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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职研究人员 站内搜索：   科研人员 姓名

姓名： 李东红  性别： 男 

学历： 博士  类别： 兼职研究人员 

职称： 教授  职务： 云南大学社科处副处长 

联系电话： 5031623  电子邮件： dhli66@hotmail.com 

办公地点： 中国·云南·昆明·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社科处 650091 

研究方向：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研究。主要领域为：民族宗教学、西南考古学、少数民族文化

研究。 

学术履历：

先后获中国民族史硕士、中国文化史博士学位。是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云南省留

简历为： 

1984－1988年，云南大学历史系学习。 

1988－1994年，云南省大理州博物馆、文化局从事文物考古工作。 

2000年，破格晋升为教授。 

2004－2005年，美国宾州大学（PSU）访问学者。 

2008年，新西兰梅西大学（Massey University）访问学者。 

1997年至今，长期在云南大学从事科研管理和教学、科研工作。 

研究成果：

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国家留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云南省十五重大科技攻

目。在《民族研究》、《世界宗教研究》、《Asian Ethnicity》、《思想战线

报》、《弘道》（香港）等刊物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苍洱五百年》等著作8

一、主要科研项目 

1、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白族本主信仰的解释人类学研究》； 

2、国家民委重点科研项目：《傈僳族、怒族、勒墨人（白族支系）社会历史调

3、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白族文化与汉文化互动与构建：云南凤羽白族村的

4、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项目：《中美文化资源保护比较研究》。 

二、代表性论文 

1、The Influence of Indian Buddhism on Bai Identific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ir Origins 

as a People, published in Asian Ethnicity, Volume 10 Issue 1， 2009. Routledge.

2、《边疆考古的民族视角与范式》（民族研究）2008年第4期； 

3、《剑川石窟与白族信仰民俗》（世界宗教研究）2006年第3期 

4、《文化资源的价值评估、成本核算和经济补偿》（思想战线）2004年第3期；

5、《从考古材料看白族的起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6、《南诏大理国时期道教发展概略》（弘道）2003年10月； 

7、《云南大学民族研究的过去和现在》（民族研究年鉴)1998卷。 

8、《白族本主崇拜研究述评：兼谈本主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思想战线）1997

9、《大理地区男性观音造像的演变：兼论佛教密宗的白族化过程》（思想战线

三、主要学术著作 

1、《苍洱五百年》，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4年； 

2、《白族密宗》，《法藏文库》卷48，佛光山文教基金会出版，2001年； 

3、《云南乡土文化丛书??大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 

4、《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白族》，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 

近期研究工作：

1、 从中国文明起源多样性出发，用新近的考古发现与民族研究成果，深入开展中

式研究。 

2、 从方法论及实证研究两个层面入手，探讨考古人类学、边疆考古等考话题。

3、 从田野调查、民族志撰写入手，开展白、彝、纳西、傣等云南少数民族的宗

 
Copyright 2007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地址：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 邮编：6500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