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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族人类学研究的学术传统与延续

周大鸣
"中山大学 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广东 广州 )#$!1)$

摘4要%现代人类学学科意义上的瑶族研究走过了 3$年的历程" 以中山大学师生瑶族研究的学术史为主线进行梳

理!可发现人类学研究瑶族的学术传统是运用田野调查方法!民族志写作聚焦瑶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关注瑶族区域的社

会发展变迁" 在新时代!瑶族研究应接续人类学者优良的学术传统!立足田野!扎根中国大地!把脉瑶族群众的主要矛

盾!进行跨学科跨领域研究!加强与境内外人类学的对话!为正在进行的乡村振兴战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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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本文主要以人类学在我国的沉浮发展为纲#

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师生对粤北瑶族研究为目#

兼顾其他人类学者的瑶族研究#进行学术史梳理#

并就新时代瑶族研究的走向进行分析%

一4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创立时期

民族志研究方法是人类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

核心元素#而田野调查又是人类学研究的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实地调查的研究方法在我国古已

有之#如司马迁写作&史记'时对上古时期的人物

故事遗迹进行了探寻#李时珍遍尝百草写成了

&本草纲目'#徐霞客踏遍千山万水留下了&徐霞

客游记'等% 但对某一民族的专有调查却少之又

少#历代王朝正史中只以)蛮夷传*等形式对少数

民族作模板化刻板式记录#也有以见闻录形式进

行记录的(但是在西方#很早就有探险者以及殖民

者进入到异族他乡#尽管他们以猎奇的目光记录

当地文化#但这却成为民族学+人类学作为一门学

科产生和发展的前奏% 当越来越多的西方传教士

以文明人看野蛮人的眼光来观察和描写我国少数

民族时#如何客观公正地认识少数民族#纠正中国

历史上和当时西方学者对少数民族的偏见#成为

当时一批有识之士的共识% 五四运动之后#作为

科学的人类学#开始受到各方重视#究其原因#有

以下几个方面!)人们用以说明中华民族不是劣

等民族% 用以了解国内外各民族的情况#加强中

华民族内部的团结#抗拒列强及其在中国的代理

人"军阀$咄咄进逼% 史地学界需要它作为一门

改造旧史地学术的一门辅助性科学#使旧的传统

史学和-游记.式地理增强其科学性(施政当局也

需要它作为了解国内各民族的历史社会+语言+风

俗+文化各方面的情况#作为施政的依据#用以协

调各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关系#以稳定各民族接壤

区的社会秩序%*

!

中山大学的学者对瑶族的研究#开风气之先

的是时任生物系主任的辛树帜% #3!* 年#他率队

前往广西的瑶山进行了 " 个月的科学调查#同时

也对当地瑶族的历史+语言+民俗进行调查#收集

了一批文献#其调研成果作为&瑶山调查专号'在

研究所周刊上发表%

以 #3!*年为起点#!$ 世纪上半期中山大学

人类学系的师生对粤北瑶族共做过四次调查%

#3!* 年#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的容肇

祖+商承祚对乳源+黄茶坑进行了考察#开启了国

内学者最早调查广东瑶族的风气%

#3"$年 "月 #) 日#中山大学生物学系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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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队一行 #!人对广东北江瑶山进行调查#中央

研究院研究员李方桂博士随行% 6 月 #) 日#采集

队成员集体撰写了&广东北江瑶山初步调查报

告'#该报告采集+观察到了北江瑶山的哺乳类+

鸟类+爬虫类+两栖类和昆虫类动物#还探采了与

岭南其他地方不同的 #!类植物% 与此同时#对北

江瑶山的风土人情之概况如社会组织+社会经济

状况+瑶练+服饰+言语+歌舞等进行了粗略记载%

这次调查的指向是北江瑶山的生物种类#不是严

格意义上的人类学调查#但也记录了北江瑶族的

社会文化#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索引和素材%

奠定中山大学瑶族研究基础的是一直主张坚

持)民族学的路是靠两只脚踏出来的*杨成志先

生以及梁钊韬先生% #3"0年 ##月 #!日至 #*日#

杨成志先生率领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王兴瑞+江

应睴及文学院史学系本科三+四年级学生李秋云+

罗比宁+刘伟民和宋兆联六位同学#由中大生物系

黄季庄作向导#加上广州博物馆二位技佐#共十

人#组成了北江瑶人考察团#由广州直达介于曲

江+乐昌和乳源三县接壤的瑶族聚居区,,,荒洞#

对以广东北江瑶人为代表的瑶族社会历史文化的

诸多方面展开调查% 调研时间虽短促#但是由于

黄先生熟悉当地情况#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这些

调查最后形成了较为翔实的民族志&广东北江瑶

人调查报告专号'#并于 #3"1 年 0 月在国立中山

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民俗'第一卷第三期刊

出% 其主要内容有!杨成志的&广东北江瑶人调

查报告导言'+].MJ&%N-M'&.+&广东北江瑶人的文化

现象与体质型'(江应睴的&广东瑶人之今昔观'

