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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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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五六十年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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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耀华先生主编的《民族学通论》、宋蜀华先生的《民族研
究文集》、陈永龄先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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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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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起望   
　　1933年7月2日，胡起望出生在风景优美的浙江省杭州市西湖边清波门直道36号的一个职员家庭。
三岁时母亲辞世，在他的青少年时期，全家人依靠父亲的工资维持生活，可以说家境并不算富裕。
抗日战争爆发后，因为父亲就职的交通银行杭州分行被迫迁移，而先后举家迁到浙江省金华地区永康
、龙泉等地，生活很不安定。
胡起望在战争动荡中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光。
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杭州，胡起望考入杭州树范中学读书。
父亲升任襄理，亲友也多方照顾，生活景况也逐渐好起来。
然而，到解放前一年，又因为父亲长期生病，收入减少，加之国统区通货膨胀，物资供应短缺，因为
全家生活都是依靠父亲的工资，胡起望家的生活状况又急转直下，他也转学到杭州安定中学。

    杭州解放后，1951年7月，胡起望又转学到上海南车站路大同大学附中一院读书。
在这所高中读书期间，胡起望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一年后，中学毕业。
通过第一次全国高校统考，考入南京水利学院学习。
但在这所大学仅仅读了一个多月，1952年10月又分配到当时全国少数民族研究的最高学府中央民族学
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瑶语专业，学习瑶语。
在大学期间，曾深入到广西省兴安县两金区财喜乡老书村盘瑶聚居村落，研究瑶族的社会历史文化和
学习瑶语。
进村后，和瑶族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增进了与当地瑶族民众的感情，在已有瑶语学习基础上，
也学会了地道的当地盘瑶话。
后来到这一带瑶族地区调查时，老乡还会问他：“你是哪个村子的？
”
    1956年9月毕业之后，考入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研究班，师从苏联专家切博克萨罗夫和我国著名民族
学家林耀华教授学习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

    1958年，随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第二批调查队赴广西，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瑶族调查
组，进行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
1959年9月，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
其问，先后撰写了《广西凌乐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大瑶山岳峒公社瑶族社会历史调查》、
《湖南江华县关于瑶族解放前资本主义萌芽的调查报告》、《广东连南县关于瑶族解放前资本主义萌
芽的调查报告》、《解放前瑶族社会性质调查》和《瑶族的来源问题》等调查报告，参与编写了《瑶
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和《中东南地区少数民族史》。
以后，除了参加瑶族社会历史调查外，指导两位来自越南的留学生，还曾经到北京市房山县参加“四
清”运动。
1961年，胡起望与同专业同学项美珍结婚成家，育有两位千金，夫妻携手互助，家庭生活幸福。

    改革开放之后，胡起望以更大的于劲投入了民族研究工作，并曾担任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中东
南民族研究室主任。
除从事研究工作外，还在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指导民族学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
1989年3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他长期从事少数民族研究和教学工作，对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瑶族地区作了广泛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曾到过广西、湖南、湖北、广东、海南、云南、贵州、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古、宁夏等省（区
），着重对瑶、苗、壮、布依、侗、黎、畲、高山、水等民族进行多次不同规模的调查研究。
其间，数次陪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前往各瑶族聚居地区考察。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瑶族研究五十年>>

    自1982年起，胡起望多次到国外进行讲学、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1982年12月至1984年6月，经费孝通教授推荐，任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外国人研究员，在中根
千枝、白鸟芳郎教授的指导下，进行研究。
其问，1983年8月，在日本东京参加了第31届国际亚洲、北非人文科学会议，也到日本各地实地考察阿
伊努人等文化。

    1986--1992年，先后五次到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讲学。
1986年5月，在香港参加了第一届瑶族研究国际研讨会。
1987年12月，在香港参加盘瓠与盘古国际讨论会。
1990年，在北京参加民族研究国际讨论会。
1992年，在广西贺县参加瑶族研究国际研讨会。
先后参与主编了数种重要的瑶族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在瑶族研究国际学术合作方面作出了重要
贡献。

    1990--1992年，赴日本国立金沢大学讲学。
1992年，应法国科学研究中心的华南和印度支那研究所所长勒穆瓦那博士的邀请，用两个月时间到法
国各地访问了居住在那里的瑶族，住在地瑶人家中，对他们各方面情况作细致的调查，并就法国瑶族
的情况与中国的瑶族进行了比较，写有《法兰西瑶族》一文，发表在13本圣德学园岐阜教育大学1995
年纪要第29集上。
1993年，到泰国参加国际瑶族会议，并进行民族调查。
1994年4月至2001年4月，任日本岐阜圣德学园大学教授、研究生导师。

