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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人类学学会主办!呼伦贝尔学院承办的中国人类学学会
U#&K

年学术年会$于
U#&K

年
N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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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呼伦贝尔学院召开%本次学术年会的主题为&面向新时代的中国人类学'$

旨在进一步思考新时代中国人类学的责任和使命$回应时代和社会的重大关切$将中国人类学

进一步推向世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厦门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南京大

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东南大学!兰州大学!华中农业大学!中

国政法大学!河南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安徽大学!黑龙江大学!内蒙古大学和呼伦贝尔学院等

多所高校!科研机构的
&##

余位专家学者和相关媒体参加会议%

开幕式由呼伦贝尔学院副校长孟祥宏教授主持$中国人类学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

部委员郝时远研究员$内蒙古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朱晓俊研究员$呼伦贝尔市政协副主席

戴强先生$呼伦贝尔学院校长王曙光教授分别致辞%

大会主旨发言部分由中国人类学学会副会长!厦门大学邓晓华教授主持%共
$

位学者做

了主旨发言%郝时远从中国人类学学科地位的现状与学科发展趋势$中国人类学&身体'研究

的显著成绩$以及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的人类学等方面论述了面向新时代

的中国人类学%南京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人类学学会副会长范可教授通过厘清和梳

理生存性智慧!生态文明建设相关概念$指出在人类学视野下生态文明建设应是一个自我改善

的学习过程和人类进一步文明化的过程$强调了生存性智慧在强调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的

当下有着积极的参照意义%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麻国庆教授指出$传统村落的文化主体性包

括乡村记忆!文化景观!社会结构!非遗传承和文化生态区五个多元互构的维度$乡村振兴的核

心在于乡村历史文化遗产!乡村生计方式演化!现代化与城乡融合!乡村文化实践模式$探究全

球化背景下乡村文化主体的保护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人类学学会副会长!中国

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刘武研究员介绍了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古人类研究的主要

进展及学术热点$详述了在河南许昌灵井及安徽东至华龙洞等地发现的两批重要的古人类头

骨化石的情况及相关研究$指出近
&#

年来古人类化石发现与研究显示$东亚最早的现代人
N

万
\&U

万年前在华南出现$早期现代人出现过程中与欧洲尼安德特人发生过基因交流$是否

存在未知的古老隔离人群$以及是否可能生存有不同的古人类成员有待未来的深入研究%呼

伦贝尔学院孟松林教授基于古籍整理和调查!满通古斯语和蒙古语语言学的研究$以及当今遗

传学的研究结论$提出鄂伦春族源&拓跋鲜卑'说$认为乌洛侯是拓跋鲜卑人留居大鲜卑山的

&留守部落'$并推测鄂伦春是&乌洛侯'部落的后裔子孙%

大会共设立
$

个分会场$主要围绕以下议题展开(

&(

文化人类学与民族学%罗康隆介绍了生态人类学中生态!生计与生命三大当代研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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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及相关研究$指出生态环境是特定民族的生存空间$生计方式是特定民族的生计策略$生态

环境与生计策略都是围绕特定民族的生命循环而不断在适应与建构!偏离与回归$认为围绕这

三大主题的讨论对深化与拓展民族学学科的研究领域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褚建

芳以云南傣族泼水节!傣历新年庆典仪式及其话语变迁为例$指出传统的发明根据时代特征而

发生$受到国家!市场和生态的影响$一些传统的被发现或被发明是与另外一些传统的被遮蔽!

掩盖或遗忘相伴出现的%蓝达居分析了我国畲族研究的不同阶段和特征%孙九霞在分析西藏

芒康盐井地区现代化发展的基础上$从和谐共处的宗教信仰!自在自为的仪式展演和融入现代

的价值观念探讨该地区的本土现代性%朱炳祥认为在当今这样一个多重主体觉醒并有着各自

目的性诉求的时代$民族志的表现形态应该是体现主体诉求的&主体民族志'$并从对象论!方

法论!认识论!目的论!叙事论五个方面论述了&主体民族志'的基本理念%赵丽明等介绍了中

国西南地区濒危文字文献抢救!整理与研究的情况$分析了依吉纳西族古村落一妻多夫的个

案%马茜梳理了近代日本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并以回教圈研究所的建立过程及终结!学者

活动及战后影响为主线$揭示二战时期日本伊斯兰教及穆斯林研究的目的!动向及关注领域%

谢咏梅以大兴安岭为主线和视角$关注并梳理自清代以来不同时期岭东
\

岭西$岭南
\

岭北地

区人群互动脉络$探究呼伦贝尔地区多民族交流!交往和交融过程%马威运用生命历程理论阐

释了佤山地区几代少数民族干部的成长$指出这个过程折射出佤山地区融入国家共同体的历

史发展道路%滕驰提出应从推进语言文字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等方面突破当前部

分少数民族在中华文化认同方面存在的困境和障碍%唐展风和方坤以民族主义情感在西方和

中国的兴起来解释民族主义情感在现代国家政治共同体形成和政治制度建设中的作用$指出

现代国家是理性
\

感性的复合共同体%李晓斐提出了有关&中国底层'的政治人类学思考%丁

智才介绍了景观人类学视野下涉台传统村落的原乡文化研究%张进福分析了作为地方宫庙的

三味圣妈宫的信仰特点与旅游发展%赖正维根据新中国成立后福州地区琉球人墓的四次调

查$论述了福州地区琉球人墓的特点%温春香梳理了人类学视野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机械

论'和以马丁为代表的&人格论'两种风水观之争%尹仑介绍了气候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赵

