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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史是一条流动的河。
20世纪30年代，中山大学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人类学硕士。
1981年中山大学人类学复办以后，成为我国第一个具有本科、硕士、博士的教学单位。
20多年来培养的人类学本科、硕士和博士生超过1000名，其中不乏国内人类学界的中坚力量。
一批批人类学毕业生，带着探索人类从哪里来、人类将走向何方的梦想踏入人类学的大门，又带着或
许更多韵追问去开创21世纪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新局面。
　　回顾中山大学人类学办学近80年的历史，坚持脚踏实地的田野调查已成为我们的传统和特色。
每次田野调查都会积累很多好的经验，留下很多好的传统和故事，有些至今还经常被人提起。
例如，1928年杨成志先生独闯凉山对彝族进行了一年多的调查，回到昆明时，时任云南省主席的龙云
给他题词．称之为“孤胆英雄”！
哪怕是在抗战时期。
中山大学颠沛流离在澄江、坪石，人类学的学生们仍深入西南地区调查瑶、傣、黎、壮等族。
20世纪80年代初，梁钊韬先生虽年迈体弱，仍亲自到四川为其博士生格勒选点并耳提面命田野调查的
方法；容观复先生68岁高龄时仍率学生到海南岛深入黎族村寨进行调查；1991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大
三学生赴海南省通什毛阳镇进行调查，黄淑娉老师和龚佩华教授不顾年高，以顽强的毅力克服晕船带
来的折磨，跋山涉水，亲率学生深入黎族群众；2004年夏天，已经是73岁高龄的黄淑娉教授亲率两名
学生深入到海陆丰畲族地区——黄先生40年多前调查过的地方进行回访⋯⋯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
学生们在羽野调查中，从老师身上学到的不仅仅是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不仅仅是对社会文化的研究
，更是一种对学术的执著精神和做人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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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水边人家:云南罗平县布依族村寨调查与研究》是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师生深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
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报告集——“中国田野调查丛书”之一。
《水边人家:云南罗平县布依族村寨调查与研究》讲述了围绕着风景区的成立，云南罗平县一个布依族
村寨——多依村是如何不断调整自己的文化经验和社会进程的。
“旅游一风景区”这一并非通常意义上的社会变迁，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很可能还会继续影响多依村人
的生活方式。
《水边人家:云南罗平县布依族村寨调查与研究》丰富了人类学研究的资料库，也为研究西部经济与少
数民族文化提供了翔实、细致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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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服饰习俗　　（一）民族服饰的变异　　江花和星亚以及很多十四五岁的少女穿着的都是一
种很华丽的衣服，天蓝或深蓝的布料，在领口、袖口、下摆都有多道繁复的花边，层层叠叠绣在一起
，这和其他年长一些的女性穿着比起来，显得华丽而过分精致；那些服装只在袖口有一两道花边，在
领口和前襟有几道素雅的、细窄的滚边。
笔者问她们这是不是节日的特别穿着，星亚回答说，她们现在穿的这种衣服是前几年旅游局的导游在
风景区门口迎宾时穿的，她们的妈妈看了觉得好看，回来就学样给她们做了。
这解答了我一直对她们这套服装过于夸张，甚至有舞台效果的疑惑。
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如果可能的话，可以继续追问是哪一年旅游局舞台化的迎宾服改变了布依少女传
统的服饰时尚？
那些服装是旅游局的人从哪里找来的样式？
　　现在，这种“迎宾服”在多依村年幼的女孩中非常普及，几乎每人都有一两件。
但是出嫁之后的女孩就不再穿了。
据江花的大姐，23岁，2003年刚刚结婚的刘英说，那样子太花哨了。
不过，这的确是一个成功的传统民族服饰改良的案例。
这种变异使得夸张的舞台表演服饰与日常服饰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很好的传承下去的民族特色。
　　一方面，这种服饰改变了以往服饰中过于深厚的颜色。
传统的多依布依族服饰中采用的布料颜色多半是深蓝、纯黑两种，很少有艳丽的色彩。
对于年幼及年轻的孩子们来说未免太过于沉闷。
但这种改良后的衣服在领口、袖口、下摆处层层叠叠的花边装饰，立刻让整件衣服变得饶有生气。
这就是这种款式流行的原因之一吧。
　　另外，因为多依的旅游开发几乎牵涉到了每家每户的经济利益，形成了一种全民参与的状况。
而每家每户的年幼女孩们成了景区门口兜售旅游商品的主要人员，因此她们的确需要穿得特别具有“
民族特色”一些，以招徕生意。
从某种角度来说，这种款式的普及很大程度上恐怕要归因于这种招牌式的“工作服”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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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水边人家：云南罗平县布依族村寨调查与研究》主要的调查和写作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正是
在他们的帮助之下我们的调查和写作才得以顺利完成。
首先需要感谢的是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领导、老师和同学对我们此次调查的整体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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