科、硕士和博士生超过1000名，其中不乏国内人类学界的中坚力量。
一批批人类学毕业生，带着探索人类从哪里来、人类将走向何方的梦想踏入人类学的大门，又带着或
许更多韵追问去开创21世纪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新局面。
　　回顾中山大学人类学办学近80年的历史，坚持脚踏实地的田野调查已成为我们的传统和特色。
每次田野调查都会积累很多好的经验，留下很多好的传统和故事，有些至今还经常被人提起。
例如，1928年杨成志先生独闯凉山对彝族进行了一年多的调查，回到昆明时，时任云南省主席的龙云
给他题词，称之为“孤胆英雄”！
哪怕是在抗战时期。
中山大学颠沛流离在澄江、坪石，人类学的学生们仍深入西南地区调查瑶、傣、黎、壮等族。
20世纪80年代初，梁钊韬先生虽年迈体弱，仍亲自到四川为其博士生格勒选点并耳提面命田野调查的
方法；容观复先生68岁高龄时仍率学生到海南岛深入黎族村寨进行调查；1991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大
三学生赴海南省通什毛阳镇进行调查，黄淑娉老师和龚佩华教授不顾年高，以顽强的毅力克服晕船带
来的折磨，跋山涉水，亲率学生深入黎族群众；2004年夏天，已经是73岁高龄的黄淑娉教授亲率两名
学生深入到海陆丰畲族地区——黄先生40年多前调查过的地方进行回访⋯⋯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
学生们在羽野调查中，从老师身上学到的不仅仅是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不仅仅是对社会文化的研究
，更是一种对学术的执著精神和做人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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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师生们深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报告集——“中国田野
调查丛书”之一。
　　本书从经济生活模式、婚姻、女性、家庭、水书、宗族等各方面，叙述了贵州荔波县永康乡水族
村寨持续经年、目前依然鲜活的水族文化。
本书丰富了人类学研究的资料库，也为研究西部经济与少数民族文化提供了详实、细致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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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蒙6是乡村社会中一类人的典型，这类人大都是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甚至文盲，自幼在村
寨里长大，与其相伴终老的除了劳动还是劳动，与外界基本上没有任何联系，因此只需要懂得日常交
际用语就可以了。
由于足不出寨，日常用语基本上通过本民族语言就可以满足，因此即便一个地区已经开始普及汉语，
这部分人仍处在封闭之中。
这类人一般都属于类型四，即只懂得本民族语言，而蒙6是民族杂居区的类型四通过族际婚姻而转变
为类型三的典型，由于出嫁后也只在夫家所属村寨范围内活动，加上自身就比较封闭，因此只学会了
对方的民族语言（布依话）而汉语始终不懂。
　　在我国民族杂居地区，一般来讲，汉语都是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族际通用语，起着促进各族人民沟
通磨合的润滑作用，一直扮演着中介、桥梁的角色。
因此可以认为，学习汉语是各兄弟民族无论是融人现代社会还是相互间沟通最行之有效的途径，属于
类型一的人数也将呈一个增长的趋势。
但是现实中也存在不少第二类型的人，他们不但掌握本民族语言和汉语，还掌握有另一兄弟民族的语
言。
这种多语类型的存在对于当地两族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部分特定人群是反映当地族际关系某些侧面的风向标，他们人数的增多或减少，他们对待外族语言
的态度，都能实时地反映出族际关系的细微变化。
但是这种类型的人需要在合适的环境下才会出现，永康乡溪竹村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从调查结果看来，在永康即使不会讲对方民族的语言也完全不会影响两族的来往。
由于荔波县城的辐射作用，普通百姓在许多场合都是讲荔波方言的。
就如许多少数民族地区语言与文化关系研究结果显示的那样，汉文化——最主要是汉语，即荔波方言
对于少数民族的融合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它使得大家都能处在一个同等的位置上对话，是一个十分理想且便利的中介。
而那些通晓对方民族语言的人，给他人的感觉通常也都更为亲切，这是人们的普遍心理。
如果两族中这样类型的人达到一定人数，那就说明大家的来往很密切，交往很深并且持久。
因为语言是民族最主要的特征之一，这点已经无须证明，所以一个人能掌握另一个民族的语言的时候
，他就具有了那个民族的一个特征。
这样的人更容易为那个民族群体所接纳，而这个人本身所属的群体也同样容易为对方所亲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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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历史是一条流动的河。
20世纪30年代，中山大学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人类学硕士。
1981年中山大学人类学复办以后，成为我国第一个具有本科、硕士、博士的教学单位。
20多年来培养的人类学本科、硕士和博士生超过1000名，其中不乏国内人类学界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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