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010086002

10位ISBN编号：7010086001

出版时间：2009-12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作者：杨志明

页数：23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研究》

内容概要

《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研究》内容简介：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进行文化哲学层次上的审视，既是解
决“世界历史”、交往“全球化”背景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所面临的矛盾及存续前景问题的需
要，也是促进强势民族与弱势民族
相互理解、尊重和协作，增进世界和平，以共同应对全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危机的需要，同时还是深化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研究、细化文化哲学并使之对少数民族的文化史和文化实践更具解释力、更有指导
性的需要。
在文化哲学层次上审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任务，就是从比较文化学的视角出发，以文化的共性
和个性、统一性和多样性问题为核心，运用内在于哲学的整体性、抽象性、反思性和理想性等方法，
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进行总体的、根本的存在论把握和发展论建构。这种层次上的文化哲学研究，既
要求有相当的概括性和思辨性，又要求有相当的具体性和实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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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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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旧石器时代的文化，云南同中国、世界其他地区一样，显示出高度的一致性。而新石器时代以后
，云南的文化便开始呈现出多样性。据学者研究，云南的新石器文化大致可以分为八种类型：　　
（1）滇池地区－石寨山类型，多有贝丘、螺壳分布，石器多系磨制，且以有肩、有段器形为特征，
有大量泥质红陶，从事农业，经营稻谷。　　（2）滇东北地区－闸心场类型，陶器多单耳、细颈平
底小瓶和单耳侈口罐，有部分表面打磨极为光亮的黑陶，石器多梯形磨光石锛，并有少量有段石锛。
　　（3）滇东南地区－小河洞类型，石器以磨制精细的有肩锛、靴形石锛和三角形石刀为代表，绝
大多数陶器为夹砂灰褐陶，有大量螺壳分布。　　（4）滇南地区一曼蚌囡类型，石器中除梯形石斧
外，还有大量的卵石打制网坠，陶器以夹砂灰陶为主。　　（5）金沙江中游地区一元谋大墩子类型
，圆柱体石斧、凿形光柄石锛和扁平石镞较为典型，陶器以夹砂灰褐陶为主，多罐、瓮一类平底深腹
大器，蚌刀数量大大超过石刀，断肢葬为云南其他地区所不见，除农业外，还经营畜牧和渔猎。　　
（6）洱海地区－马龙类型，陶器以夹砂陶为多，器形以圆底、带耳和带流器为主，石器以鸟翼形石
刀、开刃于“弓背”的半月石刀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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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好！写论文用的，这类书太少了！不错！虽然内容有些形而上，但是贵在专业
2、书很不错 图文并茂的 赞一个
3、要慢慢细读，研究文化。
4、凑合看吧，正学这个
5、热爱少数民族文化的朋友们值得看~ 谢谢当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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