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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9 月 10 日-11 日，由西南民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

学研究生与吉首大学联合主办的、经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承办的第九届中国

民族研究西南论坛在吉首大学召开。此次论坛共收到国内众多研究机构与高校学

者的共 61 篇论文，上述论文围绕着中国民族研究中西南方面的：民族学人类学

理论方法与应用，民族走廊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民间信

仰与仪式变迁，民族走廊与区域生态变迁、文化产业与区域经济六个方面进行了

充分的讨论。笔者就本次论坛论的基础上，对此次论坛所涉及内容进行的总结与

评述。 

一、民族学人类学理论方法与应用 

   会议中对民族学人类学理论方法与应用确实成为了讨论热点。有以信仰理论

为分析工具，为“什么是民族志”这个社会科学的经典谜题给出自己的解，尝试

寻求出路。用案例分析，从科学立场、研究方法、解读及理论解读等方式，以中

国文化 背景下生产的社会科学普遍理论假说为工具，呈现民族志的本质，在挑

战与被挑战中同其他民族的思想并驾齐驱，推动中国学术重返世界思想舞台。1有

学者策略性地选择食物作为分析与探讨的主题，通过社会的、结构主义的、象征

的、唯物 主义的、文化的、实践的等视角，就食物选择与食物消费偏好呈现出

食物的社会学意义、食物方 式的环境因素、在自然和文化之间的对立与转换、

社会关系的符码、文化理性、阶级品味、甜与 权力的社会性建构、整体社会等

级和权力关系关联以及食物的行为与意义之间的联系，进行比较 深入而详尽地

探讨，认为文化概念在解释社会与文化现象时，仍然是最具分析力的工具性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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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但仍需要超越自然与文化的二元论(nature-culture binary)。2有学者从工商

人类学的视角，在梳理工商人类学学科 理论发展百年历程及近年研究文献的基

础上，联系当下我国精准扶贫、脱贫攻坚到 2020 年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

标所要求的实际成果，理论联系实际提出一些务实的观点、看法、应对措施。对

确保民族地区贫困人口整体实现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有重大实践意义。3还

有学者关注到博阿斯学派与历史 研究之间具有的“反历史”倾向，对其作为一

种特殊的结构视域中的历史观做出新的探索。4 

    在亲属研究方面，有学者认为，相较于西方学者，两岸中国学者的亲属研究

不仅在理论上承袭了西方民族 中心主义偏见，同时一定程度内也在观念上存在

着汉文化民族主义偏见，从而形成一种二元双 重性偏见。作者以台湾泰雅族与

云南大理白族亲属研究为例，说明这种二元双重性偏见存在的 事实，进而主张，

中国人类学的亲属研究，需要诸如大卫‧施奈德式的深刻自我反思，来 进一步

探求不同文化人群的“亲属”。5还有以人类学话语中的社会网络与互惠为切入

点，经过梳理总结，认为人类学关于维持社会网络运作的讨论基本上围绕着互惠

的两个视角展开的。6还有学者从 “大叙事”、“典范 历史”与“民族常识”的

反思与再出发，对云南古代“三大族系” 理论的检讨，要求必须立足自然地理

单元的文化脉络与地方传统的梳理，把材料还原 到当地民族与文化大背景之中

将有助于推动中国民族研究的深化与发展。7 

更有新意的一点是，有学者通过对拟亲属关系的研究，以云南省大理州鹤庆

县新华村为例，从人类学的视角探讨了寄名亲家习俗的实践， 包括拟亲属关系

的建立、维持和实践范围，以及在当代的社会条件下缔结拟亲属关系的功能与意

                                                             
2
兰林友：《人类学研究的本体论转向 ——<写文化>发表 30 周年的文化反思>》、第九届中国民族研究西南

论坛论文集，第 42 页。 
3 亓光勇：《工商人类学理论在民族地区社会 扶贫发展中的应用研究>》，第九届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论

文集，第 59 页，是作者的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青年项目“‘十三五’期间民族地区社会扶贫发展对策研究”
（项目编 号：2016—GMC—009）、参与的国家民委科研项目“东北朝鲜族地区建成小康社会路径研究”（项

