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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概况

发布时间： 2012-03-25 浏览次数： 1719

【贵州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本所成立于2005年11月，校直属，从事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本所成员是民族学硕士点教学科研的主要

力量，这里聚集着一批有志于学术研究的同道。

所长：杨志强   副所长：刘锋、曹端波

成员：刘锋博士（云南大学）、 曹端波博士（云南大学）、 杨志强博士（日本东京）、梅其君博士（东北大学）、 何景明博士（英

国剑桥）、何茂莉博士（兰州大学）、尤小菊博士（中央民族大学）

经过四年的累积，人类学研究所不断发展壮大，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发展思路和方向。当前，本所正沿着自己的学科规划和学科建设

的总体目标稳健前行，为建立博士点和国家重点研究基地，大力培养人才尤其是本土研究人才，实现良好的研究氛围和形成完整有力的研

究梯队不断努力着。基于本所的远景规划和发展并结合自己的研究优势，在今后五年内我们拟在以下三个方向进行重点突破，力求形成自

己的研究特色：（1）族群边界、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2）旅游人类学视野中的民族旅游开发与遗产保护研究 、（3）当代少数民族农

村的社会变迁。同时，设立《文化人类学高级讲座系列》从2009年开始，拟每月一次，邀请中国及世界各地著名人类学研究者，每次一

人，面向学校及省内学者及研究生举办系列讲座。此讲座具体由杨志强博士负责组织实施。拟用十年时间，建立分布于全省的三十个长期

固定的田野调查基地。力争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社会中，都建立有进行长期观察研究的田野调查基地。

目前，本所正在研究的课题有：

（1）国家权力运作与民族社会发展（刘锋）

（2）少数民族农村土地制度的研究（曹端波）

（3）旅游人类学与贵州旅游开发研究（何景明）

（4）近代国家体制下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杨志强）

（5）现代科技与民族社会的变迁（梅其君）

（6）民族文化遗产研究（尤小菊）

上述研究课题，分别以专著、论文或调查报告的成果形式发表、出版。

 

以下为本所成员部分科研成果：

刘锋

一、论文

1、《试论汉译苗中的直译与意译的问题》，《苗学研究》（一），贵州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

2、《苗语中的汉语借词要规范化》，《贵州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

3、《谈谈汉语文的苗文翻译》，《民族工作》，1990年第2-3期合刊。

4、《从江县地名谈》，《黔东南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

5、《苗语生态与苗文字的统一》，《黔东南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

6、《苗语状词在汉译苗中的运用》，《贵州民族研究》，1991年第4期。

7、《反切表意文字的初步研究》，《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该文转载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93年第5

期。

8、《反切表意文字是汉藏语系诸语言的新一代理想文字》，1993年第1期。该文转载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93年第6

期。

9、《苗族传统集市在当代市场中的价值》，《贵州省少数民族经济研究》第8集，1993年12月。

10、《数词与苗歌》，《苗语文集》，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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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古驿苗寨话"烧灵"》，《苗学研究》（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2、《苗语地名的文化内涵发微》，《苗学研究》（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3、《对当代"原始农业"的再认识》，《中国农史》，1995年第1期。获贵州省第三次社科优秀成果评奖四等奖

14、《民族教育困境的实质》，《怀化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

15、《<苗语古音构拟>补正：以甲定点为例》，《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4期。该文被Colby Information Center of Science

and Cultures收录。

16、《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实质及其操作释解》，《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该文转载于《高校文摘》，1999年第3期。

17、《关于发展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思考》，《民族教育》，2001年第3期。

18、《苗族交鱼纹图案象征意义剖析》，《吉首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19、《云南丘北县冬瓜寨苗族服饰纹样制作工艺调查》，尹绍亭主编《田野调查报告》（中、老、泰、越苗族/蒙人服饰制作传统技

艺传承国际研习班），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0、《文化重构犹如凤凰涅槃：论传统文化利用的难点及化解手段》，方铁主编《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

版。

21、《历史民族学多学科整合研究规范的初步探索》，《思想战线》，2002年第1期。转载《高校文摘》2002年第2期。

22、《历史民族志研究方法探讨：以〈百苗图〉整理为例》，《贵州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

23、《历史人类学与相关学科对话》，周大鸣主编《二十一世纪人类学》，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

24、《从〈百苗图〉所载婚俗看婚姻自由》，周大鸣主编《二十一世纪人类学》，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

