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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信息 

周大鸣（1958.12-）男，湖南湘潭人，人类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社会学

与人类学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中山大学中国族群研究中心，主任。 

  

二、    教育经历： 

1978.3－1981.1，中山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获学士学位； 

1985.9－1988.6，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获硕士学位； 

1994.9－1998.6，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获博士学位。 

  

三、工作经历 

1982.1-1992.10，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讲师； 

1992.11－1997.9，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 

1993.8－1994.9，美国太平洋路德大学访问学者（United Board for Asia Education 

Foundation 资助）； 

1998.6－今，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1998.7－1999.8，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Harvard－Yanqing Institute 资助）； 

2000.1-2008.12，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任、人文学院副院长； 

2008.12——今，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组员。 

2009.1——今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院长； 

2009.7——今，广东省高等学校珠江学者特聘教授 

2009.8——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 

  

四、学术兼职： 

美国 Chinese Sociology & Anthropology 杂志主编； 

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副会长； 



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心”兼职教授； 

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文化人类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五、    获奖情况 

（一） 学术获奖 

凤凰村的变迁——《华南的乡村生活》追踪研究,广东省 2006-2007 年度哲学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奖著作类一等奖,2009 

《论族群与族群关系》，国家民委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论文三等奖，2006； 

《澳门的族群》，首届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论文成果论文二等奖，2005； 

《当代华南宗族与社会》，广东省首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成果著作三等奖，2005； 

《寻求内源发展》，2005-2006 年度中南地区大学出版社优秀学术著作一等奖，2006。 

《渴望生存——农民工流动的人类学考察》，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成果著作三等

奖，2007； 

（二） 其他获奖 

2009.7 月，广东省高等学校珠江学者特聘教授 

2006 年 8 月，“人类学田野调查”课程获广东省精品课程奖。 

2004 年 10 月，获中山大学文科优秀中青年学者桐山奖； 

2004 年入选广东省“千百十人才计划”省级人才； 

2004 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 

2004 年 12 月，“人类学田野实习体系的创新与发展”获广东省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一

等奖； 

六、代表性著作和论文 

著作: 

1.   《文化人类学概论》，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2 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

规划教材）。620 签字 

2.   《告别乡土社会——广东农村发展 30 年》，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 年 12 月。 



3.   《珠江流域的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 年 2 月（2007 年 “十

一五”国家重点规划图书） 

4.   《人类学导论》，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 年 1 月； 

5.   《中国文化精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 年 4 月； 

6.   《“自由”的都市边缘人——中国东南沿海城市散工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 

7.   《凤凰村的变迁——<华南的乡村生活>追踪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8.   《寻求内源的发展——中国西部的民族与文化》，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 

9.   《人类学与社会评估：在倾听中寻求决策》，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 

10.  《渴望生存：农民工流动的人类学考察》，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 

11.  《共有制与现代化：改革开放后的一个中国村落》，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 

12.  《现代都市人类学》，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 

13.  《中国乡村都市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14.  《现代人类学》，重庆出版社，1990； 

15.  “Farewell to Peasant China:Rural urbaniz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M.E.Sharpe.1997 

论文： 

1.   Power sharing in rural China behind social transformation—Traditional 

culture,town and village enterprises,and rural governance；Chinese 

Sociology&Anthropology;Summer 2004/VOL.36,NO.2. 

2.   Guangzhou City:ever-changing urban planning(载于 “Derectors of Urban Change in 

Asia”),Routledge Taylor&Francis Group. 

3.   《关于中国族群研究的若干问题》，《新华文摘》，2009 年第 14 期，17 千字 

4.   《实践、权力与文化的多样性阐释》，《广西民族学报》，2009 年第四期 

5.   周大鸣、潘争艳:《宗族与村庙——粤西潭村石头庙与潘姓宗族》，《西北民族研究》，

2008 年第 2期。 

6.   《以文化引导发展：中国西南的视野》，《亚洲研究》，2008.总第 57 期。 

7.   《珠江流域的族群与文化略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 年第 7期。 

8.   《澳门回归后土生葡人的调适与族群认同》，《开放时代》，2007 年第 2期。 



9.   《建筑散工的群体特征研究——中国东南沿海散工典型个案研究之三》，《西南民族

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 年第 5期，p28－31。 

10.  《迈向 21 世纪的中国人类学》，中山大学学报 2006 年第二期（《新华文章》第 12

期全文转载，人大复印资料《社会学》第 7期全文转载）； 

11.  《资源博弈中的乡村秩序——以广西龙脊一个壮族村寨为例》，思想战线 2006 年第

五期； 

12.  《参与发展：当代人类学对“他者”的关怀》，民族研究 2003 年第五期（人大复印

资料《社会学》2004 年第一期全文转载； 

13.  《泛都市区与珠江三角洲城市化未来发展方向》，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2004 年第二期。 

14.  《人类学视野中的文化冲突及其消解方式》，民族研究 2002 年第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