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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大项目阶段性成果摘要 

（一）重大项目“宗教与族群互动：从道教传播看南方山地民族与汉族的文化融

合”，该项目主要取得如下阶段性成果： 
王建新，《人类学视野中的民族宗教研究方法论探析 》，《民族研究》，2009 年 03
期（2009 年 6 月）； 
王建新，《同样的命运、不同的人生——从伊斯兰宗教知识分子生活史看二十世

纪中国的革命与社会变迁》（日文），韩敏主编，《革命的实践与表征——中国社

会变迁及重构》，风响社，2009 年 3 月； 
王建新，“Racial or Ethnic: Toward a Theoretical View upon the Tanscultural Japan”，
Asian Ethnicity No. 2, Routledge Tylor & Francis Group, March 2009； 
周大鸣，《从“客家”到“畲族”——以赣南畲族为例看畲客关系 》，《西南边疆

民族研究》，2009 年 00 期（2009 年 5 月） 
周大鸣，吕俊彪，周大鸣：《族群孤岛与族群边界——以广西临江古镇平话人为

例》，《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09 年 00 期（2009 年 5 月） 
周大鸣，《关于中国族群研究的若干问题》，《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09 年 02 期（2009 年 3 月） 
周大鸣，《从族群视角评价民族政策需要两个准则》，《中国民族报》，2009 年 2
月 13 日 
何国强，《论多偶制和家庭文化物质的传递：兼谈婚姻效用的协商分配理论》，《西

南边疆民族研究》（第 6 辑），2009 年 5 月； 
朱建刚，《大陆公民社会的能力建设：话语与实践》，台北：《台湾社会研究季刊》，

第 74 期，2009 年 6 月； 
 
（二）重大项目“明清南方乡村地区人口与移民的历史人类学考察”，该项目主

要取得如下阶段性成果： 
温春来，《从英国公共档案馆中文档案看张之洞与华工出洋问题 》，《历史档案》，

2009 年第 2 期（2009 年 5 月） 
吴义雄，《晚清时期西方人体生理知识在华传播与本土化》，《中山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2009 年 03 期，2009 年 5 月  

吴义雄，《鸦片战争前在华西人与对华战争舆论的形成》，《近代史研究》，2009

年 02 期（2009 年 3 月）   

陈春声，《明末清初における潮州海商とその宁波周边の港での活动》，大阪市立

大学东洋史论丛，别册特集号，2009 年 1 月； 
朱建刚，《冀南乡村的物物交换——地方经济的人类学研究》，《中国农业大学学

报》，2009 年第 2 期； 
桑兵，《近代中国国字号事物的命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

第 1 期； 
吴义雄，《西方人眼里的徐继畬及其著作》，《清史研究》，2009 年 01 期（2009

年 2 月）； 

 
（三）重大项目“明清东南沿海盐场社会变迁的历史人类学考察”，该项目主要

取得如下阶段性成果： 



何国强，《伍锐麟华南社会调查回顾》，《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

第 2 期； 
邱捷，《关于康有为祖辈的一些新史料——从〈望凫行馆宦粤日记〉所见》，《中

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2 期； 
邱捷，《民军问题与辛亥革命时期的广东社会》，《学术研究》，2009 年第 3 期； 
刘志伟，《ァハン战争前の广州贸易システムにぉける宁波商人》，大阪市立大学

东洋史论丛，别册特集号，2009 年 1 月； 
何文平，《民国初年广东的民团》（日文），《孙文研究》第 45 号，2009 年 3 月 
 
（四）重大项目“秦汉帝国岭南边疆的考古人类学研究”，该项目主要取得如下

阶段性成果： 
郑君雷，《南越国“西于王”事迹钩沉》，《新果集》，2009 年 1 月； 
何国强，《贡山独龙族怒族体质特征研究》，《黔南民族医专学报》，2009 年第１

期； 
麻国庆，《现代日本人类学的转型和发展》，《民族研究》，2009 年第 1 期； 
 

 

二、 重大学术活动与学术交流 

 

1、2009 年 5 月 29-31 日，本中心程美宝教授到日本大阪大学出席国际学术研讨

会“The First Congress of the Asian Association of World Historians: World 

History Studies and World History Education”。 

 

2、本中心主任刘志伟教授与程美宝老师于2009年6月15-19日参加由香港大学、

广州中山大学合作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Narratives of Free Trade in Early 

Sino-American Relations: An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lloquium”。 

 

