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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部人文资源研究丛书”，是由国家重点课题“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课题组完成的
。
课题始于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的第二年，由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国艺术研究院具体牵头执行，并联合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以及西部地区各院校的许多学者共同参与。
有关“人文资源”的概念，是费孝通先生在课题立项时提出来的。
他指出：“人文资源是人类从最早的文明开始一点一点地积累、不断地延续和建造起来的。
它是人类的历史、人类的文化、人类的艺术，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财富。
人文资源虽然包括很广，但概括起来可以这么说：人类通过文化的创造，留下来的、可以供人类继续
发展的文化基础，就叫人文资源。
”也就是说，人文资源是人类的文化积累和文化创造，它不是今天才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而是自古
就有的。
但将其作为资源来认识，却是今天才有的。
资源并非完全客观的存在，当某种存在物没有同一定社会活动目标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它是远离人类
活动的自在之物，并非我们所论述的资源。
也就是说，如果人类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文化遗产，只是静态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甚至博物馆里
，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没有联系时，其只能称为遗产，不能称为资源，只有当它们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和
社会活动及社会的发展目标联系在一起后，才能被称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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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潘年英，侗族，1963年生于贵州天柱盘杠村。
在故乡生活17年。
1980年考入贵州民族学院，攻读汉语言文学专业，1984年毕业，分配至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工
作，从事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
1997年10月调入福建泉州黎明大学从教。
2003年7月到湖南科技大学任教。
现为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新闻系主任，湖南科技大学文
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潘年英教授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文学的人类学写作，主要代表作有《木楼人家》、《故乡信札》和《
伤心篱笆》等，其独特的叙事和书写风格为文学人类学的写作开辟了新的道路。
其主要结集出版的著作有：《民族·民俗·民间》（1994）、《百年高坡——黔中苗族的真实生活》
（1997）、《扶贫手记》（1997）、《文化与图像》（2001）、《黔东南山寨的原始图像》（2005）、
《雷公山下的苗家》（2005）、《保卫传统》（2005）、《在田野中自觉））（2005）、《走进音乐
天堂》（2007）、《长裙苗短裙苗》（2008）、《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本土经验》（2009）、《寨
头苗族风俗录》（2009）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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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高坡故事二、命在麻尾三、月亮山的牯脏节四、西江风俗琐记五、陪安妮去侗乡六、八月的榕江
七、程阳桥头人家的傩事八、短裙苗“情人节”亲历记九、梭戛实录十、夏日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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