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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使中国广大的西部地区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社会—文化上越来越受到全球事件
的影响。
然而这些年来，我们经常讲全球化和市场化，很少讲本土化和区域化，虽然也提中国特色，但实际上
没有强调地方特色，因此在发展过程中对很多地方的潜在优势和可能性没有给予充分关注。

从社会—文化角度来看，全球化既是世界一体化理论和实践反思的结果，也是从新的角度推动世界向
更合理方向发展的可能性的开端。
在这个过程中，在更具整体性的社会—文化视角下，与经济全球化互动所产生的地方全面协调发展的
经验尤其值得关注。

《本土全球化——当代中国西部的社会文化变迁》不想简单地从经济角度来谈全球化对中国西部的影
响，而将重点关注我国后发地区(主要是西部地区)在全球化挑战中在社会—文化上选择怎样的策略与
实践，并试图分析地方政府、地方社会组织、当地居民、流动人口等各种因素对后发地区的社会—文
化变迁所产生的影响，新的科学发展理念在地方层面的贯彻实施将如何受到全球化的影响，以及当地
居民是如何重新利用或整合地方社区的公共社会资源(制度、习俗)的。

 《本土全球化——当代中国西部的社会文化变迁》由黄平担任执行主编。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本土全球化>>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形象和文化自觉
  第一节  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
  第二节  西方人对西藏形象的建构
  第三节  文化自觉与中国国家形象的重建
  第四节  文化自觉与香格里拉的新解读、新形象
第二章  香格里拉的人间烟火——吉迪、车轴村民的本土资源、生计展开及其与全球化的互动
  第一节  全球化的社会维度：在地社区研究的重要意义
  第二节  全球化的斜风细雨与惜归：从香格里拉出发
  第三节  转动的车轴：地方社区孕育全球化的方式
  第四节  经济全球化与社区自主发展：资源的视角
  第五节  新的全球化风景：香格里拉的社会涵义
第三章  劳动力流动背景下西部民族地区的社会和谐问题——以云南省迪庆州为例
  第一节  劳动力流动并不必然导致民族或群体冲突
  第二节  为什么迪庆能够保持民族和谐?
  第三节  经济共赢是迪庆社会和谐的基础
  第四节  多民族杂居和共生为迪庆的稳定提供了条件
  第五节  保障民族和谐的社会机制
  第六节  启示和探讨
第四章  布伦村：转型中的高原藏族村寨
  第一节  布伦村的经济转型
  第二节  布伦村的社会文化变迁
  第三节  政府主导、专家帮助下的生态资源、民族文化保护开发
第五章  转型与变迁中的玉湖村
  第一节  曲折发展中的玉湖
  第二节  希望的曙光：生态旅游合作社
  第三节  玉湖的新发展及反思
第六章  国际合作背景下的中国西部乡村发展实验研究——实践  发现  讨论
  第一节  VOD项目概况
  第二节  四省VOD项目情况综述——各方看法
  第三节  主要发现与问题分析
  第四节  基于调查的探讨
  第五节  未来研究议题与工作建议
第七章  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
  第一节  文化自觉先行：人文社会科学的內省与多样现代性的呈现
  第二节  全球化的冲动与乡土中国的复归
  第三节  可能的切入点与当务之急：乡土中国与文化戮力
结论
附录一  加快城镇建设步伐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
附录二  按“和谐、生态、特色”的理念构建香格里拉城市
附录三  论藏传佛教与迪庆社会的稳定
附录四  六月的惜归：云南中甸高原藏村社会调查剪辑
后记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本土全球化>>

