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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形文里写春秋》

内容概要

这本小书，引领读者朋友去纳西人的家园读山、读水、读人，粗略了解一下纳西这个民族的方方面面
。在文中尽量客观描述，避免个人的主观色彩。而书写完，在最后的这个结语里，作为这本书的作者
的我，想向读者们表达笔者作为一个纳西人，对当下纳西人和纳西社会现状的一点忧患之思，心中的
情结不外乎就是希望自己的民族能发展得更好，能长保一种文化的魅力与活力。全书尽量用了平实的
大白话来表达，突出文字的朴实无华和率真，不加过分的文字修饰。读者从本书各章节的标题中，也
可以看出这种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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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福泉，男，纳西族，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纳西族知名学者。曾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云南省纳西学研究会会长。致力于人类学、民族学、纳西学研究，曾多次应邀
赴德国、美国，加拿大、瑞士、瑞典，日本、埃及等国访问讲学。入选“中国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
层次人才云南省学术带头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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