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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汇聚学术情缘：林耀华先生纪念文集》汇集了中外五十七个学者的五十二篇文章，围绕中国的类民
族学大师林耀化先生的学术生涯及其学术成果，阐释了人类学民族学的理念情怀。其中，有林先生和
弟子和晚辈学人回顾先生生平事迹的最文章；学界对于《凉山彝家》的评价和学者们运用林先生的成
果研究西南少数民族的最新研究成果；学者们对林先生《金翼》《义序》和其他汉人研究成果的研讨
及运用林先生的学术理念研究中国汉人社会的一些新成果，同时还涉及了各界学者对于民族理论、学
科建设、教育人类学及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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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薪与火的承继（代前言）  /张海洋
在林耀华《凉山彝家》发表55周年研讨会上的讲话  /伍精华
给林耀华教授《凉山彝家》发表55周年研讨会的贺信  /宋蜀华
林耀华师塑像揭幕纪念会讲话  /庄孔韶
一、先生生平回顾
我们的父亲和母亲  /林家锦 林宗燕 林宗成
我认识的林耀华先生  /陈永龄
深切怀念林耀华老师  /施联朱
林耀华教授对中国民族识别的贡献  /黄淑娉
解放初期的林耀华  /王晓义
纪念林先生  /龚佩华
林先生遗作的初步整理和研究综述  /王晔
林耀华先生与新中国的民族研究  /胡鸿保
林耀华与少数民族和民族研究  /张海洋
泰山北斗，永垂师范——林耀华师前半生的学术成就/庄孔韶 张海洋 潘守永
历久弥新——林耀华先生的教育主张和实践/程方平
二、《凉山彝家》与少数民族社会
书评二则  /鸟居龙藏 沈家驹
《凉山彝家》研究方法管窥  /杨庭硕
论凉山彝族荣辱观  /罗家修
彝族传统文化是凉山发展的资源和动力  /韦安多
论凉山彝族民俗事项中的色彩局域  /巴且日火
国家与族群的互动  /黎熙元
林耀华教授和凉山彝族研究  /孙庆忠
社会歧视下的婚姻、家庭形态——以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麻风村为例  /雷亮中
从边疆研究的途径看云南蒙古族——以通海县兴蒙蒙古族乡为个案研究  /马京李亚
云南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类型的特点及变迁  /张跃 董秀团
论南诏与唐朝关系的性质  /方铁
三、《金翼》、《义序》与汉人社会
隐然浮现的伟大目标——1944年首版《金翼》序言  /G.腊斯克 撰文，庄孔韶译
《金翼》：日本学者的视角   /柳田国男 平野义太郎 川岛武宜 仁井田升 鹤见和子 撰文  李朝辉译
林耀华著《从人类学的观点考察中国宗族乡村》日译稿之解说  /西泽治彦撰文 泷田豪译
华南农村的宗族组织与其意义  /石田浩
宗族研究中的“义序”与“义序研究”中的宗族  /阮云星
金翼家族沉浮的诠释  /庄孔韶
《银翅》：中日学者恳谈
义序宗族组织和功能变迁的考察——兼论当前我国农村宗族组织重建问题  /沈金华 福建惠安崇武镇潮
乐村通婚圈与初婚年龄的变迁  /石奕龙
千丁万指皆祖宗一体所分——汉人的宗族认同及其特点  /谢仲礼
祠堂的类分功能——以流坑董姓宗族村为例  /董建辉
论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影响下的亲属制度研究  /兰林友
文化象征的记忆  /景军撰 文吴飞译
樟湖人的“精神社区”：福建闽江流域的民间信仰解析  /林宗成撰文  王晓莉译
四、人类学视野与人类学方法
“族群”及相关概念在西方的流变  /潘蛟
“民族”语用观  /纳日碧力戈
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学与用——学习林耀华先生相关论述有感  /王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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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调查和文本写作四评  /郭志超
“一个中国的村庄”的跨时空对话——“台头”重访  /潘守永
当代云南人类学研究透视  /杨慧
在田野中追寻教育的文化性格——教育人类学家访谈录  /滕星 徐杰舜
走入民族双语教育的深层——《文化变迁与双语教育》读后有感  /程方平
人类学研究告诉我们什么——教育研究视野内的几点思考  /杨孔炽
马林诺斯基与英国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  /徐鲁亚
商标的故事  /沈源  刘世定
加快人类学一级学科的建设，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陈宜安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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