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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绍明的科研成果 

李绍明 

一、论文 

1.《我国民族识别的回顾与前瞻》，《思想战线》1998年第1期 

2.《“两线一片”的开放态势》（合著），《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修改意见稿》（合著），《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 

4.《世纪之交说中华文化》，《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第1期 

5.《弘扬嫘祖文化，重振南方丝路》，《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第3期 

6.《从石崇拜看大禹与羌族的关系》，《徐中舒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巴蜀书社1998年10月 

7.《四川理县甘堡藏区清乾隆时二田契试析》，《民族研究》1999年第3期 

8.《冯汉骥先生与民族学》，《中华文化论坛》1999年第3期 

9.《肖崇素先生对民间文学的重大贡献》，《巴蜀风》1999年第2期 

10.《四川各民族历史与现状的民族学研究》，《巴蜀文化论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99年8月 

11.《三星堆文化与种族民族》，《贵州民族研究》2000年第4期 

12.《羌族与白马藏族文化比较研究》，《思想战线》2000年第5期 

13.《中国与东南亚跨界民族的改革开放问题》（合著），《天府新论》2000年第4期 

14.《论台湾汉族诸民系文化整合的历史与现状》，《中华文化论坛》2000年第3期 

15.《论凉山传统社会中“独立白彝”的社会地位》，《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16.《民族学在湘西的开创与发展》，《吉首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17.《论中国先秦羌与蜀的关系》，《四川省成都盆地巴蜀文化的研究报告集》（日文、汉文），

日本早稻田大学2001年7月 

18.《长江上游民族地区生态经济系统》（合著），《广西民族研究》2001年3第期 

19.《21世纪初我国民族学发展的几个问题》，《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11期 

20.《邓少琴先生传略》，《邓少琴西南民族史地论集》，巴蜀书社2001年8月 

21.《说“邛”与“邛竹杖”》，《四川文物》2002年第1期 

22.《从彝族的认同谈族体理论——与郝瑞（Steven Harrall）教授商榷》，《民族研究》2002年

第2期 

23.《邓少琴先生对西南民族史志研究的重大贡献》，《中华文化论坛》2002年第3期 

24.《关于中国人类学学科体系与地位问题》，《思想战线》2002年第4期 

25.《金沙江文化简论》，《中华文化论坛》2002年第4期 

26.《贵州民族学研究的奠基石》，《贵州民族研究》2002年3期 

27.《么些闰盐古道今昔》（合著），《玉振金声探东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6月 

28.《从三环路桥梁命名看成都地域文化》，《为了新的跨越——成都三环路论文集》，四川科技

出版社2002年10月 

29.《简论牦牛文化与牦牛经济》，《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30.《一曲爱国主义的颂歌——记台湾古迹岳武穆王庙》，《四川文物》2003年第5期 

31.《传统社会变迁与民族文化传承——以台湾泰雅人为例》，《思想战线》2003年第3期 

32.《马长寿教授对藏学研究的贡献》（合著），《西北民族论丛》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12月 



33.《1950-1960年代的民族调查》，四川《当代史资料》2003年第3期 

34.《我与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四川《当代史资料》2003年第4期 

35.《西部旅游开发与民族民俗问题》，《四川旅游文化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 

36.《我与羌族研究》，四川《当代史资料》2004年第1期 

37.《康巴文化简论》，《横断山民族文化走廊——康巴名人论坛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8

月 

38.《西南民族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贵州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 

39.《费孝通川东南民族地区考察记》，《土家族研究》2004年第3期 

40.《四川的民族识别》，四川《当代史资料》2004年第2期 

41.《我的民族学田野调查研究生涯》，四川《当代史资料》2004年第4期 

42.《夜郎与巴蜀相关的族属问题》，《夜郎重释》，作家出版社2004年8月；《华中师范大学学

报》2006年第4期 

43.《藏彝走廊研究与民族走廊学说》，《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  

44.《清〈职贡图〉所见绵阳藏羌习俗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10期 

45.《藏彝走廊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华文化论坛》2005年第4期 

46.《费孝通论藏彝走廊》，《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47.《羌族历史文化三题——以四川理县桃坪羌乡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48.《康巴学简论》（合著），《康定民族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2期 

49.《“禹兴西羌”说新证》，《阿坝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3期 

50.《中国人类学的华西学派》，《中国人类学评论》第4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10月；《广

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 

51.《武陵民族区与民族走廊》，《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52.《丝绸之路岷江支道的重要作用》，《丝绸之路与文明对话》，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 

53.《南方丝绸之路滇越交通探讨》，《三星堆研究》第2辑，文物出版社2007年10月 

54.《西南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展望》，《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0期 

55.《学术与学会的里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1期 

56.《四川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的历史回顾》，《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57.《三星堆出土虎形牌饰——兼论巴蜀虎形器物》，《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58.《都江堰渠首出土汉石刻人像探讨》，《四川文物》2008年第2期 

59.《汶川大地震后羌区文化重建问题》，《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9期 

60.《马长寿与藏彝民族走廊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61.《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邛崃与邛人》，《中华文化论坛》2008年12月增刊 

62.《近30年来的南方丝绸之路研究》，《中华文化论坛》2009年第1期 

二、专著 

1.《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合著），人民出版社1982年 

2.《羌族史》（合著），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1月 

3.《羌族简史》（合著），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年9月 

4.《民族学》，（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年1月 

5.《彝族古代史》（马长寿著，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 

6.《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主编），巴蜀书社1991年4月 

7.《彝族》（合著），（北京）民族出版社1993年11月 

8.《川东酉水土家》（合著），成都出版社1993年9月 

9.《李绍明民族学文选》，成都出版社1995年10月 

10. 李绍明、杜品光著《四川省志哲学社会科学志》第十七章《民族学》，四川科技出版社1998年

1月 

11.李绍明、钱安靖主编《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集成·土家族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6月

12.《三星堆与巴蜀文化》（主编），巴蜀书社1993年11月 

13.罗通达、刘子寿、李绍明主编《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法问题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 

14.《中国民族建筑·四川篇》（主编，《中国民族建筑》第一卷），江苏科技出版社1998年12月 

15.《羌族历史问题》（编著），阿坝州地方志编委会1998年8月 

16.周礼成、李绍明主编《民族立法的理论与实践》，四川民族出版社1999年4月 



17.孙怀阳、程贤敏主编，李绍明副主编《中国藏族人口与社会》，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年12月 

18.《夏禹文化研究》（主编），巴蜀书社2000年11月 

19.《四川省志·民族志》之《藏族篇》，四川民族出版社2000年12月 

20.《葛维汉民族学考古学论著》（整理），巴蜀书社2004年5月 

21.《20世纪四川全记录》（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 

22.《巴蜀民族史论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 

23. 李绍明、周伟洲等整理《凉山罗彝考察报告》（马长寿著），巴蜀书社2006年6 月 

24.《尔苏藏族研究》（主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12月 

25.《藏彝走廊民族历史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