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类学学会２０１８年学术年会综述

罗 婷

由中国人类学学会主办、广西师范大学承办的中国人类学学会２０１８年学术年会，于２０１８
年１１月２６－２８日在广西师范大学召开。本次学术年会的主题为“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人类

学的发展与展望”，旨在回顾四十年发展历程，展望未来，共商中国人类学事业的合作与发展，
并就体质、语言、文化等人类学分支学科进行专题报告和研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藏学研

究中心、云南民族研究所、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兰州大学、西南大学、中国

地质大学（武汉）、黑龙江大学、江苏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大学、中南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云
南财经大学、锦州医科大学、贵州师范学院、河西学院、右江民族医学院、贺州学院、黔南民族医

学高等专科学校、贵州日报社等多所高校、科研机构和媒体的８０余位专家学者同仁参加会议。
开幕式由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刘祥学教授主持，中国人类学学会会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郝时远研究员，广西师范大学副校长孙杰远教授，中国人类学学会副

会长兼秘书长、厦门大学邓晓华教授分别致辞。此次年会时值中国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广西壮

族自治区成立６０周年，对中国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会议分为四场，２０多位学者

做了主题报告。报告主要分以下几个专题。

１．“共同体的中国理念与实践”专题。郝时远基于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视角，分析了“共同体”的概念既可以指内政之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也可以指外交范畴的人类

命运共同体。他认为，“尊重差异、缩小差距”是实现我国民族地区之间文化及经济共生共荣的

解决之道，共商共建共享机制的“一带一路”新愿景是目前国际社会推进全球化、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最佳选择，中国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成就决定着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进程。杨文炯从费孝通先生“多元一体”理论出发，理解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话语，论述了人类

学的“中国话语”缘起，以及“多元一体”思想下“中国三位一体理论体系”“中国话语与世界之

用”的现代价值，认为费孝通的文化自觉思想应该成为每个现代民族国家的理性选择，成为全

球化时代人类社会的“公共理性”。赵利生论述了精神社区的概念基础、概念界定、现实类型、
现实意义，提出社区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真正本质是社区精神，在此基础上才能逐步发展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地域生活共同体，进而在“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中共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

的精神家园乃至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

２．“回顾、发展与展望”专题。陈刚回顾了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人类学在学科恢复、研
究内容、研究机构、民间学会、国际交流等方面的发展历程，就中国人类学与世界人类学，尤其

是美国人类学进行了比较研究，详述了中国人类学在诸多方面为世界人类学做出的突出贡献。
杨德睿对１３所大学开设人类学、民族学专业的研究生课程进行分类总结，从学科分支日益分

离的利弊、不同学科背景生源培养、文化人类学独立自主的学科特点、人类学的中国研究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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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应用人类学新领域增长、“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海外研究愿景等方面为切入点引出相

关思考，理性审视了当下中国人类学民族学课程的设置和未来走向。李天雪回顾了桂林文化

旅游融合的发展历程，提出不忘本来、保护为主，深入挖掘城市文化，吸引外来，借船出海，持续

寻找城市文化的力量，面向未来，纵深推进，一本蓝图绘到底的前景展望。李晓明回顾了南岭

走廊人类学博物馆的创建历程，并从高校人类学民族学博物馆建设的意义、团队创立、经费筹

措、办馆理念、营运管理、展陈质量、科研水平等方面进行了反思。

３．“体质人类学”专题。金力从表型组学的定义、特征和研究策略，以及国际人类表型组协

作组（ＩＨＰＣ）等方面论述了体质人类学研究的发展历程，介绍了共享列队资源、贯通宏观微观

的总体研究思路，并通过连续测量人群表型和环境因子来解析人群表型组形成的规律。黄秀

峰选取环江、宜州、独山、三都、荔波、都匀、南丹七个地方的水族特定成年人群作为研究对象，
采取测量体成分、骨密度、头面部特征、体部特征并采集血液样本、提取ＤＮＡ、进行基因分型等

