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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中国西南人类学论坛”在重庆举行

刘婷

2013-07-22 14:34:00   来源：云南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2013年6月28日～30日，云南社科院学者杨福泉副院长、李永祥研究员、刘婷副研究员受邀参加了由重庆大学人文社科高等

研究院在重庆大学主办的2013年“中国西南人类学论坛”。 

  2013年“中国西南人类学论坛”围绕近年来人类学、民族学发展的新动态，反思了业已取得的研究成果，探讨了学术研究新

时期出现的新概念和新命题，尤其是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创新及其现实性的关怀。 

  本次论坛从九个方面对西南人类学研究作了探讨：一、灾害与生态人类学；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族群文化变迁；三、西南

通道与学术思想；四、藏边社会与文化；五、跨境与西南族群关系；六、人类学田野与实践；七、医疗与传承；八、历史人类学

视野中的知识、记忆、宗教与政治；九、滇川藏“大三角”地区电影与社会变迁。二十一世纪之交的西南人类学，历经多次区域

性学术会议、特色课题的田野实践以及众多著述和刊物的推广，气象日新，势头迅猛。区域学术史回顾与反思向纵深发展，跨族

群、跨区域和跨国境学术视野的探讨方兴未艾，涉及族群和谐共生、发展与自然、人文环境保护、灾害机制的人类学应对、商业

化语境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境(东盟、东南亚)新思维等范畴。 

  杨福泉副院长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族群文化变迁专场中做主题发言：《略论丽江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做法、经验与存在的

问题》。发言论述了丽江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些做法和经验，比如建立健全保护法规和保护机构；加大投入，改善古城基础设施和

环境质量；统一收取和监控管理古城维护费，反哺文化的保护和发展；促进古城本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束河的保护和发展模

式。以及政府、企业和草根社区多元化的文化保护培训和传承方式，推动多渠道的国际文化交流和国际项目。同时，也论述了丽

江在文化保护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培养杰出的文化传人和民间艺术家方面存在的问题；如何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进行当代

文化创新和再创造的问题；丽江如何保护和传承好自己卓有个性和区域特点的文化，持续保持其文化旅游和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

展，以及古城原住民外迁和本土文化保护的问题等。 

  李永祥研究员与彭文斌教授在灾害与生态人类学专场中做主题发言：《中国灾害人类学研究述评》，对中国灾害人类学进行

了系统回顾和述评，认为中国灾害人类学有多重源头，如泥石流、灾荒史、石漠化等，但系统的灾害人类学研究源于汶川大地震

之后。同时还探讨了灾害人类学的研究视角、理论解释框架和方法论问题，认为多种灾害类型的研究，多学科多领域的视角，多

种研究方法论的使用是中国灾害人类学的发展趋势。该发言为中国灾害人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石。 

  刘婷副研究员以论文《培育民俗休闲产业提升少数民族生活品质——以云南石林县寺背后村为例》参会，在非物质文化遗产

与族群文化变迁专场中探讨了如何以休闲实现民俗文化事象活态传承的可能性。 

  会议期间，杨福泉副院长还对“跨境与西南族群关系”会议专题进行了评议。 

  本次论坛云集了业内较有造诣的专家学者，在二十一世纪(跨)区域为导向的中国人类学研究中，西南人类学不仅以广袤的西

南边疆地区历史，文化和政治经济为研究对象，同时也拥有基于地域特色的理论建树和方法论的探讨。学者们的发言既立足于本

土实践场域，又呈现出中、西、东南亚学术与地缘对话的特色，为中国人类学的区域化和国际化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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