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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壮族和汉族人中的闽南人、客家人、湖广人构成紫村族群的总体格局，紫村各族群以传统农业作
为主要的生活来源，大多数人温饱无忧，但是在迈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显得步履维艰。
《民生与民心：华南紫村壮汉族群的生存境况与精神世界》以“民生”指称民众的生存境况，以“民
心”统括人的精神世界，侧重从生活来源、生存压力、人生旅程揭示民生现状；从人格塑造、宗教信
仰、族群认同、文化精神描绘民心趋向，主要目的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和中国人类学的立场，充
分吸纳英语世界汉学人类学的理论方法，探寻自主建构中国人类学的路径，确立中国人类学致力于改
善民生和提升民心的价值取向，并就社会变迁的动力源泉、华南宗族的形态特点、中国人的情感表述
方式、壮汉族群的认同心理等理论问题对波特夫妇的广东省东莞市茶山镇调查作出回应，以此拓展华
南人类学研究的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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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覃德清，男，1963年7月生，广西柳江县人，壮族，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5年度人选
。
1998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获文化人类学专业博士学位。
现任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副院长，兼任华南民族文化研究所所长，壮学研究所所长。
主要从事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壮侗民族口传文化遗产、审美人类学、族群关系、民族认同与文化发
展等方面的教学、实地调查和理论研究。
先后承担四项国家级人文社科和教育规划研究课题，独著《审美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等。
在《文学评论》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4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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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紫村社会文化变迁的根基　　社会文化变迁是指社会组织、文化结构、文化功能、文化特
质由于内部的发现或发明、外部的借用或传播所引起的，表现为进步、退化、充实、变异、淡化、扬
弃、消歇等事象的变更，也包括一个民族生活方式发生的所有改变。
文化变迁的过程通常与文化的接触、创新、涵化、采借、适应、整合、趋同、重新解释、替代、解体
存在密切的关联，可分为主动变迁和被动变迁两种类型。
人类学借助历史复原法、剖面分析法、纵向研究法、研究一再研究法，探讨某个社区某些族群社会文
化变迁的实情。
社会文化变迁是永恒的，均衡、稳定、静止是相对的、暂时的，而任何变迁都离不开特定的生态环境
和社会历史背景，正是特定的自然条件制约着社会文化变迁的速率，正是不同外来文化源泉的驱动，
决定着社会文化结构运作的方向，也正是文化传播与涵化的不同效果，形成各个区域参差不齐的发展
水平。
　　紫村处在特定的时空坐标中，其独特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支撑着紫村社会文化的演进，并对紫
村诸族群的生存境况和精神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生与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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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