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 

所副研究员管彦波的《中国西南民族社会 

生活史》(院青年基金项目，黑龙江人民出 

版社 2005年 11月出版)作为国内民族社 

会生活史的综合性专著，在探讨民族社会 

史的基本理论体系和 区域民族社会生活 

史研究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新颖的视 

角和极富思辩性的启发。 

首先，该选题具有重要学术价值。2O 

多年前，我国传统史学界掀起了一场“史 

学危机”的大讨论，在激烈的争论中，有一 

种声音认为，史学危机不是史学本身的危 

机，而是史学思维的危机，是研究者视角 

和方法的危机，是史学脱离生活、脱离民 

众 ，变得只有“骨骼”而没有“血 肉”的危 

机。或许是受这次讨论的影响，自20世纪 

8O年代中后期开始，很多史学工作者对历 

史研究中公式化、教条化的诠释经典理论 

和片面强调阶级斗争的惯常做法，进行了 

深刻的反省，提出史学研究在关注经济史 

和政治史研究的同时，还应该加强对社会 

史的研究。1986年，中国首届社会史研讨 

会在天津召开，会上许多史学工作者就中 

国社会史的研究对象、范畴、内容、社会史 

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以及开展社会史研究的 

现实意义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 

论，并且初步达成 了把社会史作为史学专 

门史或者史学流派来对待的共识。所以， 

该年被认为是中国社会史的复兴之年。次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承担的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 

正式立项。自立项以来的 1O多年中，历史 

研究所的一批专家学者，立足文献、档案文 

书及考古发掘的最新进展，全面地考察 了 

中国历史上的夏商、魏晋南北朝、隋唐五 

代、辽宋西夏金、元代、明代等各个历史阶 

段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出版 了一套系统 

的研究古代社会史的著作。与此相对应， 

置社会史于地理空间的区域社会史研究， 

如华南地域社会史、徽州社会史的研究也 

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可以说，目前的中 

国史学界，把社会史作为一个专门的领域 

而开展深入而广泛的研究已成为一种趋 

势，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与中国史学界轰轰烈烈的社会生活史 

研究相比，在我国的民族史研究领域，对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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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生活史这样一个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和 

实践性的理论命题的探讨，相对来说就显 

得有些清冷寥寂了。然而，社会生活的丰 

富内涵奠定着民族社会的发展基础，社会 

生活史的发展过程是民族发展过程和民 

族特点的重要体现。在 目前的民族研究 

中，把丰富多彩的民族社会生活内容分解 

为服饰、饮食、居住、丧葬、婚姻、节庆、人 

生礼俗等若干子元素进行专题研究的专 

著、论文、调研报告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 

说是相当丰富的，但真正关于少数民族社 

会生活史基本理论方面的研究论文则寥 

若晨星、屈指可数。所以，加强民族社会生 

活史的研究，是当前我国史学研究尤其是 

民族史研究 中亟待加强的课题。十余年 

来，该书作者在自己的科研实践中一直关 

注着民族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并且致力于 

以“中国民族社会生活史”为题，进行一些 

具有学科发展意义和区域社会生活史研 

究的探讨。其专著《中国西南民族社会生 

活史》可以说就是他对民族社会生活史研 

究的一个重要成果。 

其次，该书给我们最强烈的感受就是 

其理论准备非常充分。从事任何一项颇具 

挑战性的专题研究，我们通常要强调两个 

方面的基本准备：一是基本理论的准备； 

二是学术史和基本资料的准备。前一个方 

面的准备，提供的是分析问题的框架和研 

究问题的理论支撑点；后一方面的充分准 

备，则有利于问题的深入展开和具体的实 

证研究。如前所述，在我国民族学界，把各 

民族的社会生活内容分解为若干子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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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专题研究的成果，可以说可能要用计 

算机才能统计出一个比较精确的数据，但 

在宏观理论的探讨方面，总体来说还是非 

常单薄，专著就不必说 了，甚至连一篇完 

整的文章都不是轻易能够找到。尽管如 

此，该书并没有回避这个问题，而是一开 

始就从民族史学发展的全新高度，对民族 

社会生活史的学科属性、研究内容、对象 

以及民族社会生活史与其他学科的相互 

关系等一系列理论问题 ，进行 了深入的探 

讨，并且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观点。如作者 

在对社会生活活动的内容、进程、结果、变 

迁以及社会生活的内在规律、外在现象等 

方面进行全面考察后指出，中国少数民族 

社会生活史作为建立在对传统史学扬弃 

基础上的新民族史学，它具体的学科内容 

应该包括：(1)中国历史上各种不同的民 

族共同体的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的内在 

规律和外在现象，包括饮食、服饰、居住、 

出行、娱乐等生活的具体 内容、行为模式 

和演变过程；(2)与民族共同体成员自出 

生——成年——婚 配——成为亲长—— 

死亡这一人生历程相关的社会生活内容， 

和人们围绕 日历所进行的社会生活活动； 

(3)民族共同体成员在具体生活中，所建 

立的可以维系和保障社会生活正常进行 

的各种人际关系及相应的交往活动；(4) 

