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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泽霖教授在贵州的民族研究工作及意义 

石慧 石开忠
1
 

(贵州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吴泽霖教授从 20世纪 30年代随大夏大学西迁贵阳时起开始了在贵州的民族研究工作,包括:进行民

族社会调查、民族文物收集与展示、民族地区乡土教材编撰、民族地区社会工作、民族地区人才培养等。吴泽霖教

授在贵州的民族研究工作多是具有开创性的,他是我国民族博物馆事业的创始人;为贵州的民族学人才的培养做出

了巨大的贡献;他所开展的工作也很好地践行了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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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民族博物馆学家和教育家吴泽霖教授,在他从国外留学回来以后的 1935到 1985

年,曾多次到过贵州,或来工作,或进行民族调查,或来开会、讲学。由于他是留学美国的知名学者,有国外的留学经历,有世界的

眼光,所以,他在贵州的民族社会调查、民族文物的收集与博物馆建设、民族地区乡土教材编撰、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等方面都做

出了贡献,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总结并发扬光大。 

一、吴泽霖教授在贵州的民族研究工作 

吴泽霖教授在 1935 年作为中国社会学会代表参加民国政府有关部门和民间机构组织的“京滇公路周览团”,从南京乘车前

往云南考察过程中,穿越湘西、贵州和滇东各县时,第一次了解到了汉、满、蒙、回、藏以外的一些兄弟民族,留下了深刻印象,

成为他对国内少数民族研究的开始[1]1。“京滇公路周览团”时期的初步接触与他后来出任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长有直

接的关系,还与他在 50年代后期介绍他的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毕业生张正东、邝文宝从云南到贵州民族学院工作有直接关系。 

(一)主持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时的主要工作。 

1.民族社会调查。 

作为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主要负责人的吴泽霖教授在讲课之余,秉持该部当时“特别着重黔省苗夷生活之实际调查工作”

之要求,并应内政部、贵州省民政厅的社会民情调查之需,亲率学生深入贵州的毕节、黔东南雷公山、黔南云雾山等地区进行实

地调查,并分别在《社会研究》、《贵州日报》、《贵州旬刊》、《时事导报》、《建国评论》等报刊发表了《贵州短裙黑苗的概况》、《水

家的妇女生活》、《苗族中祖先来源的传说》、《贵州仲家的生活一角—食俗》、《贵州苗族的跳花场》、《海爬苗中的斗牛》《贵州苗

夷婚姻的概述》、《贵州青苗中的求婚》、《炉山黑苗的生活》等文章[2]1。 

2.民族文物收集与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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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迁到贵阳的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设立有苗夷文物陈列室,固定陈列展览田野调查过程中搜集来的各种苗夷文物,先后举办

了三次文物展览会。根据柴骋陆《参观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苗夷文物展览记》一文记载[2]278,当时陈列的东西很多,细分有几千件,

主要有服饰、器具、文学等几大部分,还有社会研究部人员创作的作品。 

3.民族地区乡土教材编撰。 

在了解贵州各地、各个民族的基本情况后,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选定了一些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县份开展了此项工作,并编

写出乡土教材,如对定番县(今惠水县)进行调查之后就写出了该县的乡土教材,内容包括地理、历史、人口、物产、农业、工业、

交通、商业、财政、政治、教育、社会、人文、名胜等。 

4.民族地区社会工作。 

根据《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工作述要》记载其在贵州期间的工作内容包括历年工作:(1)主编《社会旬刊》。(2)调查贵州省

乡土教育资源,如前述对定番县地理、历史、人口、物产等的调查。(3)望亭镇社区研究。(4)贵阳城区劳工概况初步调查。(5)

贵阳劳动人口结构之研究。(6)黔垣二四灾情调查。(7)贵州各县风俗迷信调查。(8)编印史地社会论文摘要。扩充计划,最近三

年以内:(1)主编《社会研究》期刊。(2)黔省苗夷概况调查。(3)黔省各县苗夷民俗资料。(4)黔省各县苗夷社会状况调查。(5)

黔省东南两区苗夷生活调查。(6)北盘江流域苗夷状况调查。(7)黔省各种苗夷语言调查。(8)摄制“苗胞影荟”。(9)出版本部

乙种丛刊。(10)出版贵州苗夷研究丛刊。(11)编述本部概况。(12)征集苗夷各种文物。(13)举办苗夷文物展览会。(14)设置苗

夷文物陈列室。(15)协助各机关团体工作。
[2]70-74

 