&广东瑶人之宗教信仰及其经咒'&广东瑶人之房

屋及工具'&广东瑶人之衣饰'(王兴瑞的&广东北

江瑶人的传说与歌谣'等共 ## 篇文章% 这些文

章涉及北江瑶人的体质+社会生活+生计模式+族

属+精神文化以及宗教信仰等% 江应睴的系列著

作把瑶族的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反映出来了% 王兴

瑞的&瑶人经济社会'从人类学+民族学和政治经

济学角度对家族+姓+村+私有财产与贫富+婚姻制

度+图腾遗迹等进行分析与归纳% 刘伟民的&瑶

人的传说与歌谣'反映了瑶族精神生活和传统文

化% 杨成志的&广东北江瑶人的文化现象与体质

型'是一篇简介文化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相结合

的论文#分导言+人种的与史地的瑶人地位+瑶人

的文化现象+瑶人的体质型与结论五个部分%

)#3"1年 )月#岭南大学与美国地理学会联合组

成桂北科学考察团#中山大学的杨成志教授担任

该团民族组的主任#负责民族学的田野工作#研究

瑶族的风俗习惯% 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的江应睴

等人也参加了这次调查%*

!抗日战争时期杨成志

还与梁钊韬等人对粤北的过山瑶进行了研究#内

容涉及体质+语言文化+经济制度和社会组织等%

#3"*年#广州沦陷后#中山大学被迫一度迁到

云南#后来又迁回粤北的坪石% 在危险的逃难路途

和艰苦的生活里#杨先生仍不忘调查工作##36#年

6月 !6日至 ) 月 6 日#他率领民族学研究生梁钊

韬+王启澍及助手顾铁符等再度深入粤北瑶山#到

乳源乌坑等瑶山对瑶族的一支)过山瑶*进行调查

研究#确定题目之后各人分头进行采访和观察#最

后独立完成调查报告% 这次调查涉及的范围广#既

有历史+社会+经济+房屋+工具+服饰+婚姻家庭+宗

教信仰+民间传说+歌谣#又有瑶族的体质特征% 顾

铁符的&粤北乳源瑶民的刺绣图案'经过核查今昔

样本#加以分析比较和归纳得出 0! 种刺绣的基本

图案#反映了瑶族妇女手工技艺与智慧% 王启澍的

&粤北乳源瑶人经济生活'把浅山瑶 #0个村寨的经

济生活和社会组织概况介绍出来#梁钊韬的&粤北

乳源瑶人宗教信仰'揭示了瑶人的宗教信仰是)神

灵崇拜*)有灵崇拜*和)妖物崇拜*三者的混合#并

非真正的道教% 杨成志先生完成的文章是&粤北乳

源瑶人的考察导言'及&粤北乳源瑶人的人口问

题'% 这次调查最后形成&粤北乳源瑶山调查报

告'一书#于 #36!年出版% 在坪石期间#杨先生还

为中大文科研究所收集了好几箱的文物% 在坪石

的这段经历#可以说是杨先生与粤北瑶族的一段苦

难中的姻缘%

!$世纪 6$年代#中国虽处于战争状态#但中

大人并没有停止田野工作的步伐#其中值得一提

的是杨成志先生的弟子+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前系

主任梁钊韬先生#梁先生在 6$年代早期曾在广东

省政府指导委员会任研究员#并担任广东省地方

行政干部训练团边政班的业务教官#讲授&民族

学概论'及业务实习课等% 任职期间#梁先生多

次赴连阳上峒排瑶聚居区视察边政#并于 #36" 年

撰写了&阳山县上峒瑶民社会'"载于&大同'第 #

卷第 !期$#反映排瑶政治+经济+战争+宗教+婚

丧等方面的情形#并主张通过扶持手工业+设立墟

市+修建基础设施+发展商业#改革社会组织等方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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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发展排瑶社会经济#从而革除排瑶社会存在的

