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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前身是建立于1952年的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
在五六十年代，研究部曾汇聚了中国大部分民族学与社会学的顶尖人才，如中国民族学与社会学的开
拓者潘光旦、吴文藻、杨成志、吴泽霖、费孝通、林耀华和李有义等人，以及他们的学生陈永龄、宋
蜀华、施联朱、王辅仁、吴恒和王晓义等著名学者。
20世纪80年代初，研究部更名为民族研究所，不久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民族学系，20世纪90年代扩大
为民族学研究院，2000年更名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半个世纪以来，名称和建制的变化，并没有影响她致力于民族学教学与研究的宗旨，经过几代人的努
力，从该院毕业的民族学专业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已遍布全国各地，多为栋梁之材。
同时出版了大量在国内影响巨大的专著和教材。
如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等人的文集，林耀华主编的《民族学通论》、宋蜀华的《民族研究文集》
、陈永龄的《中国民族学史》(英文版)，还出版了全所历年研究成果的论集《民族研究论文集
》(1981-1993年，共九册)。
这些出版物的共同特点是，以实地调查的材料为基础，以中国的56个民族为主要研究对象。
几十年来，这已成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几代人的学术传统。
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毕竟是一个自西方传来的学科，在中国发展历史较短，几十年来又多次受政治运
动的干扰，所以与我国一些传统的老学科相比，中国的民族学无论在专业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方
面，都是一个比较年轻、比较薄弱的学科。
因此，今后本学科的重点是加强民族学专业的基础理论和方法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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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毕竟是一个自西方传来的学科，在中国发展历史较短，几十年来又多次受
政治运动的影响，所以与我国一些传统的老学科相比，中国的民族学无论在专业的理论、方法和研究
成果方面，都是一个比较年轻、比较薄弱的学科。
因此，今后本学科的重点是加强民族学专业的基础理论和方法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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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概论第一章生人之谜--生殖崇拜管窥第一节生人的葫芦第二节出人的洞穴第三节生殖器及性交崇
拜第四节生殖崇拜的其他象征物第二章为色?为后?--婚姻家庭与生育第一节婚姻的社会功能第二节婚
姻与子嗣第三节婚姻家庭与抚育第三章虔诚的祈盼--求子习俗第一节灵魂观念与求子第二节求鬼神拜
佛祈子第三节“架桥”、“补路”求子第四节生殖崇拜与求子仪式第四章希望与惶恐的交结--孕产习
俗第一节对孕育的认识第二节孕育习俗第三节分娩习俗第五章从自然走向社会--诞生与人生礼仪第一
节出世：走向社会的开端第二节人生礼仪第三节喂养、招魂与拜干亲第六章个体符号的标示--命名习
俗第一节西南民族姓氏来源第二节命名习俗第三节连名制第七章走向苍茫世界--社会角色的塑造第一
节社会角色的塑造第二节成年礼第八章理性?非理性?--生育观念第一节生育观念及其内涵第二节西南
少数民族生育观念的主要表现第三节节育第九章从传统走向现代--传统生育文化的变迁第一节计划生
育政策的宣传和实施第二节优生：人口素质提高的自然基础第三节优育优教：人口素质提高的社会基
础第四节新型生育文化的构建余论--传统生育文化与现代化的思索一、人口数量的控制和人口素质的
提高二、关于性别比例失调问题三、妇女生育健康的思考主要参考书目附录西南部分少数民族历次人
口普查人口统计一览表云南省沧源县勐董镇帕良村佤族《村规民约》中有关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规定
贵州省黎平县茅贡乡《地扪村计划生育章程》(节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云南省
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订)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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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生人之谜--生殖崇拜管窥自从人类诞生以来，对于生命起源的思考与探索似乎从未停止过，石
生人，水生人，植物生人，蛋生人，土生人，上帝造人，人源于猿等等。
无论是科学的或非科学的，理性的或非理性的，都反映了人类对这一问题的艰难求索。
在人类发展初期，由于生产力极端低下，对于自然界的许多现象和人自身生命情态的运动缺乏科学而
理性的认识。
大自然是一个有生气而又变化无常的世界，日月运行，昼夜更替，电闪雷鸣，风雨交加，山崩地裂，
雪落霜降，江河湖海奔流，植物荣枯，禽翔兽走，生死无常⋯⋯它一方面赐予人们生存的各种物质，
带给人们衣食之源；另一方面又无时不在威胁着人们的生存，带给人们不可抗拒的灾难。
在大自然面前，人类显得那么无助，那么脆弱和渺小，于是逐渐产生了对自然的神秘感、依赖感和敬
畏感，并认为大自然有一种至高、至强、至大的力量在操纵，它和人一样有灵魂，也有喜怒哀乐，但
其力量远远大于人类，可以赐福于人，也可以降祸于人，只有对它进行膜拜，向它贡献，才能消灾弭
难，才能获得护佑。
于是，与人类生存相关的诸多自然现象成为人类膜拜的对象，如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河湖海、动
植物、火、石、天地等等。
可以说，宗教观念的产生是人类基于自然与自身存在的互动关系思考的结果。
同样，在人类自身繁衍和生命运动的过程中，早期的人类也并不了解生与死的奥秘。
生命源于何处?人为什么能生育?一个个幼体如何成长?人为何会形容枯槁?鲜活的生命为什么瞬息消失?
一个个的困惑迷茫着在今人看来似乎并不智慧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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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常言道：“十月怀胎，一朝分娩”。
而本书从酝酿到完成却是“十年怀胎，十年分娩”。
与所有孕育的母亲一样，在这长长的十年间，我寄予希望，也带着惶恐，不知面世的“婴儿”是何模
样?不知世人能否接纳它?如今，经过漫长的“产程”它“出世”了，可我依然同样怀着不安之心、希
冀之情，期盼着得到认同。
十余年前，当我再次返回母校攻读博士学位时，初为人母不久的我选择了“生育文化”作为选题撰写
博士论文，经过三年的紧张学习后，以“佤族生育文化研究”一文通过答辩，并结束了我的学生生涯
。
从那以后，“生育文化”像难以脱离母体的“胎儿”紧紧伴随着我，为之慎思，为之不断增添“营养
”。
十年间，我在田野中探究，在夜深人静时思索，在文本中寻求答案，并发表了与之相关的论文数篇，
申请了有关课题，编撰了有关书籍，我不敢说自己做得有多辛苦，但一定是尽力了。
十多年前，当我基于自己的亲身经历选择该选题时，在国内学术领域对生育文化尤其是少数民族生育
文化的研究可以说十分稀少和浅表，基本上处于资料积累时期，可资参考的专著和文章极少。
但在这十年间，随着政府的计划生育工作由政策指导向文化领域深化，越来越重视文化在生育实践中
的地位，对其研究也逐渐系统和深入，如今已建立起专门的边缘学科“生育文化学”，涉及了民族学(
文化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生殖学等学科，与之相关的论著亦颇丰。
徜徉其中，我有一种归属感，这是当初从未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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