目编号：14ZYZ007）、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滇西边境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精准扶贫研究”（项目编

号：YB2015005）的系列成果 之一。 
4
刘海涛：《结构视域中的历史观：博阿斯学派新解》、第九届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论文集，第 72 页。 

5
马腾嶽：《对中国人类学亲属研究的再思考>》，第九届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论文集，第 73 页。 

6
张连海：《“乡土中国”遭遇“机器时代”之社会团结： “费孝通问题”与“涂尔干主义”的对垒》，《宁夏社会 科
学》2015 年第 1 期，第 42 页。 
7李东红：《坚守还是改变？对云南古代“三大族系” 理论的检讨》，第九届中国民族研究西南论坛论文集，

第 226 页。 



义，进而提出拟亲属关系有其独立的文化内涵和特定的文化背景，并不仅是一个

依附于亲属关系 而存在的亚文化单位，而是一个具有独立性和整体性的文化单

位。8以及有学者从发展人类学的视角，对民族地区旅游开发中实现共享发展路

径进行的探讨页很有可取之处，讨论发展人类学对文化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贡

献，探讨国外社区旅游 可持续发展领域里的最新理论与方法在国内旅游理论研

究和实践应用中的前景。9 

二、民族走廊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 

 中国西南地区地域广阔，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通过各类民族走廊

如“武陵走廊”、“古苗疆走廊”、“藏彝走廊”等相互交往与融合，创造了璀

璨的西南地区历史民族文化。早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我国老一辈的民族学家费

孝通老先生来到武陵山区视察以后，便在《武陵行》一文中载道：“这个山区在

历史巨浪不断冲击下实际上早已不再是个偏僻的世外桃源了, 已成为从云贵高

原向江汉平原开放的通道。这条多民族接触交流的走廊，一方面由于特殊的地貌

还保持了各时期积淀的居民和他们原来的民族特点,另一方面又由于人口流动和

融合 , 成了不同时期入山定居移民的一个民族熔炉。”在费老的笔下，武陵走

廊成为中国西南地区民族间交往交流的一个通道。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民族走廊

的存在与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性。此次论坛众多学者对中国西南地区的民

族走廊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方面，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内容如下。 

有学者研究认为，在中国古代不同民族或族群为了生存的需要，迁徙活动是

经常发生的，它们给迁徙民族和相关地区的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在西南地区，

除藏彝走廊外，还有许多类似的存在。并从“黔蜀走廊”走廊入手，于古籍中找

出古代西南地区关于“黔蜀古道”的记载。从“獠人入蜀”、“乌蛮”向泸南的

扩张、苗民与羿民的北移三方面进行论证，认为古代“僰国”地区处于多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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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交融的局面，揭示了这条通道上的民族迁徙活动， 以及这些活动给古代 “僰

国” 地区的民族社会和民族关系带来的深刻变化；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疆，亦

是一个多民族的身份，历史上曾在此涌现过古滇国、乌蛮、南诏、大理等少数民

族政权。此次论坛中，学者以“云南省德钦县茨中村”为个案，综合人类学传统

上与新近出现的关于仪式的理论，对茨中村的一场葬礼进行了分析。并指出，这

场葬礼是茨中村民共同完成的一场“展演”，它超越了民族与宗教的边界，并进

一步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人们构建出了属于所有人的村落共同体。并得出茨

中村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并存的村落。在这里，无论是民族身份还是宗教信仰，

都没有在内部造成明显的区隔，人们在村落层面结为了一个整体；此外。讨论中

还有学者以“走廊”与“通道”为论题，认为“走廊”首先作为研究西南中国区

域研究的雏形、继之而起的“通道”模式成为西南中国区域研究的进一步拓展，

有力地推动了当代西南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亦有相关学者以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

