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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云南稻作源流史》由绪论和四个篇章构成，为云南稻作的系统研究成果。
篇首绪论，直截了当地说明我们研究这个命题的缘起，以及相关的研究方法、研究的学术价值及现实
意义。
　　第一章在探讨原始农业起源和稻作起源的相关理论与观点的同时，以稻的“阿萨姆·云南起源说
”为分析背景，详细地论述了云南在亚洲稻作文化研究中的地位，并从谷物起源神话传说、植物遗传
学、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等方面寻求了云南作为稻作起源地之一的有力论据。
　　第二章以中原王朝在云南的设治经营和云南历史上各种不同的民族共同体的社会生产活动为背景
，抓住稻作生产工具的演进和水利灌溉的发展这两条主线，从纵向上分期对云南稻作进行历史的考察
。
　　第三章紧紧抓住稻作农耕技术演进中的从徒手而耕到役象、牛等动物踏耕，从耕到锄耕，最后由
锄耕发展到牛耕等几个阶段，以稻作的一个生产周期为主轴，着重对稻作生产过程中的备耕、稻种资
源的选育、水稻育身与旱地播种、插秧组织与插秧方式、施肥、中耕除草与病虫害防治、护秋、收割
与储藏等8个生产技术环节，稻作生产工具谱系以及稻作灌溉技术等内容进行逐一的系统的研究，完
整地展示了云南稻作的丰富内涵。
　　稻作农耕不仅是一个生产技术体系，而且也是一个祭祀信仰体系。
所以，我们在第四章首先以稻作的一个生产周期为主轴，把云南各民族从备耕开始到稻谷的收藏、储
藏阶段所传承下来的各种祭祀仪礼分为预祝性的祈年仪礼、播种·插秧仪礼、生长过程仪礼、收获仪
礼等四大类进行全面的考察。
接着，对各种祭祀活动中所凸现出来的天神、土地神、谷神、山神、水神、祖先神、牛神为核心的稻
作农耕神灵谱系和信仰体系进行了系统的阐释。
最后，归纳总结出云南稻作农耕祭祀的属性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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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管彦波，1967年6月生，云南宣威人。
1989年毕业于云南大学历史系。
2002~2003年作为“博士论文执笔者”赴日留学，师从名古屋大学国际开发科的櫻井龍彥教授。
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已出版独立完成或与人合撰的著作、辞典多部，发表学术论文七十余篇。
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社会生活史、民族地理学、稻作农耕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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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一 问题的缘起二 研究的方法与意义研究方法研究的意义第一章 云南稻作农业的起源一 农业起源
的基本理论农业发生的机制及主要学说农业起源研究中的一些相关理论问题二 稻与稻作农业的起源稻
的演进与稻作文化的形成过程稻作起源研究中的诸多学说与观点三 云南在稻作起源研究中的地位稻作
的“阿萨姆·云南起源说”始于阿萨姆·云南的稻作传播路线阿萨姆·云南起源说的生物学依据：“
遗传的多样中心”阿萨姆·云南起源说面临的挑战四 从多维的视角来看云南稻作的起源谷物起源神话
：一种可供破译和释读的稻作文化符号系统云南地区是栽培稻起源地之一的植物遗传学依据云南地区
是栽培稻起源地之一的考古学依据云南地区是栽培稻起源地之一的民族学依据云南地区是栽培稻起源
地之一的语言学依据五 云南最早的稻作形态是旱地稻作第二章 云南稻作的历史发展一 新石器时代的
云南稻作二 青铜器时代的云南稻作三 秦汉、魏晋时期云南稻作的发展四 唐、宋、元时期云南稻作的
发展五 明时期云南稻作的发展六 清代云南稻作农业的发展第三章 云南稻作的类型和稻作农耕技术体
系一 云南稻作的类型二 稻作农耕技术的演进三 传统的稻作生产技术四 稻作技术体系中的工具谱系五 
水利灌溉技术及管理制度六 云南稻作农耕体系中朴素的自然历法——物猴历第四章 云南民族的稻作
农耕仪礼及农耕神观一 稻作农耕仪礼的构成二 稻作农耕祭祀所反映出来的各种神灵观念三 谷魂信仰
：稻作民最普遍的信仰形式四 稻作农耕仪礼中的祈雨仪式五 稻作农耕祭祀的属性与特点主要参考文
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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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云南稻作源流史》作者基于云南独特的自然与人文背景尤其是生物多样性的特点，在整合稻作
研究的相关理论与成果的基础上，从多维的视角寻求了云南作为稻作起源地之一的有力证据，在一定
程度上推进和深化了10余年来停止不前的云南稻作起源研究。
同时，作者还从云南稻作的历史发展、稻作农耕技术体系、稻作农耕仪礼及农耕神观等三个方面，对
命题进行了系统的考察论证。
如果说“起源”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继承与深化的话，那么这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则可以说是可贵的学
术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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