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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彝族志·血统与根：云南小凉山彝族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与家支制度》是我院重点项目，该
项目的立项研究是发展我院民族学重点学科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我院科研方向调整后的一项重要成
果。
民族学是我院的四大重点学科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建立了研究机构--云南
少数民族历史研究所。
长期的调查研究，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出版了一批成果，培养了一批人才，在开展大规模少数
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基础上参与撰写了各民族简史、语言简志、自治地方概况、社会历史调查及中国
少数民族（即五套丛书）。
以史鉴今，这些史、志一方面为国家制定民族政策、在各民族地区开展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也
成为今日民族调查、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为中国的民族学作出了突出贡献。
写史修志一直是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
但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文化大革命”，民族调查及研究处于停顿，80年代恢复、重建民族
学科之后，我们面临学科底子薄弱、学科失去了原来应有的连贯性和知识积累，以及对于我们自己的
知识传统也缺乏继承和梳理的状况，与西方民族学、人类学拉开了距离，处于落后的地位。
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就是我们需要“补课”。
民族志是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的基础。
在民族学学科传统中，民族志承担着整个文化人类学资料库的重任，民族志是民族学发展的一项资格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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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阿鲁村另一个有代表性的家族是彝姓里利家族，有5户。
与摩色和吉伙家族一样，在旧社会，里利家族也属于阿鲁家族的嘎加。
与前两者不同的是，尽管他家用的是彝姓，但人们普遍认为，他家属于非彝根。
村里唯一的一家熊姓汉族，在过去也属于阿鲁家的呷西，尽管他们和诺苏人住在一起，穿诺苏服装，
说诺苏话，但他们坚持自己是汉族，并且保持着自己的汉姓。
上述这 5姓也是阿鲁村的原有居民，其余杂姓则大多是农业集体化时期迁入的，而其中的黑比姓则是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迁来的。
　　　阿鲁村坐落在万格山脉西麓山脚，三面环山，海拔约2800 米。
整个村落依山而建，源自万格山脉的沙力河从村前蜿蜒流过，通往蝉战河乡的公路也从村前经过，交
通便捷。
公路的两侧l零散地开有6间小卖部，有几问小卖部的门前还支着一二张台球桌，每张桌子的周围差不
多都聚集着三三两两的年轻人。
小卖部里经营的商品大同小异，都是一些白酒、啤酒、饮料、香烟、茶叶、肥皂、洗衣粉、糖果、饼
干、味精、蜡烛、打火机、火柴、电池之类的日用品，据说，每家小卖部的年纯利润都在1 800元上下
。
村里的房屋大多是土墙瓦房，只有少部分单偶或空巢老年夫妇的起居住屋是传统的“权权房”，盖传
统的杉板（当地汉语俗称黄板）。
村里最老的土墙瓦房修建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
如今，除了散居在时冬倮、巴子湾、大湾子几个小居住点的住户外，在国家扶贫政策的支持、干预和
推动下，村里的绝大部分家庭都用上了电灯，安上了自来水管，不少家庭还购买了电视机。
　　村里的大部分耕地集中分布在西北面开阔的狭长平谷上，耕作便利，村民从家里走到最远的耕地
大约也只需一刻钟。
同大多数诺苏的村社一样，村民的生活基本上还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
大宗的农作物有马铃薯和苦荞，此外，村民也种植少量的玉米和白芸豆。
村里的农业商品化程度很低，极少有农业生产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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