(二)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1956 年,吴泽霖教授参加了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并担任贵州省调查组组长,组织了在贵州的

民族调查工作。他除了直接领导这项工作之外,还亲自到黔东南的清水江流域、台江县等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并写有调查报

告:《贵州省清水江流域部分地区苗族的婚姻》、《台江县苗族的节日》[1]。以调查组集体成果形式提交后出版的有《苗族社会历

史调查》[3]和《贵州省台江县巫脚交苗族人民的饮食》(1)等。 

(三)学术报告。 

1980年 10月下旬,吴泽霖教授应邀参加首届全国民族学学术讨论会来到贵阳。在贵阳开首届民族学会期间,吴泽霖教授除了

在大会上对与会的两百多名代表谈他对民族工作的建议外,还利用小型座谈会谈了一些民族研究中的具体问题,如民族社会调

查、民族成分认定,还有人口与计划生育问题等。 

1985年 6月,吴泽霖教授应当时的院长安毅夫的邀请,在他由昆明返回武汉途中在贵阳停留了 3天,出席了贵州民族学院部分

干部和教师参加的座谈会。会上,他阐述了民族研究工作者应当具备的专业基础知识,并强调了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民族地区开

展社会调查的重要意义。会后,他又受邀到贵州省历史文献研究会和贵阳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作了学术报告。在贵州省历史文献

研究会的报告中,他主要讲述了历史文献收集整理的理论、方法及贵州省的历史文献资料的基本情况和特点,同时,他讲到了自己

在贵州做调查时认识到少数民族口传资料的重要性等问题。在贵阳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的学术报告中,吴泽霖教授就地方志的历

史、地方志编撰的文献收集整理进行了讲述,同时,他还就大夏大学在贵州、贵阳期间看到的情况进行了介绍,并谈了自己的看法
(2)。 

(四)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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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教师。由于贵州地处西南,交通闭塞,民族众多,文化落后,吴泽霖教授因此极力介绍、推荐他在西南联大

任教时的学生张正东、邝文宝夫妇从云南到贵州民族学院工作。两位老师自来到了贵州民族学院,一直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兢兢

业业,为人师表,得到各民族师生的一致肯定。 

吴泽霖教授非常关心贵州民族学院的发展,1985年,在贵州民院讲座期间,他欣然应聘为贵州民族学院历史系的兼职教授。在

受聘仪式上,他谈了建立历史系的重要性,特别是在民族院校培养本民族历史人才的重要性。他认为人才的培养、特别是各级人

才的培养是进行民族研究工作和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的重要基础。对于历史系学生的培养,吴老认为:一是要重视基础理论学习,二

是要理论联系实际,要注重民族历史文献的研究,又要进行田野调查,收集民间的口传资料,收集民族文物并展示等。 

二、吴泽霖教授贵州民族研究工作的开创性意义 

经过认真研读吴泽霖教授的相关文章,梳理他在贵州民族研究工作的业绩,可以看出其在贵州的民族研究工作意义重大,且

很多方面都具有开创性,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民族社会调查方面。 

吴泽霖教授是 20 世纪贵州民族社会调查、研究的开拓者。在吴泽霖教授开始对贵州民族开展研究之前,已有一些有学者开

展了研究,如本土学者杨汉先先生对苗族的研究,潘一志先生对水族的研究等;外国学者中的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对贵州民族的研