    胡起望教授先后主编和合著出版专著共20余部。
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瑶族研究方面，在国际瑶族研究学界具有很高的位。
他几乎走遍了全国各主要的瑶族聚居区，进行有关历史、语言、文化方面的实地考察。
1981年以后，多次陪同费孝通教授访问瑶山，亲身感受了费先生对瑶族地区和瑶族民众的深切关怀，
亲眼目睹了瑶山发生的巨大变化。
胡起望的主要著作也多集中在瑶族研究领域。
著有《盘村瑶族——从游耕到定居的研究》（合著）、《桂海虞衡志辑佚校注》（合著），合作主编
了《瑶族研究论文集》、  《瑶族研究论文集——1986年瑶族研究国际研讨会》，并发表了《大瑶山盘
瑶的社会组织》、《花蓝瑶的亲属称谓》、《试论瑶族游耕》、《近代小瑶山地区土地关系的历史研
究》、《瑶族的产育制度》、《瑶医简述》、《法兰西瑶族》、《论瑶
传道教》、《（明史·广西土司传）校补》、《瑶族传统文化与现代
化的几个问题》、《盘瑶语的“巧话”》等许多瑶族研究方面的论文。
他与青年教师覃光广两人合著《桂海虞衡志辑佚校注》，学术界对该书的评论说“通古晓今精妙释文
”，被日本东洋大学人类学科定为必读书。
在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费孝通教授倡议下，他和范宏贵教授合著《盘村瑶族——从游耕到定居的
研究》一书，是改革开放之后国内学者通过实地调查撰写的第一本瑶族民族志著作，得到费孝通教授
赞许并为之作序，学者们对此评价说“为民族学的微型调查作出了可喜的尝试”，具有学术里程碑的
意义，被评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此外，胡起望教授在跨界民族研究、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等方面也有不少著述，主编或与他人合编有
《中国少数民族历史人物志》（共四辑）、《苗族研究论丛》、《中国民族史》、《中国少数民族节
日》、《文化人类学词典》等。
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民族学及民族史和语言文字的论文有《从民族学资料看数量观念发展》、《蔡
元培与民族学》、《日本的阿伊努人》、《中东南民族的社会历史特点》、《跨境民族初探》、《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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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在华南各民族中的重大历史作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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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多元一体的瑶族槃瓠文化与密洛陀文化瑶族名称浅释略谈瑶族源流的几个问题试论瑶族游耕的发展大
瑶山盘瑶的社会组织瑶族《过山榜》析近代小瑶山地区土地关系的历史研究花蓝瑶的亲属称谓瑶族的
姓名盘瑶语的“巧话”瑶族的产育制度瑶医简述论瑶传道教近代国外瑶族研究概述瑶族传统文化与现
代化的几个问题中国最西南角上的瑶族《新田瑶族志》序法兰西瑶族费老与金秀瑶山港台学术界的瑶
族研究瑶族研究概述加强瑶族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胡起望教授专著、文章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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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六男六女共十二个姓的发展，按照“六男六女自相婚配”的说法，如果其子女都跟随父姓，照
理应当只有男方的六个姓遗留，但为什么“盘瑶十二姓”却完整的流传下来呢？
这可以从瑶族现存的婚姻家庭习俗中找到答案。
原来在瑶族的婚姻习俗中，至今还盛行男子到女方家上门，生下子女后或大部分随母姓，部分从父姓
；或者一半子女用母姓，一半子女用父姓的习惯。
这种子女后代姓氏双轨制的习惯，不仅能够解释槃瓠“六男六女自相婚配”后，为什么十二姓能依然
保存下来的原因，而且也是与槃瓠传说有密切关系的婚姻习俗。
　　正如前面传说所述，在日常生活中，为了纪念始祖盘护而普遍存在着上有包头，下有包脚帕的服
饰装束。
而且有的地区盘瑶妇女所穿着的上衣后摆较长，男青年包头帕两端耸起，据说也和始祖槃瓠有关，它
们是狗尾和狗耳的象征。
在一些少年儿童中，甚至还有戴狗头帽的习俗。
瑶族传说的长鼓，以木制长筒形鼓身，两端蒙皮制成。
长约一米，两端稍粗，鼓面直径约10余公分，中腰瘦细，可以手持。
在舞蹈时，或者以红布带系鼓，从左肩斜挂于胸前。
右手五指拍击右端鼓面，发出“嘭”声；左手持竹棍敲打左端鼓面，发出“啪”音。
连续拍击，就形成“嘭嘭啪啪”的有节奏音乐。
双人对跳时，有射箭、斗鸡、虎跳龙门等高难度动作。
盘瑶人跃动起舞，以此悼念盘皇（盘护）。
有的地区长鼓还有公鼓（较长、较大）与母鼓之分，使用前先用黄泥水涂抹鼓面，待干燥后，鼓面绷
紧，声音更加宏亮，故又有黄泥鼓之名。
这是盘瑶中与槃瓠传说紧密关联的最主要的一种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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