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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云南民族大学是一所学科门类较为齐全、办学层次较为丰富、办学形式多样、师资力量雄厚、学
校规模较大、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综合性大学。
目前拥有1个联合培养博士点，50个一级、二级学科硕士学位点和专业硕士学位点，60个本科专业，涵
盖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和管理学9大学科门类。
学校1979年开始招收培养研究生，2003年被教育部批准与中国人民大学联合招收培养社会学博士研究
生，2009年被确定为国家立项建设的新增博士学位授予单位。
国家级、省部级特色专业、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研究基地，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立项数、获
奖数等衡量高校办学质量和水平的重要指标持续增长。
民族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民族语言文化、民族药资源化学、东南亚南亚语言文化等特色学
科实力显著增强，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学校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体系和科学研究体系得到较好形成和健全完善，特色得以不断彰显，优势得
以不断突出，影响力得以不断扩大，地位与水平得以不断提升，学校改革、建设、发展不断取得重大
突破，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校区建设、党的建设等工作不断取得标志性成就，通过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服务社会、传承文明，为国家特别是西南边境民族地区发挥作用、做出贡献的力度越来越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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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每个民族不仅有许多支系，而且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因而构成了丰富多彩
的少数民族文化，包括五彩缤纷的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化。
所以少数民族女性文化多样性也是由少数民族服饰的多样性和多元性所决定的。
　　（一）少数民族女性文化的丰富性　　在少数民族服饰图案中，不仅有族群图腾的明显标志，也
有同一民族或不同民族中的等价身份意识，还有不同空间地域，不同时期的不同服饰，同一时期里不
同民族的服饰特征。
而这一切又决定了少数民族女性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在多元女性文化中蕴含的时空性、民族性和阶层
性。
1.少数民族女性文化中的族群标志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鲜明的、独特的反映自己民族历史、文化及生
活习俗的特征，少数民族女性文化也不例外，作为少数民族女性文化载体的各民族服饰，更具有自己
的特点。
　　斯大林曾经指出民族的四个特点：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
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是稳定的共同体。
　　尽管学术界对斯大林的定义有过质疑和争议，但是作为各个民族经济生活的一部分，在构成和识
别民族这个人类文化共同体的诸多因素中，许多研究者仍然认为服饰是直观的、明显的要素。
一般民族学、人类学工作者，仅凭借服饰的质地和样式，就可以区分出不同的民族及不同的族群。
每个民族的服饰都有自己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征，这也决定了各个民族女性文化的差异。
在云南西双版纳基诺山居住的基诺族，其服饰最具有特色。
如妇女头戴“砍刀布”制成的三角形尖顶帽，帽的前檐向外翻卷，前檐和尖顶上有黑色、淡红色、黄
色条纹，帽子的两侧下垂，直披到肩上。
2独龙族的服饰特点更为明显，他们的男女服饰实际上都是一块或多块比较长的麻布，穿时从左肩腋
下围向前胸，露出右肩，然后用绳子或竹针拴结即可，披落自如，白天当衣，晚上可以做被。
　　再如纳西族的“披星戴月”3，彝族的“英雄髻”、“擦尔瓦”、鸡冠帽，花腰傣的腰带、斗笠
，佤族的头箍，苗族的银冠、银角等，特征都十分鲜明。
在民族服饰中作为区别民族特点的标志具有很强的民族性，从直观上一眼就可以认出不同民族的显著
特征来，头饰就是最明显、最突出的特征。
如头上戴着“英雄髻”头饰自然就是大小凉山彝族男子，头上戴“凤凰帽”的是大理白族妇女，瑶族
男青年头戴“马尾帽”，阿昌族妇女饰“高筒包头”，藏族少女戴“巴珠”⋯⋯仅以头饰，就能一眼
看出是何种民族，居住在什么地方。
甚至还有以头饰色彩和造型的不同而辨认其族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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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杨国才所著的《少数民族妇女的知识和文化：民族民间传统手工艺及服饰》一书的内核是文化，而从
国内外已有的有关“文化”一词的概念而言，已有百种之逾。
当然，无论何种定义，其都构建在“文化是人类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之总和”这一基础之上。
由此出发，从民族角度看，人类有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之分，无论何种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文化—
—民族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之总和；从性别角度看，人类的性别存在是一种“光谱化”的存在，在
光谱的两端为当事人／群体所在的社会所定义的男人和女人，而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有自己的性别
文化——本性别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之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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