巧艳从种植历史!经济转化!传统再造等角度$考察了潞党参的经济转化与传统再造%王桂兰

探讨了牧区振兴中的地方性知识及其价值%平锋以天等壮族霜降节为例$分析了少数民族传

统节日的地方性逻辑及其遗产化的困境%斯仁巴图介绍了中国鄂温克族&索伦'&通古斯'和

&雅库特'三个部族及其语言的形成与发展%

U(

体质!考古和分子人类学%康龙丽分析了陕西汉族和西藏藏族人群宏基因组多样性%

王传超基于陕北五庄果墚等
KL

具古人遗骸的全基因组水平的数据$并与主要取自青藏高原以

及华南地区的
$%

个族群的
L%$

列个体的
!#

万位点基因芯片数据进行比较分析$构建了

eM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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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并用此模型来解释东亚人群七千年的迁徙和混合历史%周亚威通过对陕西西

安东郊新城区幸福林带遗址出土骨骼的研究$证明了我国至少在公元
N\K

世纪$长安地区就

已经流传性病梅毒$也为否定梅毒哥伦布假说提供了重要的亚洲佐证%韦兰海认为$应该把人

类群体作为一个生物种群的群体遗传学演化过程$运用理论上的创新填补人群的生物属性与

文化属性之间的巨大距离及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如可以运用父系谱系树进行解释语言谱系树

与现代族群的起源过程的相关研究%姚宏兵和文少卿引入人类学常用的突变速率较低的单核

苷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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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标记$联合
P3@

使用$准确确定了鲁土司后裔与黄金家族的父系遗传关系$有

效提高了家系认定的准确性%贺乐天引入数量遗传学和群体遗传学理论$使用三维几何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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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及相关统计方法研究了甘青地区全新世中晚期人群的颅面部形状变异模式$从历时性变

化和空间差异的角度重建了甘青地区新石器
0

期至汉晋时期人群的历史%

%(

医学人类学!教育人类学%艾尔肯介绍了唐!宋!元朝时期通过行商!传教和参军传入东

方的回纥"回鹘#医学%敬少丽基于社会融合理论和多元文化教育理论$探究了我国内地少数

民族大学生的社会距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海路介绍了新中国成立
"#

年来民族团结教育政

策的发展演变及主要特征%贾茜以伊通满族自治县满族小学的校本教材开发!教学为例探讨

了吉林省少数民族地区乡土教材的开展现状%

L(

语言人类学%邓晓华!范志泉和王传超从跨学科协作角度$结合遗传学!分子人类学最

新研究成果$指出回辉语基本上仍保留着南岛语的基本特征$其语言类型特征是在自身语言内

部因素促动以及与汉语!黎语等语言接触的共同作用下演化而来的$而包括三亚回族在内的南

岛语人群具有侗台语人群的遗传背景%赵阿平探讨了中国满通古斯语言多模态语料数据库管

理系统与网络检索平台的建设与研究$指出平台建设和研究可以对满语!锡伯语!赫哲语!鄂伦

春语!鄂温克语的基础语料库实现音频!视频!文本等多模态语料数据库管理$为后续建立濒危

语言语料库提供范例与参考%巫达从语言人类学视角探讨古西南丝绸之路灵关道沿线族群与

文化的融合过程$指出族群互动和族群融合自古以来就是古西南丝绸之路沿线区域的主旋律

和主要发展趋势$由此为深入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具体案例%邓晓玲认为$畲

话的一组肢体动词的来源底层是苗瑶语或壮侗语$表层多仅见于南方汉语方言$该分层特点与

中国南方民族及移民史相关%杨晓霞分析了人称代词和动词否定式的屈折构形在白语地理分

布上的类推机制$指出合音是白语形成屈折的基础$是形态化的语法表达形成的基础%秦平将

音系学的理论与形态描写相结合$提出了与已有研究相异的锡伯语口语八种格形态%高天俊

运用空间统计学工具$以白语!傈僳语和彝语的三个地名通名&登'&底'和&么'为例探讨相关地

名聚类与语言"方言#分区之间的关系$并结合白语演化研究成果$推测白语可能的迁徙路径%

$(

音乐!艺术!文学与饮食%吴秋林探讨了&吃感主义'与食物的等级问题%南鸿雁对民族

音乐学视野中的&非遗'$即浙江省传统说唱艺术的历史与当下!传统与创新进行了过程性研

究%张广奎介绍了人类学诗学视角下的诗歌跨文化阐释%徐益和翟婧媛将民众生活!傩法师!

社会文化等诸多傩文化生态语境结合起来$系统考察了湖南中部梅山傩戏典型性坛班阳君坛%

田学军对
U%

位英国兰卡斯特人士进行&反馈式'文化调研$在反思英国人知晓中国日常生活集

道位置排序和范畴化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文化推广"路径#中的优化机制%薛蕾以汉魏,五行

志-和,搜神记-为中心$讨论了正史,五行志-与志怪小说的异体同质%邱月通过对新北川县城

羌族萨朗舞蹈活动的考察$讨论在灾后重建的语境中$少数民族歌舞如何作用于身体感的塑造

和地方感的生产%黄丽群和梁立新以缙云婺剧为例考察了乡村文化振兴背景下民间戏曲的活

态传承%

大会期间还进行了理事会换届选举$郝时远继续担任中国人类学学会会长%闭幕式由厦

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王传超教授主持$郝时远做大会总结发言%郝时远指出$本次会议的

主旨发言和分组讨论说明$中国人类学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正处在蓬勃发展的时期%

-作者蒋娟"女"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闽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地址$福建

省厦门市"邮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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