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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稿是对门巴族珞巴族非遗保护及旅游开发的研究。内容包括西藏非遗保护的历程及
多个个案：尼洋阁藏南文化遗产博物馆、勒布沟模式、窦玉-准巴模式、南伊沟旅游开发
、墨脱县限制性旅游等，讨论门巴族珞巴族非遗保护与旅游开发的有机结合，提供了大
量田野调查资料，具有学术价值和指导实践的意义。

作者简介

马宁，男，羌族，人类学博士，副教授，现为西藏民族学院民族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
方向为民族学、藏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省部级项目5
项，在多家刊物和报纸上发表各类文章40多篇，出版合著著作2部。主要讲授《人类学理
论与方法》《民族学概论》《民族学调查方法》《民族理论与政策》等课程，带领硕士
研究生在西藏、甘肃、四川、陕西等地开展民族学田野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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