3、本中心江滢河副教授于 2009 年 6 月 22-27 日参加由香港大学举办的“早期中

美自由贸易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4、历史人类学讲座系列 

从历史和比较的观

点看中国改革 

杜赞奇教授 新加坡国立

大学 

2009.03.12 

14:30-16:30 

永芳堂二楼讲学厅

日本的台湾殖民地

体制设计 

吴密察教授 台湾成功大

学文学院 

2009.04.07 

14:30-16:30 

永芳堂三楼多媒体

室 

 

5、“第十七届历史人类学研究生研讨班”3月 13-14 日在广州中山大学南校区举

行。来自香港、云南、福建、上海的历史学和人类学研究生就各自的论文主题发

表了报告，并与在座的师生进行了富有建设性的讨论。会议议程如下： 

 
 第十七届历史人类学研究生研讨班 

日期：2009 年 3 月 13－14 日 

地点：广州中山大学永芳堂二楼讲学厅 

 



议程 

 

2009 年 3 月 13 日 

1、08:30-10:15 

报告人：张璐（南开大学历史系） 

题目：  晚清天津医疗慈善事业研究 

主持：  李晓龙（中山大学历史系） 

 

小休：10:15-10:30 

 

2、10:30-12:15 

报告人：吕永升（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 

题目：  乡村仪式专家与近代香港新界的社会变迁 

主持：  马健行（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 

 

午餐：12:15-13:45 

 

3、13:45-15:30 

报告人：史艳兰（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 

题目：  “文化符号”：观光场域中的景点导游——对石林风景区“景点导游”文化展演的人类学研究 

主持：范静（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 

 

小休：15:30-15:45 

 

4、15:45-17:30 

报告人：吴尚珮（香港大学英文学院） 

题目：  当代壮族——语言文字和文化再生 

主持：杜树海（中山大学历史系） 

 

晚餐：17:30-19:00 

 

6、19:00-20:30 

学生自由讨论 

主持：  唐晓涛（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段雪玉（中山大学历史系） 

 

2009 年 3 月 14 日 

6、08:30-10:15 

报告人：刘嘉乘（厦门大学历史系） 

题目：  地方戏曲的现代转型与地域文化之建构——以“湘剧”为中心 

主持：  何鉴菲（中山大学历史系） 

 

小休：10:15-10:30 

 

7、10:30-12:15 



报告人：刘焱鸿（中山大学历史系） 

题目：  南越国：早期自南中国珠江水域至红河三角洲的濒水文明 

主持：  钟冠豪（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 

 

午餐：12:15-13:45 

 

8、13:45-15:30 

报告人：竺暨元（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 

题目：  江南市镇的因寺成镇现象 

主持：陈冠华（中山大学历史系） 

 

小休：15:30-15:45 

 

9、15:45-17:00 

圆桌讨论 

 

 

三、 主要论文、专著摘要 

（一）论文 
何国强，《贡山独龙族怒族体质特征研究》，《黔南民族医专学报》，2009 年第１

期； 
【关键词】：云南，贡山，独龙族，怒族，体质特征 
【摘要】：目的:探讨云南省贡山县的独龙族与怒族人群体质特征。方法：采用随

机抽样原则对云南省怒江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乡的巴坡村独龙族（男

女各 60 人）和丙中洛乡的秋那桶村怒族（男女各 60 人）进行了体质测量和头面

部特征观察与记录。结果：贡山县独龙族与怒族（阿龙支）头顶面观中头型稍圆，

前面观中而宽，面窄长，眼裂中等偏窄，鼻狭长，薄唇无蒙古褶居多；独龙族较

怒族身高略矮。结论：独龙族与怒族均具有西南人群蒙古人种的一般体质特征。

根据体质测量数据，这两个民族具有一定的同源性。 
 
何文平，《民国初年广东的民团》（日文），《孙文研究》第 45 号，2009 年 3 月 
【关键词】：民国初年，民团，团练，盗匪 
【摘要】：民国初年广东民团以民间自卫武力名义大量出现，是对日益严重化匪

患的一种社会反应,也是晚清团练的延伸。出于解决盗匪问题的需要及维持自身

政权的考虑，各届政府对民团的态度矛盾复杂，既依赖民团而支持其发展，又担

心民团而采取控制政策。政府的两难境地，为自主性很强的广东民团提供了发展

空间，民团的规模、职业化程度和社会影响力等显著增强。因军团冲突和农团冲

突，民团一度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呈现出失控状态。商团事变后，国民政府寻

求制度调整，将民团改造为接近军警性质的武装形式，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武

力与政权控制之间的矛盾。民初广东民团问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初社会转型

过程中国家与社会互动的非协调性一面。 

 