械斗与社会分裂%

!$世纪上半期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师生为

主体的研究力量对粤北瑶族进行的调查#最值得

书写的就是多学科合作+调查范围广% 这一时期

的田野工作者都具有较强的专业知识#从生物+历

史+考古以及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视角出发#对

粤北瑶族的体质+历史文化+宗教信仰+社会组织+

民俗乃至房屋建筑等都做了全面的考察了解#奠

定瑶族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也是粤北瑶族调查的

开端时期% 但也有其局限之处#如调查时间短暂#

杨成志等人对北江瑶人地区的调查仅有 1 天(又

如重文化收集整理#轻社会经济发展研究% 因此#

这期间的瑶族调查对人类学来说#其贡献主要体

现在资料保存+现象描述与初步分析#为日后对粤

北地区的再研究提供了历史参照% 与中山大学人

类学系师生同步进行瑶族研究的还有当时岭南大

学的一批外籍教师% )#3"* 年#岭南大学外籍教

师霍真"<(e(e&JMN.O##3"3$带领社会研究所的部

分学生到连县"现连南瑶族自治县$油岭排调查

瑶族生活情况#其成果陆续在随后的&岭南科学

杂志'发表%*

!

二4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停滞时期

在 !$世纪 )$年代#由于院系调整#发源于西

方的人类学+社会学+社会工作等学科被视为资产

阶级性质的学科而取消%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也停

办#部分教师改行从事历史学或哲学研究#学术方

向发生了根本性转型#部分人类学者参与了中央

主持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识别工作%

这个时期瑶族研究总的情况是停滞不前% 但

在历史文献收集上却取得了一些进展% 主要体现

在&瑶族简史'的出版#瑶族)民族问题五种丛书*

的发行#&湖南瑶族社会历史调查' &广西瑶族社

会历史调查' "#

2

3 册$的出版#为后来的瑶族学

者从事瑶族研究保存了一批丰富的历史文献#提

供了诸多有益的学术信息#当然受意识形态的影

响#这些调查报告具有时代局限性#需要我们以历

史唯物主义的眼光进行甄别%

民族识别是这一时期的政治工作#部分人类

学者参与了瑶族的民族识别#如费孝通先生在

#3)#年率中央访问团访问广西时#就开始了瑶族

识别工作% 湖南省江华县瑶族的识别工作#始于

中央访问团 #3)#年的访问% 由于瑶族支系繁多#

对该民族的识别一直持续到 !$ 世纪 *$ 年代初%

各级访问团在访问瑶山及开展民族识别期间#依

据搜集材料#撰写了调查报告#如中央访问团对江

华+江永平地瑶的调查报告#记载了一些独特的民

俗和社会组织#尤其是对平地瑶)瑶长*制社会组

织#婚姻制度做了详细的记录% 访问团向民间征

集的大批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为后来学者提供

了详实可信的资料% #3)# 年梁钊韬+容观琼随中

央人民政府组织的第二分团到广东北江各地访问

瑶族#梁钊韬发表了&北江瑶族的来源'#该文使

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研究了瑶族的历史社

会#成为该时期瑶族研究的一抹亮色%

三4民族学与人类学的恢复时期

!一"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师生的瑶族研究

#31*年后#中国的教育重现生机#在梁钊韬

先生的积极推动下#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于 #3*# 年

迎来复办并获得首批博士授予权% 前人开创的田

野调查传统作为学术自觉得到传承%

#(培养了大批瑶族研究学者

中山大学作为人类学研究与教学的重镇#有

着重视人才培养的优良传统% #3") 年中山大学

设立研究院#下设人类学部#由杨成志兼主任#那

时开始就注意培养人类学专业的研究生% 江应

睴+粱钊韬+曾昭璇等瑶族早期研究的学者就是这

个时期培养的研究生% #36* 年中山大学成立人

类学系#杨成志先生为系主任#开始培养本科生%

如研究瑶族的著名学者李默先生就是人类学系第

一届本科生% 中山大学着力培养瑶族研究学者的

传统#在人类学复办后得到继承和光大% 目前在

从事瑶族研究的学者中很大一部分是中山大学培

养的学生% 他们正在不同的瑶族区域从事瑶族的

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他们正在肩负起瑶族研究的

现状与未来% 据不完全统计#!$$$5!$#1年#中山

大学硕士生+博士生中以瑶族文化经济为研究对

象做学位论文的就有 !#人%

!(接续(扩大瑶族研究基地

!$世纪 *$ 年代后#人类学的发展步入了春

天% 中山大学的一批师生接续了杨成志+梁钊韬

等老一辈学者亲历调查过的粤北过山瑶和连南八

排瑶等田野调查点#进行追踪研究% 如容观琼先

生#他的瑶族研究成就颇多#他对瑶族的历史文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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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尤其是对&评皇券牒'的研究成果获得学术界