方式，揭示了水族人群与中国西南地区侗傣族人群具有遗传上的相似性。宾晓芸以广西仫佬

族４５岁以上特定人群为研究对象，以建立该民族族体成分基本数据、了解该民族骨密度水平、
阐明骨密度与瘦素受体多样性的相关性、预防低骨量的发生为研究目标，关注了仫佬族中老年

人群骨密度随年龄增长逐渐降低问题。谢雄健分析了广西红水河流域民众在参与“打扁担”
“会鼓”“舞狮”等传统体育过程中所展现出的族群认同，进而探讨对体育实践的意义。

４．“语言人类学”专题。周庆生从跨界移民群体进入新居住国后的语言适应视角，就“顺外

弃内－语言同化”“顺外传内－语言传承”“隔外存内－语言隔阂”三种模式做理论探索，并以吉

尔吉斯斯坦东干族语言适应为例，阐述了跨境移民语言适应－传承的构建模式。赵阿平从满

通古斯语言的研究价值与社会意义、研究对象与主要内容、研究重点与难点、研究突破与创新

等方面对中国满通古斯语言语料库建设及研究进行了全面阐述，认为满通古斯语言口语是满

通古斯语言人类学及相关学科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和活化石，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５．“文化人类学”专题。廖国一以“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京族文化的保护与跨国交流合作

为主题，结合广西独特的区位条件，论述了广西京族概况、文化保护传承、跨国交流合作等现

状，并相应提出了京族文化保护与跨国交流合作的对策建议。刘宝俊以《郭店楚墓竹简》《上海

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中“心”符文字为背景，并以“忎”（仁）字为例，探

讨了文字所反映的古代学术思想和社会现象。李勤结合西双版纳勐腊的调查情况，讨论社会

转型背景下哈尼族男性择偶难问题。田红云对黔东北民族地区还傩愿中献祭的表述、功能、转
换问题进行讨论。刘茂昌介绍了裕固族的族源、人口、地理分布，论述了裕固族民间祭鄂博、婚
礼文化事项中数字“３”的含义。蒋海军介绍了茅台祭酒节祭祀仪式，并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对

茅台的发展进行了深度思考。何乃柱以广州麓景路为例对在华非洲裔族群的城市融入困境与

社会组织的介入进行研讨。杨晓纯阐释了西藏穆斯林族称概念，认为“卡契”“藏回”二词本身

具有多重含义，其所指的族群边界在不断变化，由此增加了西藏穆斯林族群身份社会定义与自

我认同的复杂性。
郝时远做会议总结，认为此次会议体现了人类学在方法和对象上的多元化，为跨学科研究

提供了良好的互动交流平台，他希望人类学研究者能够继续开阔研究视野、精研学术。闭幕式

由邓晓华主持。
（作者罗婷，女，厦门大学人类与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地址：福建省厦门市，邮编３１０００５）

〔责任编辑 刘海涛〕

３３１

中国人类学学会２０１８年学术年会综述　



Ｊｕｒｃｈｅ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Ｗｉｌｄ　Ｊｕｒｃｈｅｎｓ；Ｈａｉｘｉ　Ｊｕｒｃｈｅｎｓ；ｗｅｉ－ｓｕｏ；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ｅｄｉｃｔｓ．

Ｃｌａ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Ｅｉｇｈｔ　Ｂａｎｎｅｒｓ　Ｎｉｒｕ：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ｎｃｈｕ　Ｔｅｍｇｅｔｕ　Ｂｉｔｈｅ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Ｎ．Ｈａｓｉｂａｇｅｎ（１０４）………………………………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ｉｔ　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ａｎｃｈｕ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ｏｆ　１１

