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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族学／人类学（Etllnology／Anthropology）学科是云南民族大学最具优势和特色的学科。
该学科人才荟萃，成果丰硕，可以说在全省乃至全国学术界均有一定的影响。
尤其是近年来在费孝通先生亲自创办的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指导和帮助下共建的省院省校
合作“民族学重点学科”，开展了对云南特有族群的较大规模调研，对新中国成立前云南著名的民族
学／人类学田野点的追踪研究，承办了教育部第四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暨国际学术会议
，组织编撰并出版了“云南民族文化史丛书”（共25本），参与了国家民委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50周年的献礼图书《中国少数民族》以及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的“云南民族文化知识丛书”（
共28本）等重要书籍的编写工作，既出成果、又出人才，将整个学科建设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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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离不开民族学与人类学，民族学与人类学亦需要现代化以及同国
际接轨。
《新世纪高校社会文化人类学专业教材：社会文化人类学丛书·社会文化人类学初探》从理清该学科
基本概念等一系列基础工作做起，研究人类社会中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以传承文明、发掘
各类有益的“地方性知识”以及开阔人们的眼界，努力传播有利于增进世界上各个种族、各个民族、
各个族群及其各种社会文化之间相互了解的知识，旨在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体系，实现
相互间和谐共处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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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和少英，纳西族，云南丽江人。
现任云南民族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南民族大学学报》主编。
兼任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和云南大学等名校客座教授，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专家，国际
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ICAES）第16届世界大会国家组委会委员，中国民族学会、西南民族研究会等
学会的常务理事、副会长，纳西学研究会会长，云南省民族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曾赴英、美以及挪威诸国任伦敦大学政经学院（LSE）、弗吉尼亚大学（Univ．of Virginia）和卑尔根
大学（Univ．0f Bergen）等名校的高访学者或客座教授，并多次赴俄、意、日、韩、泰、越、印、老
、缅、玻利维亚、斯里兰卡、土耳其、摩尔多瓦等国以及台湾、香港等地从事学术交流活动。
公开出版《逝者的庆典》、《纳西族文化史》、《重新把握人类学》、《中华文化通志·民族文化典
》、《云南：联接印度和扬子江的链环》和《拉祜族文化史》等著、译十余部，发表中、英文论文近
百篇；主持完成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大自然协会、日本文部省等资助的国际合作项目以及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等十余项。
担任“社会文化人类学丛书”、“云南民族文化史丛书”、《民族发展与社会变迁》和《第34届国际
汉藏语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等丛书和论著的主编。
多项科研成果曾获国家级或省部级奖励，并获香港伍达观基金“杰出教师奖”，近期被评为“云南省
有突出贡献的哲学社会科学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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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第二章 古典进化论派第三章 传播论学派第四章 博厄斯及美国文化历史学派第五章 英国功
能学派第六章 文化形貌论派第七章 新进化论与文化生态学第八章 列维一斯特劳斯及其结构人类学第
九章 埃德蒙?利奇与新结构主义理论第十章 维克托?特纳与“象征人类学”研究第十一章 马克思主义与
当代人类学第十二章 围绕“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俄国村社问题的论争第十三章 美国文化人类学现
状第十四章 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几个分支学科第十五章 “重新把握人类学”的趋向第十六章 全球化与
海外民族文化多元发展的启示主要参考书目三版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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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1860年前后，文化人类学这门尚处于初创阶段的学科内部所面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
退化论和进化论之间的激烈论争。
退化论者认为：原始民族曾经一度享有过较好的情况，但后来由于他们在上帝的眼中逐渐堕落了，因
此便退化到了目前这种状况。
泰勒则以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学说作为有力武器，同上述观点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进化论的主张。
他十分明确地指出：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及其社会文化都会经历一个逐步的、自然的向前发展的过程，
这些不同的民族及其社会文化均能在整个发展的纵轴线上占据一席之地；从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
、现状和未来趋向来看，退化论者的主张是既不符合事实，也没有任何依据。
　　世界上各个民族及其社会文化的进化问题，始终是泰勒的文化人类学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中心
问题，因此，泰勒当时所面临的一项首要任务，便是对究竟什么是人类的“文化”这一核心概念作出
自己的定义。
他先是在1865年完成的《人类的早期历史及其文明发展之研究》一书中提出初步界说，然后又在《原
始文化》这一名著中加以补充修改，对“文化”概念作出了较为完整和准确的概括：“文化或文明是
这样一个复合的整体，其中包括了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可以习得的一
切能力和习惯。
”①以我们今天的眼光去审视，泰勒关于文化的这项定义虽然不无缺失，譬如包容的范围过于宽泛，
缺乏对文化构成要素的深度阐释等，但就当时人类学研究的水平来看，这种概括已经到了相当高的层
次，尤其是为后人对此问题的认识之升华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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