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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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是关于居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凌云县的两个重要的瑶族支系——背陇瑶和蓝靛瑶的调查与研
究，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村寨的经济与生计模式、婚姻与家庭、民俗、宗教信仰、宗教、歌谣、教育
、扶贫等，为读者展现了瑶寨生活的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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翔实、细致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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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摩公与政治　　寨主是本寨的一位大摩公，但他曾经是一位乡里的干部，在乡里退休后又做了
后陇村的干部，直到负伤退下，同时他还是党员。
寨里的另一大摩公罗某，是现在村里的陇法寨一组的组长，也是党员。
摩公王某亦是党员，是寨里的组长。
寨里一位年轻的党员罗某某，亦是一位摩公。
村里开会一般都是小组长集体讨论事情，讨论后然后由各组的小组长召集村里的人到小卖部去传达给
大家，有时就小组长在村寨前面山上一喊便向全村人传达了一件事情，小组长有时还会到各家各户去
进行传达。
党员会议是几个党员到村委去开，而一般的事情都是从党员开始实施的。
陇法寨的党员和摩公的结合可以很好地行使国家的政策，也可以很好地将地方的利益照顾到，对保存
当地的文化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这里的摩公不仅仅是一个可以和神秘世界相联系的人，同时也成为了一个可以和国家政府相交往的角
色。
　　三、结语　　或许是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整个的寨子显得比较的封闭，而寨里的宗教习俗显得
比较简单而遥远。
更简单的是寨里的人只是知道有些习俗一定要去做，因为老祖宗是这样做的，而具体的原因何在，他
们没有很清楚的思路，而且也没有必要去理清这些思路，生活在自己的文化中有时是无意识的。
当然，中国历史上的村寨很少会有完全的独立、完全的隔绝，这种情况下的村寨必然需要对自己的族
群性质进行一定的界定，该村寨的一些历史传说就是这样一种的认知行为，对寨子的对外关系进行一
定的描述，整个寨子的对外关系显得比较的多样和重要，这些还可以体现在该寨人对内外摩公的不同
认识方面。
当然这并不是说寨内的关系界定就比较的少和不重要，因为一个族群的发展始终是离不开自己族群内
部的团结和发展。
该寨的内部关系，可以从摩公这一宗教现象进行一定的描述：信仰的单一性似乎合适于罗家的绝对地
位，摩公的各种活动显示出该村的一种一元化的权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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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瑶族双寨：广西凌云县背陇瑶和蓝靛瑶的调查与研究》讲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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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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