章节摘录

　　二、20世纪以来西藏形象的香格里拉神话　　鸦片战争以来，西藏作为中国西南的天然屏障和门
户，因为其特殊的地缘政治优势，成了西方侵略者不断探险、入侵、争夺的对象。
1904年，英国入侵者在荣赫鹏上校的率领下踢开了西藏的神秘大门。
虽然，西藏大门的强行打开，为西方近距离观察西藏提供了更多的机会，然而，近距离的观察似乎没
有让西方对真实的西藏了解更多；相反，一股神化西藏的潮流却在20世纪逐渐滋长。
　　1927年，《西藏死亡书》在西方的出版将西藏的神话化推进到一个新高度。
《西藏死亡书》又叫《西藏度亡经》，或者《中阴得度》，是一部关于死亡和濒死指导的书，是西方
人所知的最著名的东方精神经典之一，其译者之一就是布拉法斯基夫人的追捧者，一位生性怪僻的美
国人伊文思一温慈。
奥地利心理学家荣格高度评价了这本书的影响，“《西藏度亡经》，在它1927年首次出版之时，在讲
英语的国家引起了很大震动。
它不仅属于精于大乘佛教的专家们感兴趣的作品种类，由于此度亡经深厚的仁爱慈悲和对人类心理秘
密的较深入的洞察，对那些正在追求拓宽其生活知识的俗人来说，也有特别的吸引力⋯⋯我的许多灵
感和创见，以及不少主要的论点都归功于它”。
荣格甚至说：“《西藏度亡经》以它的观点使之居于最高的心理学等级。
”甚至“从所有本质方面来说，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绝没有跳出‘受生中阴’体验的范围”。
②　　20世纪上半叶，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西方现代性文明的反思，西方人开始把中国、西藏当
做怀旧和思乡的对象，乌托邦化、神化的西藏形象日渐加强。
1933年，一部以藏族文化为背景的乌托邦小说《消失的地平线》（Lost-Horizon），塑造了一个人与自
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美丽乐土--香格里拉，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广泛的轰动。
然而，该书作者英国小说家詹姆斯-希尔顿（James-Hilton）却从未到过藏区，他关于“香格里拉”的
灵感部分来自1922-1949年在康区生活的美国植物学家约瑟夫·洛克（Joseph Rock）所撰写的文章。
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个神话般的香格里拉并不是完全与世隔绝的“不知秦汉，更不知有晋的桃花源”
，也不是一种纯粹的中国文明，而是集东方式的自然灵性的美与神圣和西方式的物质文明的完善于一
体，与现代社会有着一定交往的、兼具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文明优点的人间乐土，是人类在遭受
巨大的灾难后所仅存的光明之地。
虽然作者认为香格里拉“与其说是西藏的，不如说是中国的”，但是也许更应该说，香格里拉与其说
是中国的，不如说是世界的，甚至不如说是西方的。
因为在这个被建构的香格里拉中，其寺院是兼具基督教和佛教的风格，主角康韦（Conway）是英国人
，最高喇嘛佩劳尔特（Perrault）也不是藏族人，而是一位有着250岁高龄的来自卢森堡的传教士，其
最初的使命是去考察聂斯托里教派是否存在于西藏；而大多数香格里拉的高级官员也是欧洲人，而真
正的藏族人则基本上都是迷信的农民和体力劳动者--伐木工和抽水工--在香格里拉的白人精英看来，
都是一些苦力。
①这位最高喇嘛在98岁时开始研究香格里拉先民们留下的佛经，并从正教的立场完成了一部抨击佛教
的著作，虽然其抨击是非常温和的。
②而且这位最高喇嘛认为，在外界的强国互相吞并、毁于战争之后，香格里拉将幸存下来，而那时“
基督教的伦理也许将最终实现”。
③显而易见，这本颂扬香格里拉神话的书，表面上是在赞美东方的文明，实际上却仍然在歌颂着西方
种族主义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优越感，仍没有摆脱东方主义的阴影。
而且，香格里拉的故事其实就是从布拉瓦斯基的神话衍生出来的--一群生活在香格里拉这个佛教社会
的白种人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中，西藏是背景，而作者和演员都是梦想着“香巴拉”和香格里拉的西方人。
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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