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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崖田野上的华夏魂》

内容概要

这部颇具拓荒意义与收藏价值的原创长篇专著，是在跨越40年田野调研丰厚积累并搜集、阅读大量相
关文字资料的基础上，以中华文明为背景，参照广府文化特点而耗8年心血熬成的学术精品，也是第
一部由海南籍学者撰写的、系统地解析故园乡土社会的力作。作者1986年才从海南调到广州。他从外
省审察其家乡，看得更全面透彻；材料丰富生动，论点尤具创意；为深入解读华夏文明尤其是海南地
域文化，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与新颖的理念。
全书共60万字，配600张图片，大32开本，800多页。它着重研究、论述的古崖州文化圈(今三亚市及乐
东县沿海一带）位于海南岛的最南端，聚居着省内所有的少数民族——黎族、苗族、回族以及汉族
的6个方言群。书分六章，从六个方面深入细微地审察、剖析和揭示了这里乡土社会的复杂结构及种
种事像。内容涉及地理、历史、民族、族群、政治经济、民生状态、人际关系、人天关系等各个领域
、多种学科。其中穿插着生动有趣又别具特色的风物民情、乡规俚俗、歌谣传说、地方掌故、方言逸
闻以及家族和个人经历，特别注重相关案例的真实性、现场感与细节描写，使这一少数民族地区壮观
的社会图景平添了浓郁的生活气息与鲜明的个性色彩。作者从全新的切入点追根溯源、认真考证了黎
族5个方言群和苗族、回族、汉化之前的疍民以及汉族6个方言群的来历，有不少新内容补充了前辈学
者在这方面的不足，或纠正其谬误；对黎族与汉族的接触、交往与共生，特别是这两个民族在经济上
的互补，都作了生动而详尽的描述；而此中不少内容是前人未曾涉及过的。最后一章《天人之际》更
以大量事实阐述了当地环保问题的紧迫与严峻，并提出了不少具体可行的宝贵建议。书中展示了许多
价值颇高的、通过艰苦调查才获得的第一手材料，大量事像均为首次披露。本书着重发掘了蕴藏于民
间的各种珍贵的“软实力”资源，即精神资源。在写人际关系的《仪礼纲常》一章里，这些资源描述
得尤其充分。还注意把研究对象置于华夏历史文化的宏大背景下进行深入解剖，笔锋触及琼南乡土社
会底层的各个角落；相关田野图像既具有浓郁的地方特点，又钤着深刻的中国印记。解剖的虽是一个
小地方,而展示的却是中华文明的千秋长卷。作者创造性地把人的存在总和分解为“物质社会”、“精
神文化”、“伦理人格”三个密切相关又各自独立的基本序列，又从每个序列中分解出若干既互联又
自主的要素，从而建构起有个人特色的一套微观社会学体系与理论框架；而本书主要论述的则是“物
质社会”这一部分。它填补了该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学研究的空白，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推动
地方的物质、精神和制度三种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为建构和谐的社会环境与和谐的生态系统，提供
了许多鲜活的素材和现实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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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本书作者张跃虎别名林寂。男；汉族。海南乐东人。出版专业编审（正高）职称。少年母丧父病，衣
食艰难;乃发愤攻书，吟诗自娱。1964年由初中考上师范；次年作文挨批而下黎寨参与“四清”，顺此
学会黎语并开始采风。“文革”十载摧残，矢志不移。1970年初涉人类学领域。1972年起在省级以上
报刊发表作品，涵盖新诗、古体诗、散文诗、对联、歌词、民谣、传说、散文、报告文学、小说、评
论及歌舞剧等十几种体裁。旁及民间文学、民俗学、人类学与社会学探究，刊出不乏真知灼见之文论
多篇；有两篇分别于1983、1988年入选全国学术年会。出版黎歌汉译集《五指山风》、散文集《月亮
雨》；前者获广东鲁迅文艺奖、全国民间文学作品二等奖。担当主要责编的大型文献图书《新中国大
博览》被评为全国优秀畅销书，获广东第三届优秀图书一等奖。做过农民、教师、歌舞团创作员、文
化局干部、文联秘书、党报副刊编辑及记者、杂志编辑部主任、出版社文艺室主任。业余爱好美术、
书法、篆刻、音乐。兼具诗人之浪漫热诚、学者之严谨博识。是来于草根阶层的、自学成才的社会学
、民俗学、人类学专家。

Page 3



《珠崖田野上的华夏魂》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