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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类学视野中的剑川白族民居》是第一本从人类学视野切八研究剑川白族民居的专著。

    剑川作为南方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交通枢纽，是保存白族传统文化最为完整的地区之一。
巴蜀文化、中原汉文化、吐蕃文化、南亚和东南亚文化等多元文化的交汇融合，造就了剑川白族发达
的物质文明和开放的人文精神。
剑川是全国白族人口比例最高的县份，其白族民居文化源远流长，可以上溯至距今5000多年的中国最
大水滨干栏式建筑群遗址——海门口文化遗址。
剑川白族民居保存着从明代、清代至民国时期完整的时间序列，剑川古城金华镇西门街明清古建筑群
被列为全国第六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剑川白族民居平面布局和空间构架丰富而多样化，显示了白族传统建筑技术的高度发展，在物质层
面、空间层面和精神层面上具有显著的特征与鲜明的个性，大量的名人故居使剑川白族民居具有浓厚
的人文主义色彩；剑川白族民居是白族地区独特的自然条件、环境因素、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与中原
汉族建筑优秀成果相结合的产物，从一个侧面凸显出白族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剑川白族民居深受茶马古道沿线繁荣的商贾文化之影响，反映了剑川白族的经济结构和发展脉络，并
极大地促进了白族传统工艺的传承和发展。
剑川白族民居的合院式布局和实用功能适应于一夫一妻制的传统父系大家庭，反映了浓厚的父权家庭
伦理意识和传统宗族制度思想。
同时，剑川白族建房习俗的本质是一种具有社会性的仪式，也是白族民居建筑技术和知识传承的重要
环节；与建房相关的禁忌则传递出白族的精神观念和情感思维。
剑川白族民居是白族宗教观念的载体，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本主崇拜、原始宗教、佛教
、道教等多元信仰体系在民居中达到高度融合。
剑川白族民居重视风水观念，实践儒家礼乐秩序和怡情思想，强调祈福与辟邪功能，是白族社会意识
和哲学观念的集中反映，揭示出白族传统文化中深层次的精神内核与实质：诗意地栖居，适情地生存
，以礼义来规范，用符号来表达，最终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剑川白族民居集各种建筑装饰手法之大成，其装饰艺术语言作为形式丰富、含义独特的符号，传递着
明快大方、细腻精致的白族美学精神。
在长期的文化变迁中，剑川白族民居与氐羌文化、中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与交往，并吸取了同一文
化区域先进的少数民族文化，形成了兼容并蓄的风格，对周边民族民居文化也产生了强大的辐射影响
。
通过与其他典型民居的比较研究，更能把握剑川白族民居在文化变迁中演变发展的特点。
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应对剑川白族民居进行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和适度开发，实现民居文化
遗产的可持续发展，这对于弘扬民族文化精神、维护民族文化多样性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人类学视野中的剑川白族民居》作者杨晓身上充分体现出勤劳、进取的民族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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