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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而不同的中国民族学探索》

内容概要

《和而不同的中国民族学探索:杜玉亭基诺族研究文论》内容简介：民族学教学与研究在云南大学有着
较为悠久的历史传统。从20世纪20年代云南大学成立时起，民族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就在某种意义上
成为云南大学前进历程中的晴雨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民族学的发展也经历了筚路蓝缕的初创、艰
难求索后的柳暗花明、名家辈出的辉煌、特殊历史时期的低迷徘徊以及雨过天晴之后的复兴。
20世纪30年代，由方国瑜先生主其事，邀约凌纯声、向达、楚图南、闻宥等学者编辑出版《西南边疆
》杂志，研究边疆史地，探讨民族风俗。并在云南大学创建西南文化研究室，由方国瑜先生任主任，
克服由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带来的种种困难，先后编印“西南文化丛书”十一种。1938年，吴文藻先生
被聘为云南大学教授，筹办云南大学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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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杜玉亭，云南社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20世纪50年代至今持续进行民族田野工作，在民族识别、云南
民族史志与省情研究方面多有建树。执笔了国家确认基诺人为单一民族的《基诺人的民族识别报告》
，元蒙史著作在国内外学界反映良好，1984年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发表论文百余篇
，著作九种。50多年间致力于西学中国化，如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两大阵营“冷战”时期，根据调
研发表了《论历史规律性与异变性的对立统一》（1986年）一文，说明五种社会形态进化论并非客观
规律又如，在1958年田野工作中，对“野蛮人不懂得爱情”的西学经典产生怀疑，至2008年出版了《
基诺族传统爱情文化》一书，证明无阶级无文字的基诺族不仅懂得爱情，而且创造了举世罕见的爱情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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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基诺学路五十年一悟第一章 基诺族识别与有关民族理论的探讨  第一节 基诺人的民族识别报告  
第二节 基诺族族源与民族形成的上限问题  第三节 关于民族形成上限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辩论  第四
节 基诺族识别四十年回识——中国民族识别的宏观思考  第五节 本章的鉴照型与更新型两类成果因由
解析第二章 基诺族社会经济研究  第一节 基诺人新中国成立前的社会历史初探  第二节 基诺族刀耕火
种简论  第三节 一种经济形式的典型——基诺族生存经济  第四节 两类成果因由解析第三章 基诺族历
史研究  第一节 从基诺族的调查探索血缘家庭的遗迹  第二节 基诺族母系制残余及其向父系制的过渡  
第三节 基诺族的姓名  第四节 攸乐城遗址——清朝治理滇南边疆水平的坐标  第五节 基诺族巡礼——
大山作伴茶相依  第六节 两类成果因由解析第四章 口传文学与歌唱文化  第一节 阿推——机智人物故
事的原型  第二节 巴什——血缘氏族成员间的古老爱情  第三节 与人生过程相伴的歌谣  第四节 基诺族
歌唱文化说  第五节 两类成果因由解析第五章 非凡的原始宗教  第一节 基诺族巫师产生的背景层次  第
二节 巫师与巫师神女长歌  第三节 入神和谐——基诺族原始宗教概说  第四节 两类成果因由解析第六
章 奇异的人生过渡礼仪  第一节 濒危人文微观法与基诺族神秘型诞礼  第二节 成年过渡礼仪的多样性  
第三节 传统婚礼例说  第四节 基诺族巴亚寨卓巴丧礼与家屋  第五节 两类成果因由解析第七章 基诺族
传统爱情文化  第一节 基诺族恋爱特点与原始社会的爱情问题  第二节 基诺族传统文化对爱情的建构  
第三节 两类成果因由解析第八章 爱心科研成果说  第一节 基诺族村名——地名学瑰宝  第二节 民族文
化瑰宝的识别——以基诺族为例  第三节 原始酒文化的现代迷失性错位——兼论基诺族小康文明建设  
第四节 攸乐古茶——原始茶文化品牌  第五节 两类成果因由解析第九章 本书和而不同的中国民族学说 
第一节 学纳百家，尊师重道，贵在实事求是  第二节 融入性全方位持续探索，学识重积累，宏微通观
求真知  第三节 本书的和而不同三题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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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刀耕火种与毁林开荒是两码事　　“刀耕火种”是一种古老的生产方式。但它至今仍是云南
所熟悉的日常用语，在报刊上也是常常见到的。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云南边疆的一些民族几乎全部住
在山区，靠山吃山，“刀耕火种”的生产形式一直延续至今。其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县基诺
公社的基诺族，就是世世代代靠“刀耕火种”生活，至今仍离不开这种古老生产方法的民族之一。这
就是说，“刀耕火种”是由云南多山的历史环境造成的。然而，有的同志对“刀耕火种”的原因及其
过程并未深知，就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把“刀耕火种”与“毁林开荒”完全等同起来，随之进行了种
种批评和指控。　　好端端的一片森林被一片火海吞没，富饶美丽的西双版纳风光有朝一日可能被烧
得面目全非，这严重的后果，想起来是令人触目惊心的。一切热爱祖国的人，都不会对这种严重局势
视若无睹；而对这种现象进行指控，原是很自然的事。不过，发人深省的一个问题是，批评尽管批评
，指控虽然指控，但“刀耕火种”并未因此而中止；年复一年，烧山之火仍然连绵不绝，这又是什么
原因呢？　　是山区民族不爱惜世代相依为命的原始森林，非要把它砍个精光才高兴吗？不然。　　
是山区人民无视祖国西南边疆的珍珠——西双版纳，非要把它打个粉碎才甘心吗？也不然。　　既然
如此，被指控为“毁林开荒”的“刀耕火种”，又为什么有增无减呢？　　看来，这是有许多深刻的
原因的。在这些原因没有研究清楚，并提出科学的切实的解决方法之前，任何批评、指控都不能从根
本上解决这个难题。说到这里，不禁令笔者想起1958年初访基诺山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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