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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民族—国家的建设以及现代化和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黑衣壮人不断对本族群文化传统加以改造、
再阐释甚至重新发明，以确立文化自我的核心，划分“我群／他群”的认同边界，从而形成了独特的
“差序格局”的自我意识和族群认同观念。
    族群认同是一个动态的文化实践过程，黑衣壮族群文化表征过程中所体现的“复调”色彩，正说明
族群认同既受到外在的时代主流“话语型”和现实功利的影响，也受到族群的人观、宇宙观等文化认
知体系的制约，从而揭示了认同建构与自我塑造的微妙关联。
    本书是对壮族传统文化与民族认同重构过程的翔实的民族志记录，对从事人类学研究、大众文化研
究、族群认同研究和壮族研究的读者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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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海力波，广西柳州人氏，回族血统，2006年于中央民族大学获人类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广西师范大
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特聘副研究员。
以广西壮族地区为田野，从事艺术人类学、文学人类学、族群认同、壮族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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