公认% #33$年#0*岁高龄的他还带研究生在粤北

和湖南+广西边界地带的瑶山进行调查#对瑶族的

迁徙和来源进行深入研究#之后又发表了一系列

相关论文% 又如杨鹤书教授#他主要研究八排瑶#

从 !$世纪 *$年代开始#就八排瑶的历史+现状+

文化等发表了一系列的论著#其代表作为&八排

文化,,,八排瑶文化人类学考察'"#33$$%

!$$$年以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组织师生对

云南+广西+贵州+湖南以及广东的瑶族村寨进行

了大规模的调查和研究% 如周大鸣教授带队参加

了广西凌云+龙胜瑶族的调查#出版了&瑶族双

寨,,,广西凌云县背陇瑶和蓝靛瑶的调查与研

究' "知识产权出版社 !$$1 年出版$% 这是继

#3!* 年颜复礼+商承祖在凌云调查后的跟踪研

究% 在周大鸣教授支持的系列课题中#瑶族研究

始终是重要的选题#希望瑶族研究继续成为中大

人类学学术的支撑点#进而以学术回馈瑶族人民#

真正实现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迈向人民的人类

学*的目标6 此外#博士研究生杨建银对广西凌

云县瑶族村寨变迁的调研"!$$3 年$以及何海狮

对方峒瑶族家先的研究"!$#" 年$等都接续了前

辈学者的传统%

利用暑期开展田野实习是中山大学人类学专

业学生的)成年礼*#在延续传统选择一些老一辈

学者调查过的田野点进行回访开展追踪研究的同

时#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师生还在广大瑶区开辟了

新的研究基地#范围涉及广东+广西+湖南以及云

南的瑶族社区#调研对象兼及过山瑶+平地瑶+排

瑶等瑶族支系% 从 #3*# 年到 !$#) 年 * 月#中山

大学人类学系每年都组织教师带领学生分赴大江

南北进行田野调查实践活动#仅对广东+广西+湖

南境内的瑶族进行的调查就达 #$ 余次% 这些调

查多由教授或副教授带队#每队由十几+二十几名

本科生参加#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生有时也参与其

中% 部分优秀的调查成果获得出版% 如 !$$6 年

的调研报告就结集成&瑶族双寨2广西凌云县背

陇瑶和蓝靛瑶的调查'"周大鸣#!$#$ 年$+&三水

瑶区变迁的描述与探索!以改革开放前后为中

心'" 张振江#!$#$年$等%

"(研究重点由文化研究转向瑶族社会发展研究

老一辈的人类学者对瑶族的研究受到以杨成

志为代表的南派人类学的影响#侧重于社会文化

研究#因此瑶族的&过山榜'+&盘王大歌'+瑶族宗

教成了研究重点% 进入 !#世纪以后#中山大学师

生对瑶族的研究在关注传统的族群认同#瑶传道

教+民间文化的同时#聚焦点悄然发生了转变#转

向了社会变迁与发展% 早在 !$ 世纪 3$ 年代初#

在&中国乡村都市化'这部中国都市人类学的奠

基之作中#周大鸣+郭正林就关注了瑶族社区的

)都市化*问题% 周大鸣教授主编的&瑶族双寨2

广西凌云县背陇瑶和蓝靛瑶的调查'对山地瑶族

的扶贫与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刻反思#)作者把思

考的焦点对准了造成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农村分割

性现状的体制#并把造成瑶族山区贫困的终极原

因归因于瑶族的无意识文化秩序*

!

