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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于2004年7月12－15日与四川阿坝州人民政府、国际教育基金会、中国西藏文
化保护与发展协会在风景如画的九寨沟共同成功地举办了“2004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
这次会议主旨是大力宣传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变化，加
强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学术探讨，推动学术交流，促进了解，增进友谊，拓展国际之间的经济合作和
学术交流，为反对分裂、维护统一、促进世界和平做出新的贡献。
    学术研讨会的开幕式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州长张东升、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陈理、中
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副秘书长姚茂臣、国际教育基金会总裁石竣溴博士等分别作了重要讲话。
阿坝州文化局马成富、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菅志翔、台湾师大洪泉湖、国际教育基金会杰克·
麦里昂、台湾佛光人文社会学院谢剑等五位先生作了主题发言。
国际教育基金会总裁石竣溟博士还专门作了题为“家庭文化与世界和平文化”的演讲。
大会除主题发言外，还分成语言文学文献组、艺术学科组、多民族文化组三个小组进行深入了的讨论
。
与会学者有来自国际学术界的同行和中国台湾以及大陆西藏大学、西藏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大学、四
川省社科院、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四川大学、青海省社科院、青海师范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中央民
族大学及阿坝州所属单位的代表共9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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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4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生动活泼，团结热烈。
洋溢着浓郁、求实、创新的学术气氛，达到了预期的学术研讨和交流提高的目的。
特别是与会代表们交流的学术成果无疑对保护、发展和繁荣少数民族优秀文化，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
用。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研究》收录了此次研讨会有关少数民族经济与发展、少数民族历史与宗教、少数
民族艺术与民俗、少数民族教育与科技等方面的学术论文5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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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少数民族文化与世界和平康巴文化简论台湾原住民族的美感经验与生活族群特质与文化融合台湾
原住民族的文化产业与文化传承——以茶山部落为例台湾地区客家文化传承的危机与复振台湾兰屿岛
文化观光问题初探台湾兰屿达悟族制陶文化暨陶偶研究从考古和文献来看斯基泰民族与各古老文明的
接触乌拉特奶食文化散论藏彝走廊：一个独具价值的民族区域——谈费孝通提出的“藏彝走廊”概念
与区域对藏族文化产业发展的思考藏族文化产业的定位与发展藏族文化与柔克义为和平而教育西藏教
育现代化探究四川省巴塘县民族教育现状调查研究略论高校开设藏族文化课的意义婚姻家庭文化与世
界和平五十年来藏族婚姻与家庭的变迁(1950—2000)论藏族妇女地位的变迁浅析政府行为在西藏旅游
业发展中的作用挖掘民族文化的旅游价值与保护民族文化——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阿坝州大九寨旅
游区的藏族原生态民间文化艺术建立旅游高地发展旅游经济实现松潘快速发展云南傣族在台湾社会生
活适应之研究南甸土司(宣抚司)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略论中国少数民族口头文学的翻译论藏文古籍中
的标点符号从翻译角度看唐朝时期的汉藏文化交流对藏传佛教高级学衔制度的思考“撅”派述略当代
藏族绘画的发展与创新略论热贡艺术的历史源流及艺术特色日本与西藏佛教传承及佛教音乐的异同满
文《圣修行愿经》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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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01年，西藏自治区仅图书、音像、报纸、期刊、印刷的发行总产值就达1．8亿多元，占全区国民生
产总产值的0．8％。
加速发展有藏族特色的现代传媒业是藏族文化产业发展的又一个新的重要方向。
    1．现代网络信息业。
20世纪90年代，电视正迅速向青藏高原农牧区发展，表明现代媒体传播手段正由单一走向多样地在高
原形成了一个包括文字、声音、图像在内的现代化大众传媒体系。
随着高原经济的不断发展，今天的藏族人民已经通过报纸、电视、网络等现代传媒工具来了解世界，
同时他们也借助现代化的传媒工具走向世界。
由于藏区的独特魅力，不仅“藏学热”在国内在国际有着广泛的影响，各种媒体经济也得到了广泛的
发展。
中国规模最大的有关西藏综合性多媒体网站--中国西藏信息中心网站英文版于2001年正式开通运行。
西藏地区互联网协会正式成立。
目前西藏地区上网人数已超过1万人，注册用户达5000多户。
    2．新闻报刊业。
新闻出版是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特殊文化产业。
目前西藏全区现有14种藏文杂志、10种藏文报纸。
我国目前专业性的藏学出版机构有：中国藏学出版社、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等8家出版社，刊物有：
《中国藏学》、《西藏教育》、《西藏科技》、《西藏地质》等。
目前《西藏商报》每年的订户约有8000户左右，其中个人订户约有500户左右。
《拉萨晚报》现在每年的订户有1万多户，其中个人订户占到20％至30％的比例。
目前在西藏自治区新闻出版局注册登记的，公开发行与内部发行的藏汉文报纸、杂志已达100余种，其
中绝大部分报刊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创办的。
在37种刊物中，除部分学术刊物外，都具有新闻性质。
2001年西藏全区的20种公开发行报纸发行总量达2054．7万多份，公开发行的36种期刊全年发行量
为84700册。
2003年，西藏出版报纸32772千印张，各类杂志70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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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04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生动活泼，团结热烈。
洋溢着浓郁、求实、创新的学术气氛，达到了预期的学术研讨和交流提高的目的。
特别是与会代表们交流的学术成果无疑对保护、发展和繁荣少数民族优秀文化，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
用。
    本书收录了此次研讨会有关少数民族经济与发展、少数民族历史与宗教、少数民族艺术与民俗、少
数民族教育与科技等方面的学术论文5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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