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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屆
國際人類學與民族學聯合大會
第16回国際人類学民族学会議
제16회 국제인류학과민족학연합회의
16th World Congress of the IUAES

文．圖︱潘紀揚（台灣原住民傳統知識工作網TIKAN執行長）

每
五年一次的國際人類學與民族學聯合會

（I U A E S，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U n i o n o f 

Anthropological and Ethnological Sciences）於7

月27∼31日在中國雲南昆明市之雲南大學及

雲南民族大學舉辦，本屆主題定為「人類、

發展與文化多樣性（Humanity,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Diversity）」。

主辦單位是中國人類學與民族學研究

會，其他官方合辦單位則包括中國社會科學

院、中央民族大學、雲南省政府及民委、雲

南省民族博物館。各單位與政府部門也掌握

機會，展現推銷雲南豐富自然資源、少數民

族文化特色，及學術機構之研究工作。

人類學與民族學界的奧林匹克大會

此會被譽為世界人類學與民族學界之

「奧林匹克大會」，自1934年在英國倫敦舉

行第一屆之後，會議大多在歐美國家舉行；

本屆是繼1968年在日本東京、1978年在印度

德里，第三次在亞洲舉辦。原訂2008年舉

行，但是中國遭逢汶川大地震、西藏地區動

亂、北京奧運等重大事件，致使延後一年。

筆者藉此機會發表文章，一探國際、中

國之少數民族研究現況。筆者於兩項專題會

議中發表英文論文〈綠林山丘及褐黃曠野論

說——中國西南少數民族與改變中的國際世居

民族概念〉，此論文將收錄於會後出版的

《雲南少數民族學術報告論文集》。

議題多元 資訊豐富

根據大會消息，本屆來自全球100多個國

家及地區的學者專家高達4,500多位。大會議

程涵括165場學術專題會議、6場專題展覽、

人類學影展、影視專題會議，每日學術會議

平均近40場，促進世界各國學者專家交流討

論，建立進一步合作關係。

雲南少數民族代表（彝族）參加會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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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會議之議題廣泛，涉及領域包括人

類考古界、民族理論、文化演變、少數民族

調查、族群歷史遷移、生態環境、族群意識

與認同、華人海外移民、語言、婦女、古代

DNA研究等。此安排讓與會者得以在5天會期

內，接觸各式各樣的議題，並進行資料的收

集與廣泛地交流。

聚焦中國及東南亞

大會力邀中國各地及第三世界之學者，

又有鑒於雲南之地理位置與文化歷史牽連，

特別資助東南亞國家人士，因此有不少學者

來自越南、柬埔寨、寮國、泰國及印度。

本會最大的特色是許多專題聚焦於中國

及東南亞少數民族之群體學術研究成果，例

如：探討藏彝走廊歷史概念、孟-高棉種族、

藏-緬民族語言、藏族社會發展歷史、青藏高

原文化源史、西南邊疆族群遷移史、畜牧及

遊牧民族文化、回族聚落發展史、東南亞及

南亞民族研究、西南少數民族族群關係、納

西族研究新視野等。

大會亦規劃一日學術考察旅遊，參訪雲

南少數民族村落並接觸當地居民文化，包括

大糯黑村（石林彝族自治縣，彝族支系撒尼

人）、可邑村（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彝

族支系阿細人）、納古鎮（回族居民）以及

大營街鎮（玉溪市紅塔區，漢族為主之新興

農村）。

昆明宣言 維護少數民族權益

閉幕當天，大會宣布通過中國起草的

《昆明宣言》，其內容倡導多民族和諧繁

榮、民族平等與多元文化：「國際社會必須

尊重發展中國家、少數民族、弱勢群體及基

層社區，參與經濟發展的平等權利；同時必

須尊重其文化資源、社會尊嚴及語言權

利。」根據官方報導指出，這是近百年來中

國的人類學與民族學界首次向世界發聲。

下一屆大會將於2013年，在英國曼徹斯

特大學舉行。

本屆國際人類學與民族學大會的壁報發表及展示場。

因應本屆國際人類學與
民族學大會所發行的一
系列出版品。

「納西學研究的新視野（N e w H o r i z o n s  f o r  N a x i 
Studies）」學術討論會上的發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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