% &三水瑶区

变迁的描述与探索!以改革开放前后为中心'#该

书以经济为主线兼级三水瑶区的文化+社会组织

等#总体上勾勒出了连山三水瑶族的巨变% 杨建

银的博士论文&)落后*与发展,,,广西背陇瑶的

生计变迁研究'#从文化的角度思考背陇瑶以及

瑶族经济落后的内在原因%

!二"其他学者的瑶族研究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学者对瑶族的研究是瑶族

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广西+湖南+云南等

地的一批人类学者也对瑶族开展了积极研究#取

得了明显成效%

#(瑶族宗教的研究

改革开放后#瑶族的宗教研究是人类学者关

注的热点% 张有隽先生在广西十万大山山子瑶区

进行了长时间的田野调查#写成了&十万大山瑶

族道教信仰浅析'一文#文中他依据田野调查资

料#把社会生活与瑶族宗教联系在一起分析宗教

的功能#在瑶族宗教领域是一个突破% 罗宗智追

寻张有隽先生的足迹#对大瑶山瑶族宗教群体权

利的研究也取得了可喜成绩% 徐祖祥借助扎实的

田野资料#对云南瑶族宗教本土信仰与道教信仰

的关联性进行了区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瑶传

道教*概念#把瑶族宗教信仰推向了新视野% 张

劲松+张泽洪等人对瑶族)度戒*)挂灯*等仪式的

田野调查与研究#在瑶族研究中是一个亮点%

!(瑶族发展研究

解放前的瑶族研究#以梳理瑶族的历史文化

及族群史#收集整理瑶族历史文献为主% 改革开

放后#随着国家政策转向经济建设#瑶族区域的发

展也成了人类学者关注的点% 费孝通先生一生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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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瑶山#其关注的主题就是瑶族区域的发展#目的

是帮助瑶族发展经济#摆脱贫困% 胡起望与范宏

贵的&盘村瑶族'#郭维利的&盘村变迁'#秦红增

等人的&瑶族村寨的生计转型与文化变迁'#徐平

的&大瑶山七十年变迁'等都是研究瑶族发展的

人类学成果%

"(国际瑶族的研究

瑶族是跨境民族#除中国之外#越南+老挝+泰

国+缅甸+美国+法国等地也有不少瑶族% 在中国

国门尚未打开之际#就有日本+法国等国的学者到

泰国等地进行瑶族的田野调查与研究#比较有影

响的成果有)日本白鸟芳郎的&东南亚山地民族

志,,,瑶族及其相邻各族'+竹村卓二的&瑶族的

历史与文化,,,华南+东南亚山地民族的社会人

类学研究'+法国雅克2勒穆瓦纳的&瑶族神像挂

图'+泰国差博2阿南达的&泰国瑶人,,,过去+现

在和未来'*

!

