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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概念与范式:中国民族理论一百年》，广泛考察了中国民族理论的学科史，既关注该学科的基本理论
线索，也涉及到了该学科在不同时代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内容，没有局限于原有的理论线索和学科框
架，而是拓宽视野，融入了作者许多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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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传斌　1972年生人，回族，山东省平邑县地方镇人。1991年考入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先后在这
里获得民族理论专业的学士（1995年）、硕士（1999年）和博士（2005年）学位。现为宁夏大学教授
、人类学专业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人类学、民族学与回族社会文化。著有《雪泥鸿爪——回
族文化与历史论集》（2004年），公开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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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代前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理论学科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创立和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创立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考察和
研究民族和民族问题，揭示了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发展规律，揭示了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社会问题、
社会革命问题的关系，阐明了正确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原则，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础。据
统计，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或涉及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文章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有360多篇200
多万字。　　马克思在1843年秋发表的《论犹太人问题》①一文，是马克思论述民族问题的第一篇重
要著作。马克思在文中指出政治解放的国家(指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是不能彻底解决民族问题的
；只有依靠全人类的最后解放，才能彻底解决民族问题。从而阐明了民族问题与社会革命的关系，把
民族问题的解决与无产阶级革命联系起来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4年合著的《神圣家族，或对
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中，针对布鲁诺?鲍威尔的唯心主义民族理论观点，明确提出“古往今来每个
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②从而提出了民族平等的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
—1846年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许多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理论观点：提出“三个过渡”的
理论，即“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③的理论；揭示
了民族产生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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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整洁度较好，封皮有点浮土。本书理论体系严密，是本基础性民族研究读物。
2、书的印刷质量可以，是本很好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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