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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前言：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类学
随着改革开放的扩大和深入，人类学的教学与研究在中国方兴未艾。
陆续出版的文化人类学论著，不断出现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机构以及两次全国性的“社会文化人类
学高级研讨班”的盛况即是证明。
这本文集是1997年1月在昆明召开的国家教委第二期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的一个成果。
这次高研班经国家教委批准，由云南大学主办，云南大学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承办，于1997年1月6
日至20日在云南昆明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的中青年学者共74人作为正式学员以及60多位旁听学员参加了此次高研班。
林耀华、田汝康、郑杭生、宋蜀华、何耀华、陈国强、黄淑娉、李亦园、乔健、庄英章、莱曼、何大
伟、麦金农等国内外著名的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家以及23位中青年学者应邀在会上作了讲演。

19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既是对这之前的反文化的回应与反思，也是人类学在中国复兴的先声。
文化和文化人类学于是被推到了前台，变成了时髦，即便是后来的商品和市场经济大潮也未能将其淹
没。
然而，一间学科如同一种思潮一样，其生命力在于理论思考的深刻和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此次高研班的主题确定为“面向21世纪的中国人类学与中国西南民族”，主要
议题包括：人类学理论的新趋势与人类学家的个案研究，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
社会变迁与民族传统文化，中国西南民族与本土东南亚民族，国外人类学界的中国研究以及中外人类
学家的对话。
高研班的宗旨是：开阔眼界、培训人才、扩大交流、促进对话，加强我国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建设和促
进西南人类学的教学与研究。

为体现会议的宗旨，本书取名为《人类学与西南民族——国家教委昆明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论
文集》。
文集所选载的36篇论文涵盖了会议的主要议题，大体可归入4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社会文化人类学、社
会学理论与方法；第二部分为政治制度、宗教经济和法律的人类学研究；第三部分是人类学个案研究
；第四邯分是中国人类学史及其它。

⋯⋯
（下略）
http://www.channelwest.com/ynmzx/book/2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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