%

改革开放后#邻邦日本+韩国的人类学者利用

地理位置优势开始了对中国大陆瑶族的研究% 如

!$$*年以来#日本神奈川大学的广田律子教授团

队在湖南省文联及蓝山县乡土知识分子的支持

下#对瑶族文化的)活化石*,,,度戒仪式#进行

了持续全面深入的田野调查% 韩国的金仁喜博

士+金荣在研究员对白裤瑶+花篮瑶的信仰#以

及徐裕源+金善子对瑶族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

慧给予了高度赞美%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

实践#与国家)引进来*)走出去*战略相呼应#中

国人类学也开始把目光瞄准境外% 广西瑶学会

的研究员张有隽+玉时阶等人利用毗邻越南+泰

国的优势#开始了对越南+泰国甚至美国瑶族开

展田野调查%

6(瑶族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

湘南也是瑶族居住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 相

对于粤北+桂东北风生水起的瑶族研究而言#湘南

的瑶族研究则显得寂静% 湘南瑶族研究的成果集

中体现在一批地方乡土知识分子对瑶族文献的收

集整理及分析上% 如郑德宏对)盘王大歌*)瑶人

经书*的收集整理#李本高对)过山榜*文献的收

集整理及研究#任涛对平地瑶的研究#杨仁里+欧

阳绪珍对江永四大民瑶民间资料的收集整理及研

究都引起了人类学+民族学同仁的注意#他们的研

究为后学的学术接力奠定了材料基础%

四4延续瑶族研究的学术传统

)学术和政治#从来都有密切的联系% 中国

人类学在发展中遭遇的起转沉浮的命运#与中国

社会百年变迁的轨迹相契合%*

"与中国社会科学

焕发出的新生同步#人类学的瑶族研究也走过 "$

多年的历程% 这期间研究瑶族的人类学者运用田

野调查方法#民族志写作聚焦瑶族的历史文化传

统#聚焦瑶族区域的社会发展变迁取得了累累硕

果#为南岭走廊甚至全国的民族研究都奉献了智

慧% 但其中也透露着遗憾#如孤立性+封闭式+地

方性研究过多#跨学科+跨地域研究不够%

笔者认为#今后的瑶族研究应接续我国人类

学者优良的学术传统#立足田野+扎根瑶山#把脉

瑶族区域瑶族群众在新时代的主要矛盾#着力进

行跨界跨领域研究#加强与境内外人类学的对话

与交流#为正在进行的乡村振兴战略服务%

#(与瑶族地区的乡村振兴结合起来

)对发展问题的关注一直是中国人类学研究

的传统%*

#目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决胜小康社会阶

段#小康社会的难点是广大中西部农村和民族地

区% 没有民族地区的小康也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

康% 南岭走廊山区是瑶族的主要聚居地#有些区

域属特困连片地区#得到了国家层面的大力支持#

有些区域享受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瑶族是个智慧

的民族#富于创新性和创造性% 新时代#瑶族区域

在国家民族政策的指引下#发生或正在发生巨变#

在实践过程中他们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扶贫模式和

社会治理智慧以及乡村振兴方略#如何总结提炼

瑶族群众的地方性智慧#需要人类学者运用发展

人类学的视野进行田野调查和个案研究% 后扶贫

时代#当代瑶族研究要立足瑶族社会的发展#与防

贫结合起来#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及乡村振兴结

合起来#关注变化中的瑶族社区及其由此引发的

各种社会问题%

!(加强海外瑶族的研究

瑶族在历史上是一个饱经辛酸和不断迁徙的

民族#国内瑶族人口有 !0$多万#主要分布在湘粤

桂三省区交界的南岭走廊山区% 此外#还有 0$ 多

万瑶族散居于东南亚的越南+老挝+缅甸+泰国+欧

美的美国+法国以及澳大利亚% 散居在世界各地

的瑶族文化同源#族群同根#他们迁徙的原因#在

!1#

!

"

#

秦红增#玉时阶!&南岭走廊与瑶族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0期%

周大鸣#吴宁!&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年第 0期%

麻国庆!&南岭民族走廊的人类学定位及意义'#&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



第 !"卷 周大鸣!瑶族人类学研究的学术传统与延续

文化与血缘上与中国境内瑶族的关系都是人类学

者关注的话题% 围绕这些主题#)向大有的&走向

世界的瑶族华人'+张冠梓的&关于国外瑶族的分

布与变迁'+张有隽的&瑶族向国外迁徙的原因+

过程+方向和路线'等*

!进行了讨论#但)无论是

国内学者还是国外学者对少数民族海外华人中的

-新移民.讨论都显得匮乏*

"

% 在新的国度里瑶

族是如何与当地主流民族进行互动#在新的政治

经济语境中如何认同新的国度#他们又以什么样

的方式认同自己昔日的祖国#这些都是值得注意

和关注的研究主题% 中国的快速崛起#)尤其是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世界范围内的推进#中国越

来越多的走出国门#投身到海外广阔的市场之

中*)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人类学研究#跨文化+多

区域+多点的田野调查#成为时代推动下的必然产

物*

#

#也为国内人类学者到海外从事瑶族研究创

造了政治和经济条件%

"(加强城市流动瑶族的研究

瑶族有流动的传统%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

!$世纪 3$年代以来#由于地缘上与珠江三角洲

接近#加上受城市)拉力*和瑶族村寨)推力*的影

响#瑶族劳动力不断流入城市#成为城市边缘自由

散工% 这些流动到城市的瑶族#如何融入城市#为

了融入城市他们采取了怎样的策略#在与城市文

化的适应过程中#自身的族群文化发生了什么改

变#以及瑶族劳动力的流动给当地瑶族村寨的社

会经济文化变迁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都是需要

高度关注的话题%

人类学传入中国已逾百年#人类学的瑶族研

究亦跨越一个世纪% 回眸一个世纪以来的人类学

瑶族研究历程#大体上可分为瑶族社会历史文化

研究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两个界限模糊的阶

段% 改革开放前的瑶族研究可归属于人类学的社

会历史文化研究阶段#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年#人类

学的瑶族研究逐步转向应用人类学#重点是瑶族

区域的社会发展#则可归于第二阶段% 在后扶贫

时代#我们应自觉传承人类学研究瑶族的学术传

统#从新的历史出发#传承和弘扬人类学研究瑶族

的学术精神#立足南岭走廊#扎根中国大地#自觉

运用人类学的整体观+比较观#做扎实的田野研

究#跨区域跨学科研究#把瑶族研究推向新的境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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