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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关于研究“凉山彝族自治州社会变迁与文化认同”的专著，书中具体包括了：人类学族群理论
视角下的彝族、长期自我封闭与被封闭的凉山彝区、族群互动推动彝族社会文化变迁、彝族社会变迁
与文化认同情况拾零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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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巫达，彝族，彝名瓦尔巫达，1967年4月生，四川省甘洛县人。
上海市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大学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组织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大学
社会学系教授。
1989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工作，1998年至2004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攻读学位，获
人类学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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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台湾学者庄英章在探讨客家历史文化的时候指出：“要展现客家文化的特殊性，不能停留在种族
中心论（汉文化或客家文化中心）的视野，必须从族群互动的角度，尤其是采贯时性的历史社会变迁
角度，来探讨客家社会在不同区域发展的族群关系与历史文化过程。
”①这个论述告诉我们，要了解一个族群的社会和文化变迁，应该考虑族群互动以及族群关系，而且
要从历时的角度去看问题。
在甘洛县，彝族是这个地区人数最多的族群，可是彝族在凉山地区、四川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环境来看
，是一个弱势的少数民族。
甘洛县的另一个少数民族群体，尔苏人与彝族相比较起来，就成了更为弱势的“少数民族”。
②我曾经研究过甘洛县尔苏人的族群认同建构的情况，认为尔苏人的族群认同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
在与彝族的互动中得以强化的。
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政策在凉山彝族地区的实施，地方政治和经济被较多地分配在这个自治州
内的“主体民族”彝族的手中。
彝族这个民族在历史上是和尔苏人息息相关的群体，不管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曾影响过尔苏
人。
彝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能从国家得到的资源和权力，尔苏人也希望获得平等的机会。
而国家能够重新分配资源和权力的途径之一是确定尔苏人的“民族”成分，不同的“民族”可能获得
不同的资源。
这种与彝族的比较和竞争，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尔苏人族群认同的选择。
英国人类学家利奇（EdmundR．Leach）在50年代对卡钦人的研究中，已经明确指出，卡钦人之所以成
为一个族群，是因为他们与周边族群的族群互动中产生的。
他们是在与周边族群的互动交往中建构自身族群认同的。
甘洛县尔苏人的情况，不管是认同藏族的也好，要求被承认为“尔苏族”的也好，人们在选择相应认
同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是与周边族群特别是与彝族的互动中产生的。
换句话说，与彝族的族群互动关系影响着尔苏人的族群认同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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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的部分章节，修改自我在学术刊物、论文辑刊、论文集上发表的文章。
在此，我对相关刊物、辑刊、论文集及其主编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这些文章原来都是独立成文的，所以某些内容难免在本书中出现一些前后重复现象。
在不影响上下文理解的地方，我对重复的地方进行了删除。
不过，某些地方为了保持文章上下文的连贯与通顺，仍然保持了原来的内容。
敬请读者留意。
以下是相关信息：第四章第三节“族群互动推动彝族社会文化变迁”，部分内容曾用另外标题发表。
题目为“族群关系与族群认同：以四川尔苏人的个案为例”，栽赵汀阳主编：《论证》，江苏教育出
版社出版2008年版，第125-147页。
第六章第二节“等级、颜色、象征与国家权力”，修改自《颜色、象征与国家权力:凉山彝族的等级名
称与民族名称》一文。
载戴庆厦主编：《中国彝学》（第2辑），民族出版社出版2003年版，第87-103页。
第七章“从尔普（份子钱）看彝族社会文化的变迁”，修改自《彝族社会中“尔普”形式的变迁》一
文，栽《民族研究》2004年第1期，第60-66页。
第九章“语言文字与彝族文化认同”，修改自《语言文字与凉山彝族文化的认同》一文，载戴庆厦主
编：《中国彝学》（第2辑）。
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2003年版，第64-86页。
第十章“传统宗教与彝族的文化认同”，修改自《传统宗教与凉山彝族的文化认同》一文，载谭伟伦
、王刚主编：《宗教、社会与区域文化：华南与西南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宗教系丛书之一，香港中
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5-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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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社会变迁与文化认同:凉山彝族的个案研究》：由学林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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