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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昙华是彝族一个历史与文化积淀深厚的地方，是认识与了解彝族的一扇窗口。
置身其中，满地风华，不仅能感受到久远的历史氛围，更能体验到现代的文明气息。
交织在传统与现代间的昙华，正以独特的魅力奋进在社会发展进步的潮流中。
《昙华彝风：彝族哩颇人的社会生活》就是在进一步深化对昙华研究的理念下，将近年来民族学、人
类学、民俗学、管理学、旅游学、教育学、生态学、宗教学、政治学等学科领域的教师、研究生在对
昙华实地调查基础上所形成的研究成果汇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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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序二：驻足在高高的昙华山上社会变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见证——大姚县松子园彝村
的三十年变迁交织在传统与现代间的彝族文化——对松子园彝村的考察试论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以大姚县昙华乡彝族文化为例传统文化的物化表达——昙华彝族十八月历碑文化分析彝族人生礼仪
的文化功能解析——以大姚县昙华的满月礼为例服饰文化社会变迁下的文化变迁——深山里的刺绣小
店昙华乡菜西拉村刺绣节调查报告女性在传承和发展民族服饰文化中的作用——以大姚县昙华乡为例
文化人类学视角下民族服饰的传承与发展调查——以昙华松子园彝族服饰文化变迁为例节日文化从“
赶日子”到“过节日”：延伸的民族文化空间——昙华彝族插花节的人类学解读“神话”与“仪式”
：历史记忆的叙述方式——昙华插花节的人类学解读浅谈“大姚彝族插花节”在彝族社区发展中的作
用农历二月初八（外一首）抹不去的情缘——松子园村田野调查短录社会组织现代化进程中彝族社区
的人口流动现象——以昙华乡松子园村为例云南昙华山彝族母权制残余探讨少数民族地区集市的文化
内涵分析——透视昙华“赶街”彝族传统消费观念与消费行为的变迁研究——以大姚县昙华乡松子园
村为例大姚县昙华乡昙华村委会经济产业发展调查昙华村社会组织调查报告论农村基层党组织与宗族
的关系及其成因——以云南省大姚县为例法律教育生态文化宗教文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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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见证——大姚县松子园彝村的三十年变迁　　张跃 张源洁　　在中
国，1978年以来的三十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三十年，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地沿着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行，使得整个国家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少数民族地区都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
中央政府自上而下推行的工作重心转移及一系列践行的改革开放配套政策，使市场经济、政治民主、
法制立国等之前的运行系统得以确立，推动千年文明古国发生巨变，重新呈现出蓬勃的活力。
这其中，文化的变迁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成为构成当代中华文明的表征之一。
在少数民族地区，除经济、社会的剧烈变革外，村寨文化或许是最为显著的变迁事象了。
　　民族文化是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一个民族发展的精神动力，少数民族文化也如此。
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自1978年以来的三十年中，民族文化也在一种适应国家发展潮流
的过程中经历着变迁的历程，推动了民族地区的繁荣和全面发展。
而这种变迁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与中国所选择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分不开的。
从邓小平同志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强
调“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就揭示了民族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关
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深化的过程。
三十年来中国的伟大实践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只有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民族传统文
化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发展。
地处彝族文化腹地的松子园村三十年来的民族传统文化变迁历程为探究这一有意义的问题提供了较为
典型的案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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