州为例，首先对河湟民族走廊进行了相关的定义，然后从东西农牧区之间的河湟

民族走廊、河州历史上的跨民族跨区域的贸易行为、改革开放后河湟民族走廊上

的跨民族经济活动、跨民族商业贸易与跨区域流通网络的构建、跨区域的经济活

动与跨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对纵向、横向时期的河湟民族走廊的跨民

族跨区域的民族经济活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河湟民族走廊上各民族在历史

上和市场经济中构建的商贸集散网络，满足了西北各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生产生

活及文化上的需要，促进了农耕和畜牧两种经济文化类型间相互补充，促进了汉

藏地区经济交流与发展；跨民族跨区域的经济行为与跨民族跨区域的社会交往和

文化交流与互动息息相关，跨民族跨地域的经济行为不仅促进不同民族和不同区

域之间的能量交换和物质交流，同时也促进不同民族和区域之间的社会交往和文

化交流， 而不同民族和区域间良好的社会交往和文化互动是跨民族区域经济交

流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基础。不同民族之间的经济交流行为不仅满足着不同民族之



间的能量需求和经济发展，而且也是不同民族区域促进社会交往与文化交流， 增

进多民族相互依存和和谐共生关系的有效方式。 

自春秋以降，至魏晋南北朝、直至安史之乱以后的漫长历史岁月中，生活在

华夏大地上的中华各族先民之间通过民族走廊等不断融合与交往，最终建构出当

下中国民族分布的区域格局，随着我国人类学、民族学本土化发展的趋势，这些

曾经在历史时期承担中华各族先民迁徙、交往的民族走廊已经成为当下人类学民

族学界研究的一个重点。 

三、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 

我们知道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是伴随着近现代民族和国家的形成而产生，在

西方的人类学界，关于族群认同理论较有影响的当属根基论和工具论。随着人类

学、民族学的传入，关于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也随之成为不同时期中国人类学、

民族学学者所关注的内容。我国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而居住在西南地区的

民族则占了我国境内民族的半数以上，西南地区各族之间的族群认同以及国家认

同研究，也成为本次论坛探讨的重点。 

此次讨论中，有学者从宏观的层面对我国民族地区的国家认同进行了较为深

入的探究。提出近年来由于国内外政治、社会经济与思想文化等的变化与冲击，

多种次国家认同逐渐复兴并不断增强，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对国家认同的挑战，影

响到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安全、稳定和发展。因此，增强我国各民族的国家认同仍

是一个“历史性任务”。对当下我国民族地区国家认同的整体情状做了分析，就

引发国家认同的主要原因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增强民族地区国家认同的相关路

径。最后认为，公民意识、国家认同与民族社会稳定之间有着密切关联，民族地

区公民意识状况，实际反映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国家认同情况，更决定我国民族地

区的社会稳定与发展；此外，其他学者还从宗教信仰方面进行了独到的研究，其

指出在现有国内研究民族对国家认同的成果中，普遍忽略了宗教信仰对一个民族



的国家认同影响。亦缺乏少数民族学者对自身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的成果，造成

了该研究领域不足。对于在建国前部分发育程度较低即还没有能力建立国家的少

数民族来说对新中国的国家认同与少数发育程度较高、 历史文化厚重的少数民

族的国家认同存在明显差异。并以其长期的研究对象藏族、维吾尔族为例，从目

前国内研究国家认同的范式和维度、从“民族”概念差异看少数民族的国家认

同、少数民族自身研究本民族国家认同的积极意义、宗教对民族国家认同的影响、

关于藏族的国家认同研究、关于维吾尔族的国家认同等上述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

究，认为导致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建国前发育程度低的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取

决于这些民族在现实中获得利益的多少；而发育程度较高的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

受制于国家对这些民族的政治权利配置和利益分配的合理与否。并最终认为这些

民族首先必须成为这个国家利益体（包括政治和经济利益）的一部分，最终才可

能成为这个国家命运体的一部分；青年学这种亦有从民族国家认同出现的一元与

多元冲突问题出发，追溯了认同概念的缘起，并从哲学层面进行了辨析，进而梳

理了民族国家的发展脉络，及相关学者对于中国民族国家认同的分析，再结合欧

美国家多元文化主义的探索经验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并不必然导致一元与多元

的冲突，可以用具有超越性的同一性来化解，且认同建构不应止步于文化，而应

从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整体性推动。可持续发展或许可以提供超越一元与多

元的新路径。给当下人类学界、民族学界对于此方面的研究带来一种新颖的视角。

总之，此次论坛中关于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方面研究的方面还有很多，笔者在此

不一一赘述。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二者相互关联。亦是西南地区民族研究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知道西南地区的众多民族，除了汉藏语系民族、还有

