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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徐松石，一位集教师、牧师和学者于一身的有识之士。他以一部((粤江流域人民史》开创了壮族研究
新局面，更以其身为汉人却以“藐躬有深浓的僮族血液流贯着，引为生平无上的荣耀”的精神感动了
无数的后来者。本书收集了2005年纪念壮学先驱徐松石诞辰105周年研讨会的所有文章，有对徐松石先
生学术生平、学术思想的介绍和评价，也有后来者在此领域的新探索，象征着壮族研究薪火相传，生
生不息。
壮学是近年来兴起的一门边缘学科，集民族学、历史学、经济学、宗教学、生态学等于一体。本书收
集了2005年纪念壮学先驱徐松石诞辰105周年研讨会的所有文章，有对徐松石先生学术生平、学术思想
的介绍和评价，也有后来者在此领域的新探索，象征着壮族研究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本书对研究壮
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目录
一
在“纪念壮学先驱徐松石诞辰105周年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
纪念壮学先驱徐松石先生
在纪念壮学先驱徐松石诞辰105周年暨《徐松石民族学文集》出版首发式上的讲话
二
缅怀我的伯父——徐松石
继承徐松石精神弘扬壮学
教师牧师学者徐松石
寻山百衲弊过海一杯轻——徐松石行迹考略
前瞻思维的硕果——纪念徐松石先生
沿着徐松石先生的足迹前行
纪念徐松石先生
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泰族僮族粤族考》的学术价值与时代意义
徐松石“地名考证法”及其对民族学的贡献
徐松石对铜鼓研究的贡献
试论徐松石在南方民族史研究的贡献
徐松石民族学研究方法论略
爱的信仰伴随他辛勤耕耘的一生——纪念徐松石诞辰105周年
热爱中华成就了徐松石
沿着徐松石壮泰民族关系研究的足迹——参加中泰合作的“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课题随笔
徐松石在瑶族研究上的成就
三
壮、傣二群体分化于南越时期索隐
壮族、苗族牛崇拜比较研究
嘹歌当哭——土司文化艺术三题
广西上林县唐代城址反映的土官土民生活
壮之“媒”——论壮族的绣球文化
蔗农与企业的社会经济角色分析——以宁明盆昌屯与宁明东亚糖业有限公司为例
西部国有大企业与壮族社会文化变迁——以广西平果县龙来村为例
阿洪王国考
小议糖的历史
四
审视壮族历史的异域眼光——读杰弗里巴洛《壮族：历史与文化的纵向研究》
边疆文化安全的新屏障——评郑超雄、覃芳《壮族历史文化的考古学研究》
壮族历史文化研究的又一力作——评《壮族历史文化的考古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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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在“纪念壮学先驱徐松石诞辰105周年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　　何龙群　　尊敬的
各位领导、各位学者、各位来宾：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纪念壮学先驱徐松石诞辰105周年
学术研讨会”。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广西民族学院全体师生对各位领导、各位学者、各位来宾的光临
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广西民族学院是一所有50多年历史的民族院校，现在15个二级学
院（教学部），41个本科专业，13个硕士学位点，1个国家外语非通用语种本科人才培养基地，2个自
治区级重点学科，1个自治区级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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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征途仆仆岁星频，僮泰萦思百感新。珠海狼滩温故梦，唐风汉月问前尘。山河带结三拖靖，夷夏
疆消五岭春。满地别情烟景绿，天涯原是一家人。

Page 5



《中国壮学-(第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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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