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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在青海省设立藏文化研究基地  

作者：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 发表时间：2012-05-10 浏览次数：522  

 

  最近，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在青海藏文化馆设立青海藏文化研究基地，并于5月4日举行基地第一次工作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基地建设构想的汇报，并围绕基地

挂牌仪式、承办第二届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中青年学者高级研修班，以及机构设置和运作、整合专家资源、建设发展、设定基地目标、借助研究会平台提升品牌效应等议题，

进行了诚恳、务实和深入的探讨，希望以此为平台，建设好研究基地，进一步服务青海文化繁荣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成为青海文化产业的一张靓丽名片。青海省委宣传

部、省民宗委、省文化厅、省旅游局有关处室（馆）负责人和湟中县委领导参加会议。  

 国家民委研究室巡视员、副主任、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秘书长黄忠彩主持会议。黄忠彩就基地设立背景和目标等指出：民族理论研究、民族问题备受全球关注，

西藏和新疆问题更是全球热点。青海是个多民族省份，更是重要的藏族聚集区，一是青海的民族工作、藏区工作基础好、成效明；二是青海藏文化馆建设形成规模，具备物

质基础，加上旁依藏传佛教圣地、宗喀巴大师故里塔尔寺，具备研究优势；三是青海各级党委政府重视民族工作，注重挖掘、保护、传承、弘扬民族文化，鉴于此，选择该

馆作为研究基地。希望该基地以研究工作为重点，建成民族文化传承基地、专业人士培训基地和民族文化产业创新基地，成为青海的品牌、藏文化的品牌，着力服务稳定、

发展大局。 

 青海藏文化研究基地落户于青海藏文化馆。近些年来，该馆为民族文化的展示和传播，以及从不同视野诠释民族文化从而增进公众对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的理解、增

进民族团结等方面，均有积极的探索和实践，且已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青海藏文化馆（http://www.qhzwhg.com/）位于距离塔尔寺1公里处，是一个以现代展陈和

表现理念为基点，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多媒体技术，全方位介绍藏族历史、文化、艺术、宗教和民俗风情文化旅游景点，占地30亩，总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总投资

8000万元，2006年2月建设，2009年底建成，2010年3月正式向游客开放，是青海的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并建有唐卡原创基地。 

 青海藏文化馆馆长、研究基地主任易志刚向指导委员会汇报基地建设的初步构想。基地的研究方向是：以青海藏文化馆为基地，以藏民族文化的研究、展示和传播为

主要特色，配合研究会的学术规划和方向，承担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青藏高原以及藏民族相关的人类学、民族学课题研究。基地的工作范围包括：组织相关的学术研究；

举办相关的学术会议；承接国内外学术团体、专家学者的考察活动；开办面向不同层次的研修班、培训班；编辑出版相关的学术成果和学术资料；开展其他相关的学术和宣

传活动。 

 研究基地成立指导委员会，由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以及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省民族宗教委员会、青海省文化厅、青海省旅游局和湟中县的相关领导组成。研

究基地在成立指导委员会的基础上，还将邀请一批知名学者组成学术委员会，对基地的工作进行学术上的指导和把关。今年暑期，研究基地将承办由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

会组织的第二届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中青年学者高级研修班，届时将有一批知名学者来青海讲学、研修和考察。 

 会后，青海省民宗委主任普日哇与黄忠彩一行进行了座谈，交换了基地建设及相关工作方面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