苗瑶语系、壮侗语系。可以说民族成分十分复杂，由于各民族都生活在各自的民

族文化生境中，各自所衍生出的文化也是不一样的，只有首先在各民族之间形成

特定的族群认同后，再于此基础上形成区域的国家认同。鉴于我国生态环境的多



样性、各民族生境的复杂性，西南地区各民族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应该成为人

们进一步关注的焦点。 

四、民族走廊与区域生态变迁 

     在中国古代，不同民族或族群为了生存的需要，迁徙活动是经常发生的，

它们给迁徙民族和相关地区的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民族走廊与区域研究是人

类学的一个基本范式，中国西南的人类学研究有着深厚的区域研究传统，其对单

一民族研究的视野局限之克服，以及对西南中国社会人文特质之把握，贡献巨大，

也是本次论坛讨论的热点。有在基于“走廊”学说和“通道”研究而展开的“区

域模式”，将交互性和流动性作为研究之重 点，来深入地阐释形塑西南中国社

会人文特质的关系结构，这有利于中国人类学获得更符合中国 历史文化经验的

世界图式。10或从食物的视角研究其在族群关系中扮演着联结、区分的重要角色。

通过对在马蹄藏族乡藏族与汉族的互动中，透过不断的对话、协商，形成了汉、

藏民族饮食习惯趋于一致的现状，探究其中藏汉民族交融的意义。11 

    目前，学术界，区域生态变迁日益受到学界重视，也成为国际人类学发展的

潮流与方向，不仅需要从社会变迁结合地理单元考察，还要求基于扎实的材料梳

理分析。讨论中论“狄”的衍化与变迁，12狄道的源起，与多民族的融合，其衍

变过程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影响深远。在西南地区，除最著名藏彝走廊而外，

历史上还存在有许多民族走廊，民族迁徙的规模和持续时间不尽相同。会议中有

通过对为“黔蜀走廊”的研究，揭示这条通道上的民族迁徙活动，以及这些活动

给古代“僰国”地区的民族社会和民族关系带来的深刻变化。13亦或从跨民族跨

区域的民族经济活动角度来看民族之间和地域之间的经济交流行为，会议中有学

者以河湟民族走廊上的临夏回族自治州为例，分析其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出现的跨

民族跨区域经济活动，分析跨民族跨区域的经济行为在促进不同民族区域之间能

量交换、经济交流、社会交往与文化互动以及相互依存的民族关系方面发挥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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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和作用。14还有根据对中国西南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硗碛藏族乡的田野调查资

料，以家屋的名号“房名” 的研究为切入点，讨论嘉绒藏族的社会结构。15 

五、民间信仰与仪式变迁 

凡民间宗教习俗现象包含基本的两个范畴：信仰与仪式，这其间是思想和

行为的差别。据涂尔干所言，仪式本身又可分为积极仪式和消极仪式两类，前者

以各种仪式膜拜为内容，后者是各种宗教仪式禁忌。16而信仰、仪式和象征三大

体系在其中有不可分割的重要意义。我们将此次讨论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本次讨论中有以民间信仰作为理解中国地域社会的切入点，就湘西土王祭

