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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学·民俗学及其田野：我们从这条路上这样走来　郝苏民1984年，原西北民族学院（今西北
民族大学）终于创办了自诞生30多年以来首个院级研究所，即西北民族研究所（此之前在“十年动乱
”后，方有一个民族教育研究所[筹]）。
曾是参与当事人的我们，其动机原本出自对“十年动乱”反思后的一个学科基本建设之举。
研究所名还是当时国家民委领导人拟定的。
这个反思的根据就我们那时的主旨，是出自这样一种回顾与思考：新中国建立肇端，代表中国各民族
人民根本利益的人民政权，一反千年封建王朝和1949年已全线崩溃的国民政府大民族主义的统治惯制
，要在全囝范围实现各民族当家做主、一律平等的民族政策。
于是开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工作，少数民族干部和懂民族语言与能正确执行民族政策干部的迫切急
需，成为一切工作的首要。
为此，应运而生了民族高校的创办。
共和国第一所民族高校，便是西北民族学院。
应该说，民院类型高校群的产生，确系中国教育史中最崭新而光辉的一页。
然而令人难解的是，从成立伊始的1950年，直至1984年前，本身就体现着新中国全新民族观与政策的
第一民族性高等学府：西北民族学院，虽也有过一个运行时间很短的“研究室”，却未曾有过科学意
义上成体系的民族学的理论研究、专业建制与教学队伍的组建！
新中国初期，西北大学、兰州大学相关专业经过“院系调整”后迁到西北民院的蒙古、藏、维吾尔语
文教学，整合为“语文系” ，完全成为解决民族语文翻译急需的性质，而非民族学专业。
虽然学科建设上的这种“畸形”，责任与损失并不都来自学院本身与办学者个人，它与当时人类学、
民族学、社会学之类学科在中国的遭遇完全是一致的。
但是随着“十年动乱”、“四人帮” 的垮台，中同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拨乱反正思想路线的贯
彻执行，的确对有志从事人类学、民族学的学人和教育者们既是一个极大鼓舞，也确实促使作为教
育T作者的我们一个以真反思：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当所谓“红色政权”及其造反派们一举“
砸碎”、撤销这所新巾闭首所少数民族高等学府时，其一切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肆意妄为，竟是那样地
顺利得逞！
曾参与创办这所学校的师生们为什么竟是毫无理性抗争，亦无正义反对？
所以说，1984年两北民族学院饵北民族研究所的创办，应该视为当时本院民族学人、教育工作者与当
时国家民委领导人痛定思痛的一个学术心愿和忠诚民族教育的初步圆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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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羌族社会的人生礼仪研究——以四川省理县桃坪羌寨为个案　　一、导言　　1.缘起　　我是一
个从小生活在汉藏结合地区的羌族人，长期的耳濡目染，使我对汉、藏文化非常熟悉，对于本民族文
化反而疏远了。
为了能融入以汉、藏文化为主的主流社会，我一直在试图抹去自己身上的民族烙印，尽量接受主流社
会的文化，有时甚至觉得自己的族别是一个障碍，它限制了我向主流社会靠拢的进程。
通过在西北民族大学三年的民俗学专业的学习，使我对本民族的文化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我真正感
到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快感，那些在我原先看来毫无用处的东西顿时变得鲜活起来，于是，我就绞
尽脑汁地回忆小时候所接受的民俗养成过程。
经过不懈的努力，现在，我对羌族的每一项民俗事项都烂熟于心。
在这种背景下，我将我的硕士毕业论文定位在羌族的人生礼仪上，因为我觉得自己有这个实力来完成
它。
　　从20世纪初到现在，研究羌族的文章和专著不少，但是能以民俗学的眼光来审视羌族民俗的却很
少，一般都是对民俗事项的单纯描写而缺少理论探讨。
现在我国对羌族的研究正处于低谷，据我调查，只有一个民间的“羌学学会”在支撑，但又往往由于
经费不足而裹足不前。
在这种前提下，我想有必要对本民族做出一点贡献。
我之所以选择了羌族人生礼仪做文章，是因为就目前来说，学术界关于羌族人生礼仪进行系统论述的
著述不多，即使有，也已经进过境迁了，现在呈现在世人面前的羌族人生礼仪也已经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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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俗在适应于变迁中传承》适用于历史专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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