究等。但作为本国的外族人对贵州民族的研究吴老无疑是开拓者之一。他的研究既有多民族的研究,如对苗族、布依族、水族的

研究,又有单一民族的研究,如对苗族的研究较为多见。而在具体的某一个民族研究中,有综合研究,又有某一方面的研究,在家庭

生活方面的研究有《炉山黑苗的生活》,该研究报告对炉山(今凯里市)地区苗族家庭结构、宗祧继嗣、亲属关系、人口规模、家

屋空间布局和家庭经济生活等;对苗族服饰的研究有《贵州短裙黑苗的概述》、《炉山黑苗的生活》等;对苗族其他民俗事项的研

究,有《海贝苗的斗牛》、《贵州短裙黑苗的概述》等;对歌谣传说的研究,主要有 1938 年发表在《社会旬刊》上的《苗族中祖先

来源的传说》和 1940 年发表在《社会研究》上的《苗族的祖先传说》。20 世纪 50 年代后的调查更是具体和细致,这些标志性的

作品有《贵州省清水江流域部分地区苗族的婚姻》、《台江苗族的节日》、《贵州省台江县巫脚交苗族人民的饮食》等[1]247-255。从这

几篇文章可以看出,吴老对贵州民族研究的不断深化和升华,特别是有关苗族婚姻、节日、饮食的调查文章,可以说是这方面调查

研究的范本和经典之作。 

(二)在民族文物收集与展示方面。 

吴泽霖教授是我国民族博物馆事业的创始人。大夏大学在贵阳期间的民族文物收集、展示工作是吴老博物馆工作的一个重

要阶段,是民族博物馆建立的起始阶段。因为,吴泽霖教授在辞去了大夏大学的教授职位后,就到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授,1942-1946

年他创建了“第一边胞服务站”,指导其学生张正东、邝文宝等在滇西地区开展边胞服务工作,同时收集了 200 多件实物、照片

到重庆展出[4]105-110。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吴泽霖教授在贵州的民族文物的收集、展示,是其回国后从事这项工作的起始阶段,而在

滇西“第一边胞服务站”时的文物收集、展示是其工作的深入发展,这也为他在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续开展这项工

作奠定了基础。吴泽霖教授在这方面的贡献,得到了许多学者的一致肯定,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就曾给予了高度评价:“少数民族

的文物能在博物馆中取得应有的地位,据我所知,是从吴泽霖先生开始的”
(1)
。这是对吴泽霖教授在这方面工作恰如其分的肯定。 

(三)在民族地区乡土教材编撰方面。 

随着我国留学归国人员的陆续到来,也随着民国时期的乡土资料收集即乡土教材的编撰工作的展开,河北地区以及经济发达

的汉族地区较早时就已开始了这项工作,当时主持这项工作的是梁漱溟等人。而在贵州这个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开展乡土教材的

编撰工作,吴泽霖教授及其团队的工作具有开创性。它带动了贵州各个地区乡土教材的编写,而且留下了这一时期的文献资料,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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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了一批贵州各民族的乡土人才,对于以后贵州文化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四)在民族地区社会工作方面。 

抗日战争爆发,吴泽霖教授随同大夏大学从上海内迁到贵阳,并主持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的工作。大夏大学迁到贵阳并于

1938年春在文学院下属的社会学系设置了社会经济调查室,第二年更名为社会研究部。社会研究部的核心任务就是对贵州少数民

族“从事进行有系统之研究,以冀促成贵州社会建设之事业。”[2]5社会工作是以利他主义为指导,以科学的知识为基础,运用科学

的方法进行的助人服务活动[5]。从其具体工作来看,吴泽霖教授应是 20世纪中期我国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的开创者[6]。 

(五)在人才培养方面。 

吴泽霖教授到贵州以后,一直惦记贵州民族学人才的培养。20世纪 50年代后期,他推荐、动员张正东、邝文宝从云南调到贵

州民族学院工作。1985 年 6 月,吴泽霖教授受聘贵州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1982 年 12 月贵州民族学院历史系成立,张正东先生

是负责人之一,这项工作一直到 90年代初。在吴泽霖教授的指导下,张正东教授、邝文宝老师与其他老师一起为贵州民族大学培

养了一大批民族学、社会学专家、学者和各级领导干部。如在专家、学者中,目前在职的有民族学教授杨昌儒、石开忠,罗康隆,

社会学教授有吴晓萍、王国勇等,现在这两个学科是贵州省区域一流建设学科,而且有了招收项目博士生的资格。在各级领导干

部中,有副省级领导蒙启良、唐世礼等,有地、厅级领导金安江、唐建荣、蒙秋明、瓦标龙等,县处级领导则有很多。这与吴老人

才培养的开创性工作是密不可分的,也与张正东先生、邝文宝先生坚持不懈的教育工作分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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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为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中国科学院贵州分院民族研究所编: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资料之二十一,1964年印。 

2 吴泽霖教授是张正东先生在西南联大读书时的老师,受当时院长安毅夫的委托,张正东先生全程接待,石开忠作为张正东先

生的学术助手参加了这一工作,所述内容为当时记录和写作时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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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费孝通:《在人生的天平上》代序,载吴泽霖《美国人对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的态度》,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 年版。

有关吴泽霖先生的生平简历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吴泽霖词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