25、《启动族际制衡是落实退耕还牧政策的关键》，《贵州民族研究》2003年第1期。

26、《论文化适应的双重性与调适取向的多样性》，《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27、《古今“杨黄”异同考》，《贵州世居民族研究》，贵州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

28、《论婚姻理论歧义性之由来》，《吉首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29、《婚姻的理论建构与遮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5期，第77页～88页。

30、《人类学理论的批判、反思与自觉》，《民族研究》2007年第2期。

31、《民族调查与民族学之关系及其理论预设》，《苗侗文坛》，2007年总第49期，第104页～116页。

32、《试论婚姻的本质》，《贵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第66页～68页。

33、《清代玉米推广栽培对湘西种植业的影响》，《湖南农业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第104页～106页。

34、《清代番薯引种栽培对湘西种植业的影响》，《湖南农机》，2007年第3期，第35页—37页。

35、《“鬼蛊”的想象与建构：以黔东南苗族聚居区为中心的考察》，《思想战线》2007年第5期，第9页～15页。

36、《不同视野中的历史与民族主义关系：霍布斯鲍姆与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的差异》，《贵州社会科学》2008第1期，第

69页～72页。

37、《苗族婚姻制度变迁六十年》，《民族研究》2009年第2期，第38页～46页。

二、著作

1、《民族调查通论》，贵州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40余万字），独著。

2、《〈百苗图〉疏证》，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30余万字)，独著。

3、《人类学的理论预设与建构》，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6月版（28万字），合著。

 三、主编论文集

《文化与田野》，贵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四、调查报告

1、《贵州省岑巩县注溪乡岑王村老屋基喜傩神调查报告》，台湾财团法人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出版，1995-10-00，30万字，合

著。

2、《贵州省晴隆县中营镇新光村硝硐苗族庆坛调查报告》，台湾财团法人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出版，1996-06-00，40万字，合

著。

3、《贵州省黎平县永从乡侗族九龙村寨调查》，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48万字，主编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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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题

1、非经济因素对民族教育的制约作用分析，鉴定验收合格，1994-07-05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主持人。

2、经济转型条件下民族地区义务教育体制的模式研究，鉴定验收合格1997-12-19贵州省教委 主持人。

3、武陵山区民族社会经济发展与多元文化互动研究，湖南省社科联1999-2000，主持人。

4、《百苗图》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2001年，批准号：01BMZ007，李汉林主持，本人为主要参与者之一。

5、全国民族村调查：侗族调查，2003年—2004年，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云南大学211工程建设，子项目组组

长。

6、苗族调查基地，2004年—2005年，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云南大学211工程建设，子项目组组长。

7、晚清以来地方文化资源与乡村权力运作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 2006年，批准号:06BMC026,主持人。

 

曹端波

一、论文

1、《苗族文化的社会控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1月，第1期，

2、《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社会分层与层级婚》，《思想战线》，2008年9月，第5期

3、《旅游发展中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开发》，《贵州社会科学》，2008年1月，第1期

4、《生态现代化与和谐社会的建构》，《青海民族研究》，2008年7月，第3期

5、《人的发展与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8年6月，第3期

6、《侗族“萨岁”崇拜浅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10月，第10期

 

二、专著

《民族文化与社会发展》，贵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

 

杨志强

一、论文

1、「中華民族と炎黄子孫――近代中国国民統合の言説について」、日本慶応大学《社会学研究纪要》64号，2007年，慶応大学东亚

研究所。

2、「“苗女”の論争及びその背景――80年代初期苗民族意识的“觉醒”現象について」，日本《中国研究月报》2002年9期，日本

中国研究所。

3、《鸟居龙藏的苗族观—近代民族集团的展开过程》，《贵州社会科学》2008年2期。

二、口头发表

1、2006年12月8日，日本首都大学社会人类学研究会专题讲座。题目：“近代民族集团的形成过程—以中国苗族为例”

2、2006年12月13日，日本庆应大学人类学研究会讲演，题目：“中国苗族的形成与民族自我认同意识内核”。参见：

http://keioanthropology.fc2web.com/jinruiken.htm　

3、2007年2月21日，日本神奈川大学人文学会，题目：“地方志记录中的非汉系族群形象”。参见http://human.kanagawa-

u.ac.jp/gakkai/info/index.html

4、2008年8月2日，日本上智大学·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五届纪念新渡部国际研讨会”主题发言。参考　

http://www.sophia.ac.jp/J/news.nsf/Content/eu_prog_0708。

何景明

一、论文

1、Rural Tourism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Nongjiale in the Chengdu Metropolitan Area. Mounta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04/3.（SCI收录）

2、Systematic Analysis on Factors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Journal of Wuhan University, 2003/3.

