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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学（Anthropology）是一门全面研究人及其文化的学科。
它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类群体的文化传承与文化学习、文化交流与文化发展。
教育学作为专门研究如何培养人类下一代问题的一门学科，也肩负着传递知识、传播文化的基本功能
。
这样，人类学和教育学之间就有了天然的脐带，教育人类学也由此成为二者之间有机联系的一座桥梁
。
　　教育人类学（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or Anthropology of Education）是由人类学与教育学相互交
叉并通过科际整合而形成的一门综合性边缘学科，其核心研究领域是多民族国家的少数群体教育，包
括少数民族教育、乡村教育、移民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内容。
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教育人类学吸收了包括哲学、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生物学、社会学
、政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
　　国外教育人类学学科形成于20世纪中期，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形成了以欧洲德国、奥地利等国
为代表的哲学教育人类学和以美国为代表的文化教育人类学两大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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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类学（Anthropology）是一门全面研究人及其文化的学科。
它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类群体的文化传承与文化学习、文化交流与文化发展。
教育学作为专门研究如何培养人类下一代问题的一门学科，也肩负着传递知识、传播文化的基本功能
。
这样，人类学和教育学之间就有了天然的脐带，教育人类学也由此成为二者之间有机联系的一座桥梁
。
　　教育人类学（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or Anthropology of Education）是由人类学与教育学相互交
叉并通过科际整合而形成的一门综合性边缘学科，其核心研究领域是多民族国家的少数群体教育，包
括少数民族教育、乡村教育、移民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内容。
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教育人类学吸收了包括哲学、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生物学、社会学
、政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
　　国外教育人类学学科形成于20世纪中期，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形成了以欧洲德国、奥地利等国
为代表的哲学教育人类学和以美国为代表的文化教育人类学两大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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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巴战龙，又名乌鲁·萨格斯，1976年生，裕固族，甘肃肃南人，民族学博士。
现为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讲师，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研究中心
特聘研究员。
主要从事教育人类学、发展人类学、民族志与社会科学研究、人口较少民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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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二、“传统”的激活：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三、学校教育的迅速发展第二节 曲折中发展：“奔小康
”与提前“普九一、“奔小康”：世纪末的艰辛努力二、外出谋生与移民开发：生计方式的拓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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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型：从“政府主导”到“乡民自主”结语一、初步的结论二、研究的反思参考文献附录附录一 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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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地点——明花示意图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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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以扎实的民族志研究推进中国裕固族研究对边缘社区和文化群体的研究，是人类学的一个
传统课题，至今没有迹象表明人类学愿意放弃这个“传家宝”。
裕固族主要聚居在甘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和酒泉市黄泥堡裕固族乡。
尽管政府人口普查统计资料表明，中国大陆各省都有裕固人零星散居，现在也有了远赴土耳其留学的
裕固族青年，但是还没有确切的资料表明在中国大陆之外有裕固人定居。
据2000年政府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裕固族有13719人，是人口在l0万以下的人口较少民族或小民族之
一。
针对裕固族研究，2004年我已撰文指出：“裕固族研究”是“民族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
“裕固族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大致有下述种种：　　（一）这个民族有语言无文字，她的历史由于缺
乏典籍文献的记载而显得“扑朔迷离”，这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和工作热情。
　　（二）尽管这个民族操着两种分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和蒙古语族的本民族语言，却都自称“尧
乎尔”，承认是一个“民族”（很显然，对于尧乎尔人来说，“裕固”和“民族”都是20世纪50年代
之后才有的东西），这始终都对斯大林的经典“民族定义”构成一种挑战。
　　（三）这个民族的风俗习惯，特别是婚姻习俗中被认为有“母权制”和“母系社会”的残余，这
为排定中国民族社会“进化的谱系”提供了“佐证”。
　　（四）这个民族的两种语言本民族被认为非常“古老”，特别是西部裕固语被认为是古突厥语的
“活化石”，是一种仍然“活着”的最古老的突厥语，是回鹘文献语言的“嫡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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