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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族学／人类学（Ethnology／Anthropology）学科是云南民族大学最具优势和特色的学科。该学
科人才荟萃，成果丰硕，可以说在全省乃至全国学术界均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近年来在费孝通先生
亲自创办的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指导和帮助下共建的省院省校合作“民族学重点学科”，
开展了对云南特有族群的较大规模调研，对新中国成立前云南著名的民族学／人类学田野点的追踪研
究，承办了教育部第四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暨国际学术会议，组织编撰并出版了“云南
民族文化史丛书”（共25本），参与了国家民委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的献礼图书《中国少
数民族》以及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的“云南民族文化知识丛书”（共28本）等重要书籍的编写工
作，既出成果又出人才，将整个学科建设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众所周知，“社会文化人类学
”（Socio—Cultural Anthropology）是民族学／人类学这个大学科中的核心分支学科，主要侧重研究人
类社会中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以传承文明、发掘各类有益的“地方性知识”（C1ifford
Geerts语）以及开阔人们的眼界为己任，以努力传播有利于增进世界上各个种族、各个民族、各个族
群及其各种社会文化之间相互了解的知识为职志，并进而为实现相互间和谐共处之目的服务。该学科
具有“全观性”（holistic）以及“透视性”（1）erspective）等特点，可以说是一门应用性极强的学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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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佤族木鼓的文化链接》内容简介：众所周知，“社会文化人类学”（Socio—Cultural Anthropology）
是民族学／人类学这个大学科中的核心分支学科，主要侧重研究人类社会中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文化
现象，以传承文明、发掘各类有益的“地方性知识”（C1ifford Geerts语）以及开阔人们的眼界为己任
，以努力传播有利于增进世界上各个种族、各个民族、各个族群及其各种社会文化之间相互了解的知
识为职志，并进而为实现相互间和谐共处之目的服务。该学科具有“全观性”（holistic）以及“透视
性”（1）erspective）等特点，可以说是一门应用性极强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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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可以说，佤族传统的鼓分为两类：一类是木鼓，另一类则是铜鼓。　　在我国有关铜鼓的研究中
从广度上讲这是一个很大的研究系列，有关研究的各种著述已非常丰厚。但铜鼓研究一般属于考古学
的范畴，就目前看似乎与笔者的研究关系不大，因此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多不涉及。但据笔者观察，木
鼓与铜鼓在佤族文化中属于两个子文化系统，就铜鼓而言，事实上人们认识它往往并非通过考古，而
是来自民间收藏。目前在境内，佤族百姓中保存的铜鼓已非常稀少，而在境外佤邦，为数不多的铜鼓
仍有私藏，老百姓视为传世之物。　　我国是世界上铜鼓保存最多的国家，主要保存在少数民族地区
。铜鼓铸造和使用的历史时期很长，流传的地区很广，使用的民族很多，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些地
区古代民族的经济文化生活和历史面貌。同我国邻近的东南亚国家也有铜鼓发现，因此，它又是古代
我国同东南亚各国人民之间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很早就引起了历史学、民族学和考古学界的关心和
重视。　　据初步调查，现藏于我国各级文物博物馆单位的古代铜鼓有一千三百六十多件；分散在少
数民族地区群众手中和埋藏在地下的铜鼓还有不少。我国也是记载铜鼓的历史文献最丰富的国家，从
《后汉书·马援传》开始，历代官、私著述涉及铜鼓的，不下一百种。而且，从很早的时候起，我国
学者就注意到搜集和研究铜鼓。唐代刘恂在《岭表录异》一书中已记录了在广西平南和广东茂名出土
铜鼓的情况。①宋代，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②、周去非的《岭外代答》③，都对广西出土的铜鼓
作了形象的描述。明清以来，有关地方的志书、野史也多有涉及。　　新中国成立后，有关学者主要
针对铜鼓做过下述几个方面的研究。　　1．铜鼓的起源。根据考古发掘，大多数学者认为很可能发
源于中国云南的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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