3、Sustainable Rural Tourism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P. R. China.

Chengdu: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e Mountain Areas of China, 2002.

4、 城市郊区乡村旅游发展影响因素研究——以成都市农家乐为例，地域研究与开发，2006/6.

http://keioanthropology.fc2web.com/jinruik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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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农家乐”发展中政府的“缺位”与“越位”.旅游学刊，2006/3.

6、成都“农家乐”的案例研究——兼论我国城市郊区乡村旅游的发展.旅游学刊，2005/6.

7、中外乡村旅游研究：对比、反思和瞻望. 农村经济，2005/1.

8、国内乡村旅游研究：蓬勃发展而有待深入. 旅游学刊，2004/1.

9、国外乡村旅游研究述评. 旅游学刊，2003/1.

10、四川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旅游开发与贫困缓解. 山地学报，2003/4.

11、农业旅游开发对农村的影响分析.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4/第14卷总第76期.

12、山区旅游资源与旅游业发展研究. 广西社会科学，2004/1.

13、观光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农村经济，2004/6.

14、水土保持效益评价与社会进步. 水土保持学报, 2003/3.

15、关于“乡村旅游”概念的探讨.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5.

16、论重庆城市发展战略的区域整合. 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7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地理，1997/10全文转载。

17、主导产业选择基准的探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1998/3全文转载。

18、浅析音像出版社的经营策略，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

19、重庆工业结构合理化问题探讨，重庆发展谋略，1998/总第16期。

20、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世界地理研究，1996/2。

 二、著作

《旅游社会学研究》（合著），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三、主持项目

1、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信息化建设项目规划，湖北省信息产业厅。

2、乡村旅游发展研究，国家留学基金全额资助项目。

3、城郊型乡村旅游发展的模式和策略研究，湖北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项目。4、成都市农家旅游可持续发展策略研

究，成都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项目。

 四、获奖情况

1998年论文“论重庆城市发展战略的区域整合”获重庆市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奖。

 

何茂莉

一、论文

1、《美学研究的误区》《山西青年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1期

2、《大学生自愿性失业的文化人类学分析》《贵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3期

3、《苗族口承文艺与巫文化的文化人类学研究》《贵州社会科学》（核心期刊）2006年4期

4、《非主体民族的心理认同保持》《兰州大学学报》（核心期刊）2008年1期

5、《苗族口承文艺与家园意识的文化人类学研究》《贵州社会科学》（核心期刊）2008年8期

                                                               

二、专著

《传承与现代——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大学》民族出版社（2006年10月）30万字

 国家人文社科权威出版社

 

三、科研项目

（1）《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少数民族文化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办2008年度

（2）《贵州大学学生就业力研究》贵州大学 2007年度

 



2018/12/10 贵州大学贵州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概况

http://gia.gzu.edu.cn/2011/0210/c5959a41962/page.htm 5/5

四、博士论文

  《来自民俗的创作与阅读——苗族口承文艺的文化人类学研究》

 

尤小菊

1、2002年与张海洋教授合写《台湾民族格局及其变动轨迹》并收入《中国民族志》一书（中央民族出版社，2004）。该书于2006

年获“国家民委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著作三等奖。

2、2002年参与“全国公开选拔党政干部领导考试大纲（民族类）通用试题库建设”课题

3、2003年7月-8月，参加国家教育部课题“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文化资源与旅游开发”，撰写《黄姚古镇》文化艺术部分章节（中央

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

4、撰写《旅游开发中的文化资源产权问题研究》一文，收入陈理教授主编的《民族历史文化资源与旅游开发》一书（中央民族大学

出版社，2007年）

5、硕士学位论文《黄姚故事——从古镇旅游开发看文化资源产权问题》一文收入张海洋教授和杨筑慧教授主编《发展的故事》一书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

6、撰写《民族文化村寨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一文，收入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第二届研究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7、2008年7月至10月，以专家组成员身份参加香港乐施会“农民工城乡循环流动干预行动研究”项目，分别于贵阳市、惠水县、织

金县三地调查，完成项目总报告《农民工城乡循环流动干预研究项目总报告》

8、张庆宁、尤小菊《试论生态博物馆本土化及其实践困境》，《理论月刊》，2009（5）（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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