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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族群与社会的反思》

内容概要

这是第八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全书按总论、文化与认同、族群概念与族群关系、从乡
村到城市、社会关系与行为这样的框架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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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致谢代序丁序李序金序回顾与展望　“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的缘起与二十年中八届研讨会的召
开经过　香港中文大学与两岸交流　费孝通教授与“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一　总论　对文化的
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在第八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上的讲话　科学与口号：论“现代化
与中国文化”　儒家思想与社会学：社会学本土化一条道路的探索　“去蔽”学习笔记二　文化与认
同　“朝圣”：历史中的文化翻译　“至乐无乐”思想与当代经济学中的理性　转化中的文化身份：
以台湾原住民影片为例　香港人身份的形成与转变三　族群概念与族群关系　中国传统“族群观”与
先秦文献“族”字使用浅析　从费孝通先生的观点看中国的人类学族群研究　台湾民众的文化取向：
兼论台湾的族群关系　客家族群的“历史性”：闽、客民间信仰模式的比较　河湟地区族群互动关系
的文化解读　人口较少民族文化发展的制约因素四　从乡村到城市　　村落终结的社会逻辑：羊城村
的故事　影响我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　工分制下农户的经济行为：对恰亚诺夫假说
的验证与补充　社区治理与权力来源：上海城市基层社区组织关系的分析　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
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　阶级地位对北京居民社会网络结构的影响五　社会关系与行为　　华人社会中
人已、群已关系中的利他人行为　台湾私立大学院校的家族运作与传承　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亲
子传承　中国现代化与青少年越轨行为的探讨　隔代无仇：布波文化融和的社会基础附录一附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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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在阅读之前，并不知道什么是“族群”这个概念。正如文章中所提及的，平日里多是提到“民族
”这样的概念。有共同的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心理情感是不是就可以成为一个民族（族群）？文
中讲，费孝通通过对瑶族的田野调查，发现瑶族人就是与长久的与其他集团合作而形成，因为与其他
族群有差异矛盾，就使得他们对外同仇敌忾。有极高的荣辱观是形成族群的特点。同时要有主观自我
意识，联系到历史中的发展，与其他族群有较大差异，并且不容易脱离的，才能是一个族群。中国的
族群现象是不能脱离民族这个概念的，民族是有一定的政治性，也常常带有少数民族这样影响政策的
概念。而族群就更能显示出情感与文化的共融，是人们对于本族群具有的强烈的维护尊严的需求，容
不得他族侵犯的，这是源于对于文化的认同。就只研究民族就显得太过统一性，忽视了大集体中的小
集团的特点，族群内部的自我认同、文化表述，都是值得研究的。将西方族群研究和中国民族探索相
结合，费孝通先生的观点对于人类学中族群研究本土化起到重要的作用。如果是从族群的角度看待中
国现行的民族政策是不是更够加深理解了呢？现在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设立一些自治州自治县，
但还是有些民族因为分散较广，而聚居人数又达不到设立自治县的标准，与其他民族或是汉族杂居一
起，又由于信仰、文化上的差异，就会与其他的民族产生矛盾。而对于一些大的自治区域来讲，能够
最高领导自治区人民的也多是加入了共产党的汉族人，缺少对于民族文化的认同，更多的是族群文化
，就会在政治、生活等多方面不能够站在多民族的角度，更不要谈站在小族群的角度了。中国人都默
认了中华文明是有五十六个民族的文明共同组成的，但其实在内部，大部分汉族人就对于少数民族文
化知之甚少，因为在文化上有差异，汉族人认定的文化也还是儒家等传统，对于其他民族的历史文化
就不能站在本民族的角度去热爱，甚至会有点歧视，认为少数民族的文化较为原始，不及汉族文化先
进。大汉族主义的心态就是一种变相的民族主义，与希特勒的“反犹”都是会加剧族群之间冲突的。
研究少数民族更加应该以族群研究的心态去看待，说“少数民族”就会让人感到中国就两种民族：汉
族和少数民族。然后制定对少数民族政策，本身就是讲少数民族区别对待，就会有一种分离性。政策
又太过统一僵硬，难以将不同的民族之间的差异体现在政策的关怀中。个人认为，应该取消少数民族
这样的称呼，有不同的信仰、文化而已，一味强调特别身份，就会让人区别对待，不公平就必然会引
起双方的矛盾。中国社会由不同的族群构成，若是族群之间没有互相的歧视，能够平等受教育、平等
医疗、平等参政议政，能够像是美国有黑人总统，中国出现一个藏族领导也是有希望的。陈志明先生
的文章，让人们注意到了费孝通先生关于族群研究提出的诸多理论，同时融合很多知名的人类学学者
的观点，将族群与民族的概念加以区分，并且提供了族群研究的多个方面，将浩如烟海的著作的主要
观点进行罗列对比，有助于读者简要的学习有关于族群的知识。但是作为一篇简要的概述性文章，在
文章中，专业性太强，缺少对于专有名词的大篇幅解释，对于没有人类学基础的普通读者在阅读时的
确有太多障碍。然而，文章确实为读者带来了全新的思考方式，对于汉民族自身内部也有族群之间的
差异，但在相处之时弱化了，若是能够将这样的弱化能力推及在与其他民族相处之时，多的就是合作
共荣，其实也就是视他族为不同的族群。对于反思现行的中国民族政策，也会大有帮助。⋯⋯密⋯⋯
封⋯⋯线⋯⋯内⋯⋯不⋯⋯要⋯⋯答⋯⋯题⋯⋯ ⋯⋯密⋯⋯封⋯⋯线⋯⋯内⋯⋯不⋯⋯要⋯⋯答⋯⋯
题⋯⋯ 　　 　　人类学-中国文化与社会-CUHK text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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