构成社会生活内容的客观条件及影响、制 

约并给各民族社会生活史留下明显痕迹 

的诸多因素，亦是广义社会生活史的重要 

范畴。 

系统地提出了“民族社会生活史”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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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学科概念并进行学科属性与内容的 

论证之后，作者又针对在 目前社会科学研 

究一体化的趋势 日渐加强的形势下，很多 

人文科学都力求把综合研究社会生活现 

象和过程作为 自己的重要研究领域的客 

观事实，系统地考察了民族社会生活史与 

民族社会学、民俗学、物质文化史、传统民 

族史学等诸多学科及专门史之间的关系， 

论证 了今后对民族社会生活史研究应遵 

循的基本原则、概念以及研究过程中的一 

些具体方法，提出了民族社会生活史研究 

中传统与变革、民族性和地方性统一的问 

题，等等。 

最后，该书作为一种区域性的专题研 

究，把具体的目标框定在其熟悉的西南地 

区，分别以西南民族衣食住行等社会生活 

的重要 内容为切入点 ，运用 了大量的文献 

和田野调查资料，对西南历史上各种不同 

的民族共同体的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的 

内在规律和外在现象进行了具体细微的 

研究。 

坦率地说，有关西南民族衣食住行等 

社会生活重要内容的资料是异常丰富的， 

学者们就其中的某一个问题或某几个方 

面的研究，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深度，甚至 

个别的问题很难有再继续探讨的空间。而 

社会生活史并不是浅薄历史掌故的堆积， 

也不是繁琐资料的搜集的学科规定性，要 

求研究者超越一般民族社会生活志的形 

态描述，进行一些规律性的总结和探讨。 

读罢此书，我们强烈地感到，作者在每一 

个章节的探讨中，都明显地看到有这样的 

写作倾向，即努力避免对各民族的社会生 

活内容进行直观、琐细的现象罗列，朴素 

的感知和具体的经验归纳，而是在对众多 

的社会生活史资料进行条别异同、疏通门 

类的基础上，尽量进行逻辑分析和理论抽 

象，把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具体研究与 

抽象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如在对西南民 

族饮食生活的考察中，作者并不局限于对 

西南民族饮食的种类、构成、制作与炊爨 

方式的探讨，还具体分析了在饮食行为的 

演进中，饮食所反映出来的社会层次与饮 

食观念。在对西南民族服饰的研究中，作 

者不仅仅停留在对服饰的形制、款式风 

貌、服装面料与饰物的介绍，而是把很大 

的精力放在对服饰与生命礼俗，服饰文化 

的民族性、区域性、时限性、等级性、性别 

与职业性、实用性等多维属性的探讨和幻 

化性、规范性、阐释性、象征性等多种社会 

功能的探究方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 

书在“聚落、建筑与西南民族的家居生活” 

一 章中，为我们完整地展示了西南民族聚 

落的八大物质构成要素，深入地剖析了经 

济生活、生产力发展水平与技术条件、家 

族制度、各种观念形态及其宗教信仰对西 

南民族聚落的影响与制约，最后总结归纳 

出西南民族聚落的形态、结构与分布规 

律，可以说，这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是不 

多见的，是作者奉献给我们的学术新贡 

献。 

瑕不掩瑜，如同作者在后记 中所指出 

的那样，该书探讨的只是狭义上的社会生 

活史的内容，像西南民族的庆祭活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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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活动、丧葬活动、婚恋活动等社会生活 

活动和西南民族在 日常生活中所建立的 

可以维系和保障社会生活正常进行 的各 

种人际关系及相应的交往活动尚未有过 

多的涉及，希望作者在将来的后续研究 

中，努力弥补这方面的内容。 

总之，《中国西南民族社会生活史》作 

为国内民族社会生活史的综合性专著，采 

用多学科的手段与方法，对西南民族的社 

会生活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和深层次的 

圄  
剖析，思路开阔，内容丰富，史论兼述，自成 

体系，不仅在理论上有新的探索，颇具学术 

性与思想性，而且在许多具体问题上，也有 

不俗的见解。该书的出版，不仅在民族史以 

及民族学、民俗学方面有着较重要的学术 

价值，而且也将有助于推动这一领域的深 

入研究。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刘正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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