祀空间的变迁进行研究，以湘西田家洞村的舍巴节为个案，梳理土司时代以来土

王祭祀空间的演变及其与地域社会的关系，展现出明清以来湘西社会在国家力量

渗透之下历史发展脉络下的独特图景。17有以基督教在该区域傈僳族、怒族区域

内的传播、发展历程的系统梳理与田野调查，探讨中缅边境跨境民族地区基督教

的 “本 土化”与信仰主体的“基督教化”相辅相成的演变特征。18而其背后就

是基督教本身与信仰主体同时进行适应性变迁的生存智慧。19 

     有以耶律大石带领的契丹族群“以少治多”，在中亚和西域地区的实践为

基石引入中亚地区的佛教和儒家文明的价值观与治理模式，形成汉地文化与契丹

传统文化相融合的产物，为蒙元帝国时代亚欧丝绸之路的繁荣和发展奠定了文化

基础。20有以藏学概念界定为起点，进行学科层面上的探讨，为进一步建构藏学

学科理论提供参考与借鉴。21还有学者着眼于清水江流域的木材贸易与人工营林

业形成与发展，以二者为契合点，发现祠堂文化已经成为清水江地方文化的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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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祠堂文化的规约下如何实现林地产权稳定，怎样维护该区域人工营林业的发

展，使得清水江下游社会祠堂文化在地方有序化历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进而推进了地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探求祠堂文化家族长的权威与国家对地方治

理的契合方式。22 

     在探究家族与家族的制衡关系所呈现出的地方社会建构张力时，从家族之

间“结盟”的“拟血缘化”聚落家族对地方社会的“有 序化”视角出发，对传

统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特定价值与意义的角度去反思。23亦有从社会网中的禄

劝彝族丧葬仪式进行研究，这一仪式过程整合彝区社会，促进人 们交往互动的

社会功能，为积累社会资本、建构社会网络提供了场域，价值多元。24还有学者

以边界的超越与共同体的呈现为题，综合人类学传统上与新近出现的关于仪式的

理论，对云南省德钦县茨中村，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并存的村落的一场葬礼进行

了分析，进一步对现代社会 中仪式的价值及其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仪

式也应当在新的时空情境下被赋予新的内涵。25 

六、文化产业与区域经济 

文化，是指导人类生存发展延续下去的人为信息体系。文化，可以说每

一个民族都有，但是各民族的文化事实体系则不一样。我国西南地区，由于

各民族的历史遭遇不同、历史进程不同，各民族所处的生境亦不同，所以其

建构出来的文化实施体系也会呈现出系统性差异。随着文化遗产的逐渐产业

化，如何运用西南地区历史时期所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助推当下区域经济的

发展，亦成为西南地区从事民族学、人类学等众多学科学者关注的热点。此

次论坛中，亦有众多专家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学术视角有针对性的对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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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民族地区的文化产业与区域经济进行了研究。 

 首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有学者从工商人类学的视角出发，首先梳理

工商人类学学科理论发展百年历程，并联系当下我国精准扶贫、脱贫攻坚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所要求的实际成果。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与

研究，然后以工商人类学家指导云南傈僳族社会扶贫发展的经验案例具体分

析，论述了当地政府与企业在傈僳族历史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具体进行精准

扶贫的策略。并为我国当下的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建议，倡

导以工商人类学的理论、方法指导精准扶贫工作的深入开展；此外，还有学

者以西南民族地区具体的优秀文化遗产保靖黄金茶为案例。保靖黄金茶因为

历史悠久，具有浓厚的文化底蕴和优秀的文化传统，可望成为我国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申报的候选对象，加之保靖黄金茶虽然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产业

链，但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相关茶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也令人堪忧。为此，

展开试探性的田野调查。而后从黄金茶的历史回顾、黄金茶产区的人文地理

状况、对技术的解读、生产现状等方面进行了阐述。最后得出保靖黄金茶能

否有利申报国家优秀文化农业遗产以及不理的条件。可以说针对于黄金茶这

一湘西民族间的优秀农业文化遗产的发展与建设，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此外，其他的学者西南民族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助力区域经济发展以

及西南地区历史时期遗存下来的优秀本土农业文化遗产等对于精准扶贫、生

态扶贫所带来的启示等作了较为细致的研究。 

总之，任何一个领域或者文化遗产，需要成为一个稳定的文化产业来助

推区域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我们付出的努力还有太多。每

一个时代的学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时代使命，处于当今时代的西南民族地区

的民族学、人类学学者唯有立足于田野，坚持走进田野，方能进一步助推民

族地区文化产业与区域经济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