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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年鉴社编辑出版，2000年 8月第 1版。  

15．2001，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中国教育报》“学园”，2001，1，10。  

16．2001，民间故事：谁在讲谁在听——以廪君盐神故事为例，《民间文化》2001．1．  

17．2001，人类学关于环境与生活类型的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01．1．  

18．2001，居住模式与生育文化，《市场与人口分析》2001．2．  

19．2001，生育文化与宜昌经验，《治本之路》，中国人口出版社，2001年 5月。  

20．2001，民俗（含“概况”、“庙会”、“行”、“游戏”、“礼品”），《武汉年鉴（2001）》“社

会生活”，武汉年鉴社编辑出版，2001年 7月第 1版。  

21．2001，警惕及集体名义下的学术腐败，《光明日报》2001，8，16。  

22．2001，《艺术民俗学》评述，《民俗研究》2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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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001，对时间与空间、文本与生活的关注——萧放《〈荆楚岁时记〉研究》读后，《湖北

大学学报》2001．5．  

24．2001，对土家族文化的一点认识（代序），《社区历史与乡政村治》，民族出版社，2001

年 10月。  

25．2001，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相处之道——现代化问题与文化多样性，《世界民族》2001．6．  

26．2002，基督教礼仪文化的追索——读康志杰著《基督教的礼仪节日》，《江汉论坛》2002．2．  

27．2002，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土家族文化的发生学阐释》读后，《中南民族

大学学报》2002．2．  

28．2002，从《创世纪》说开去——谈谈中国各民族的人类起源神话，（台湾）《国文天地》

2002．4．  

29．2002，民俗（含“概况”、“电子贺年”、“公共空间·综合性娱乐场”、“公共空间·民俗

饮食文化街”），《武汉年鉴（2002）》“社会生活”，武汉年鉴社编辑出版，2002 年 7 月第 1

版。  

30．2002，人类家庭的文化透视，《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2002．4．  

31．2002，21 世纪前十年中国民族学面临的任务，《民族学论集——兰州 2001 民族学学术

研讨会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 5月。  

32．2002，生育文化与民俗心理学，《湖北大学学报》2002．3．  

33．2003，民俗（含“概况”、“电子贺年”、“公共空间·综合性娱乐场”、“公共空间·民俗

饮食文化街”），《武汉年鉴（2002）》“社会生活”，武汉年鉴社编辑出版，2002 年 7 月第 1

版。  

34．2003，人类生育、社会控制与文化心理氛围——从民族志材料出发对生育文化的讨论，

《民族研究》2003．3．  

35．2003，文化、文化结构与文化心理，《人文论丛》，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月。  

36．2003，中华民族的待老之道——从社会、文化、心理等层面展开的讨论，《民族学通报》，

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 12月。 

近 4年主持科研项目 

1 、湖北农村社区文化研究（湖北大学重点项目）  

2 、荆楚文化遗产与先进文化建设（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 十五 ” 规划基金项目）  

3 、英雄祖先与民族历史（台湾蒋基会，子项目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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