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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永宁摩梭人婚姻家庭变迁研究》是反映云南民族大学学科建设成果的重要平台和汇集科学研究成果
的精品库，体现了科学研究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宗旨。
随着本书《永宁摩梭人婚姻家庭变迁研究》的陆续出版，云南民族大学致力于为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
会发展服务及促进民族团结与进步、社会和谐与稳定的优良传统将进一步得到发扬，学校作为社会思
想库与政府智库的作用将得到进一步的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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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柳，纳西族，云南省丽江市人，1974年出生。
毕业于云南大学民族学专业，获法学博士学位。
现为云南民族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民族文化与教育，近年致力于摩梭人研究。
在《民族文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思想战线》、《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学
术论文二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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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陈柳编著的《永宁摩梭人婚姻家庭变迁研究》把1950年以来永宁摩梭社会的历史分为土改以前的传统
时期、土改以后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市场经
济时期，分别描述了这三个历史时期摩梭人婚姻家庭的整体面貌．从而呈现了近60年来永宁摩梭人婚
姻家庭的变迁情况。
    笔者认为摩梭社会内部传统文化的力量与外部的国家力量不断冲击、交织与平衡，塑型了60年来摩
梭人婚姻家庭变迁的轨迹。
国家是变迁的主要力量，它通过行政体制、经济发展模式、意识形态等手段，推进和引导着摩梭人婚
姻家庭的变迁。
国家对摩梭村落管理模式的变化，决定了摩梭人婚姻家庭的指导性变迁、革命性变迁和涵化等不同模
式。
摩梭社会内部个体主体性的崛起则形成了传统婚姻家庭制度的内在张力，是变迁的重要动力。
    本书强调摩梭人家屋观念和家庭组织的独特性及其社会意义，认为摩梭家庭作为一个微型的社会自
组织，既有摩梭人个体生活实践的价值，又是摩梭文化独特性的重要源泉。
本书在个体一家庭一村落一国家的结构体系中把握摩梭家庭的内涵，强调家庭的社会文化意义，是少
数民族家庭研究的一个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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