温春来，《从英国公共档案馆中文档案看张之洞与华工出洋问题 》，《历史档案》，

2009 年第 2 期（2009 年 5 月） 



【关键词】：英国，公共档案馆，张之洞，华工， 
【摘要】：英国公共档案馆所藏中文档案，记载了两广总督张之洞禁止华工用“赊

单”的形式出洋，以及英国马来半岛殖民当局和驻潮州领事官对此的回应。从此

事的相关文件中，可以发现《张之洞全集》中的一些错误、“赊单”制的演变以

及张之洞的禁令对华工出洋的影响。 

 

周大鸣，吕俊彪，周大鸣：《族群孤岛与族群边界——以广西临江古镇平话人为

例》，《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09 年 00 期（2009 年 5 月） 
【关键词】：族群孤岛，族群边界，族群关系，平话人 
【摘要】：文章通过对一个汉族平话人聚居地的田野调查,探讨了族群边界的维持

问题。在客观文化特征逐渐失去标识自我的功能之后,临江古镇的平话人通过强

化历史记忆、严格限制通婚范围并且创造性地以生计取向来识别自我与他者等手

段来竭力维持其族群边界。文章的研究发现,临江古镇作为一个族群孤岛的形成

与维系,与长期以来当地人对于其族群边界的竭力维持有着密切联系,而强烈的

族群认同和文化优越感,是支撑他们的精神力量。文章认为,只有把族群建构及其

边界维持作为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进行考察,才能把握族群认同的实在意义。 

 

朱建刚，《冀南乡村的物物交换——地方经济的人类学研究》，《中国农业大学学

报》，2009 年第 2 期； 
【关键词】：物物交换，市场经济，市场，价值，交换能力 
【摘要】：一提到物物交换,人们一般会想到它是原始社会时期的存在物,然而就

在今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物物交换又在一些乡村蓬勃发展起来。它到

底是商品交换形式的复古还是农民为适应市场经济而做出的选择?许多人类学家

对交换和市场做了大量的研究,但是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物物交换方面的系统

研究则较少。笔者通过对河北冀南乡村的田野调查掌握了大量的物物交换的第一

手资料,通过分析这些资料发现物物交换经济是在农民缺少货币资源的情况下对

市场经济的适应,同时也是农民在市场经济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一个表现。只要农

民的弱势地位没有改变,那么物物交换就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同时,现代企业利用

物物交换开发农村市场 
 
吴义雄，《鸦片战争前在华西人与对华战争舆论的形成》，《近代史研究》，2009

年 02 期（2009 年 3 月）   

【关键词】：广州体制，对华关系，武力威慑，对华战争，西人报刊 
【摘要】：随着 1830 年前后中英之间冲突的演进,来华西人群体对广州贸易体制

愈益不满,逐渐产生了对华武力强制的舆论。西人先后在广州发行了一批英文报

刊,作为舆论阵地,在 1830 年代初期提出对华武力威慑,迫使清政府废除广州体

制、实现对华自由贸易的主张。1834 年律劳卑事件后,这种主张发展为对华战

争的舆论。在西人内部,武力威慑论和对华战争论都曾引起争论,部分西人反对这

种依恃武力改变对华关系的观点。1837 年英人几种关于对华关系的小册子出版

后,来华西人分别在其报刊上提出对华关系的武力强迫论、商业交往论和宗教改

善论。 
 

何国强，《伍锐麟华南社会调查回顾》，《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

第 2 期； 



【关键词】：社会调查，伍锐麟，疍民，人力车夫 
【摘要】：20 世纪早期,随着社会学的传入与发展,中国第一批社会学者对国内社

会开展了调查,留下大量的调查成果,开启了中国社会调查之先河。其中伍锐麟的

华南社会调查,与华北地区开展的社会调查遥相呼应,奠定了华南社会学的基础。

伍锐麟的社会调查涉及广泛,特点鲜明,影响深远。 

 

 

（二）著作 
麻国庆，专著，《永远的家：传统惯性与社会结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 6
月 
张应强，古籍整理，《清水江文书（第二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年 6
月 
吴义雄，《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19 世纪 30 年代中英关系研究》，北京：中华书

局，2009 年 5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