ｐｉｅｃｅｓ　ｏｆ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Ｅｉｇｈｔ　Ｂａｎｎｅｒｓ　Ｎｉｒｕ’ｓ（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　ｏｆ　Ｅｉｇｈｔ　Ｂａｎｎｅｒ）
ｔｅｍｇｅｔｕ　ｂｉｔｈｅ（Ｃｈ．ｙｉｎｚｈｏｕ 印 轴，ｌｉｔｅｒａｌｌｙ，ｐｒｉｎｔｅｄ　ｓｃｒｏｌｌ）ａｎｄ　ｍｕｋūｎ （ｃｌａｎ）ｌｅａｄｅｒ’ｓ
ｔｅｍｇｅｔｕ　ｂｉｔｈｅ　ｈａｖｅ　ｎｏｔ　ｂｅｅｎ　ｕｓｅｄ　ｂ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ｓｅ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ａ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　ｒｅｓｏｌ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Ｅｉｇｈｔ
Ｂａｎｎｅｒｓ，ｓｏｍｅ　ｄｅｔａｉ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ｋū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Ｅｉｇｈｔ　Ｂａｎｎｅｒｓ　Ｎｉｒｕ　ｉｎ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ｄ．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ｍａｉｎｌｙ　ｕｓｅｓ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ｔｅｍｇｅｔｕ　ｂｉｔｈｅ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ｌａ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ｓｕｐｐｏｒｔ，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Ｎｉｒｕ　ａｎｄ　ｇａｒ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Ｅｉｇｈｔ　Ｂａｎｎｅｒｓ．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ｃｏｕｒ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Ｙｏｎｇｚｈｅｎｇ雍正ａｎｄ　Ｑｉａｎｌｏｎｇ乾隆ｐｅｒｉｏｄｓ，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ａ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　Ｂａｎｎｅｒ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Ｎｉｒｕ　ｗｈｉ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　Ｂａｎｎｅｒｓ，ｔｈｅ　ｃｌａ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ｒｉｂａｌ
ｅｒａ　ｗｅ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ｐｌａｙｉｎｇ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ｌａ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Ｅｉｇｈｔ　Ｂａｎｎｅｒｓ　Ｎｉｒｕ；Ｎｉｒｕ　ｔｅｍｇｅｔｕ　ｂｉｔｈｅ；
ｍｕｋūｎ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ｔｅｍｇｅｔｕ　ｂｉｔｈｅ．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ｉ　Ｙｏｎｇｘｉａｎｇ（１１８）…………………………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ｆｔｅｒ　ａ　ｌｏ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ｃｏｖｅｒｓ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ｓ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ｆｏｒｅｓ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ｃｈａｎｇｅ，ｗａｔｅｒ　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ｉｍａｌ
ｈｕｓｂａｎｄｒｙ，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ｌｙ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ＧＭＯ），ａｎｄ　ｈｏｍｅｌ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Ｗｉｔｈ　ｈｕｍａｎ’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ｈａｓ　ｓｔｅｐｐｅｄ　ｉｎｔｏ　ａ　ｎ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ｏｆ　ｐｏｓ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ｉｓｍ．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ｆｒｏｍ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ｔｏ　ｐｏｓ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ｉ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ｕｃｈ　ａｓ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ａｌｓｏ　ｕｓｅｆｕ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ｐｏｓ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１０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ａｂｏｕｔ　Ｅｔｈｎ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１４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ｙ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ｈｏ　Ｓｔｕｄｙ　Ｅｔｈｎ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Ｄｏｎｇ　Ｑｉａｎｇ，Ｚｈａｎｇ　Ｙｏｕｊｉａ　ａｎｄ　Ｗａｎｇｙａｏ（１２９）……………………………………

Ａ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２０１８ Ｌｕｏ　Ｔｉｎｇ（１３２）………………………………………………………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１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Ｆｏｒｕｍ　ｏｆ　Ｅｔｈｎ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ｏｍｍｏｎ　Ｈｏｍｅｌａｎｄ，Ｒｕｒａｌ　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ａｎｇ　Ｍｅｉｙ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Ｊｕｅ（１３４）……………………………………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Ｃｏｌｌｏｑｕｉｕｍ　ｏｎ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Ｍｕｌｔｉｅｔｈｎｉｃ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Ｘｉａｏ　Ｃｈａｏｙｕ（１３６）…………

２４１

Ｅｔｈｎ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Ｎｏ．４，２０１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