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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尹绍亭、何明主编，邹辉所著的《植物的记忆与象征――一种理解哈尼族文化的视角》以云南哈尼族
为研究对象，以植物的文化和象征意义为切入点，运用人类学、生态人类学、民族植物学和语言学等
多学科的理论，通过深入的参与性田野考察，对哈尼族的文化和植物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
作者10余年执着于此课题的研究，首先运用哈尼族民间文学和民俗事象对植物的文化表述，来介绍和
概括哈尼族对植物的文化记忆；其次依靠语言学和参与式研究方法，对哈尼族有关植物的认知系统、
命名与分类以及资源管理、森林观、水文化等地方性知识作了深入的分析和阐释，使人们能够通过植
物来透视哈尼族与此有关的认识模式和思维活动、文化习俗；第三围绕文化记忆、传统知识、象征等
一系列理论、概念的分析和利用，展示植物如何影响了哈尼族和哈尼族文化怎样表述植物，进而提供
一个全新的理解和审视植物和人类关系的视点；第四从文化变迁的角度，探讨了以绿色产业为主的商
品经济对哈尼族社会经济和文化心理的影响。
《植物的记忆与象征――一种理解哈尼族文化的视角》无论是理论、观点和方法，还是田野调查和资
料收集，均令人耳目一新，创新开拓显而易见，填补了前人研究中缺乏民族植物民俗事象与文化象征
联系的空白，是近年少见的生态人类学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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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邹辉
女，哈尼族，法学硕士，目前供职于云南警官学院。
在民族学研究领域取得较好成果，代表性论文有《红河南岸哈尼族梯田水资源传统管理制度定点研究
》《哈尼族民间棕榈栽培利用及文化象征》《哈尼族棕榈种植管理的文化变迁》《植物的祭礼与象征
——哈尼族“昂玛突”意义的再解读》《沙普哈尼族女性人口个案研究》《从饮食看哈尼族对梯田生
物多样性的开发利用》《哈尼族传统宗教的功能分析》《透视黄草坪移民村——调适与发展》《少数
民族女子升学难的因素分析》等。
先后参与“中国西南生物资源管理的社会文化研究”“中德西双版纳热带雨林恢复项目”“中新交互
式地理信息系统绿春项目”“中日人类生态环境史项目”等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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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植物的文化表述
一、哈尼族民间文学与植物文化记忆
二、神话故事：植物起源的文化范式
三、自然历诞生的植物神话
四、以植物命名人名——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解读
五、以植物命名村寨——守护家园
六、月相树——认识月亮对植物的影响
七、雨季植树——播种愿望
第二章 植物祭礼与象征
一、“昂玛突”的实质
二、“阿倮欧滗”祭礼的根源是神树崇拜和祖先崇拜
三、“库扎扎”之祭谷神与磨秋的生殖涵义
四、人、粮、畜——仪式中永恒的主题象征
五、圣数三的意义与象征
六、植物禁忌的内涵与外延
七、文化植物的象征意义与植物崇拜的更多遗迹
第三章 棕榈认知与象征意义的形成
一、种植管理与认知系统
二、从语言和民间文学看棕榈象征意义的形成
三、棕榈象征的基本原则与多义性
第四章 哈尼族生态环境与村寨空间文化
一、村寨选址的空间布局
二、人文关怀是哈尼族村寨选址的核心
三、建寨植树——风水补救背后的环境观透视
四、哈尼族地区生态景观构成元素
第五章 梯田——哈尼的树根
一、生境与土地制度
二、山地灵者：社会记忆的传承人
三、森林观与水文化
四、梯田水网的编织与管理
第六章 守望绿色家园——生态价值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一、哈尼族财产观念的缘起
二、绿色产业开发与生态建设
附录一
附录二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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