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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民族学》

前言

人类学是对人类进行综合研究的学科，它有英美等国的广义概念和德奥等国的狭义概念之分；民族学
（ethnology）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的文化。大致而言，德奥等国的民族学即相当于美国人类学中的文化
人类学。不过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学派之中，对于民族学的理解和认识却不尽相同。
我国的人类学、民族学是舶来的学科，其状况类似日本，虽然学界同时使用着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两
个名称，然而两者之间其实并无实质性的区别。本丛书名为“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文库”，即沿袭
我国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长期并用的惯例。文化人类学是研究人类文化或人类行为的学问。具有文化
和学习文化的能力，是人类与其它生物的最根本的区别。文化作为人类的基本属性，使得文化的学习
成为人类终生不可缺少的功课，正因为如此，文化的研究便不可或缺。人类学在发达国家之所以为社
会民众普遍熟悉和重视，并始终被作为大学基础教育的学科，原因即在于此。然而，当前该学科所显
现的稳步趋热的现象，却另有缘由。在当代社会，崇尚工业与信息、物质和技术，文化往往被忽视和
被边缘化，然而许多涉及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等领域的重大的危机、纷争和问题，根源却非工业信
息和物质技术，而在于文化。例如现在有的国家因捕鲸而遭到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而当事国却不甘
示弱，认为坚持本国的“文化传统”无可非议；又如西方国家惯于攻击发展中国家的人权状况，发展
中国家则以“应理解和尊重国别历史文化的多样性”予以回应，政治性的指责被判别为文化的偏见；
再如时下全球变暖危及人类生存成为热门话题，如果追究人为的因素，那么工业文明的弊端无疑就是
“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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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民族学》

内容概要

《现代民族学(上下卷)(第1、2册)(套装全4册)》结合中国和世界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实际情况，从
学科发展的需要出发，对现代民族学的某些基本特征以及开展现代民族学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进行初步的探讨。民族学在自身形成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由传统民族学向现代民族学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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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光大，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社会学学院教授，湖南衡阳人。1961年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民族学专业
本科毕业。50年来主要从事民族学研究与教学。个人和合作出版著作18部，发表论文100余篇。主要著
作有：《民族学概论》、《民族问题基本知识》、《壮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苗族历史与文
化》等。有2项科研成果获国家级优秀成果奖，7项科研成果获省部级优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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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序二第一篇 现代民族学的基础理论和知识绪论第一节 发展现代民族学是时代的需要第二节 现代民
族学研究的基本特征第三节 开展现代民族学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第一章 现代民族学研究的对
象和功能第一节 现代民族学研究的对象一、民族学研究的对象是民族二、现代民族学研究的重点是民
族问题三、现代民族学应加强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研究第二节 现代民族学研究的任务一、现代民
族学研究的总任务二、现代民族学研究的根本任务三、现代民族学研究的主要任务第三节 现代民族学
研究的作用和功能一、现代民族学研究的作用二、现代民族学的社会功能第二章 民族学的基本特点和
体系第一节 民族的基本概念一、民族和民族共同体二、民族概念在中国史书中的记载与发展三、民族
概念在国外史料中的记载与发展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民族概念的研究第二节 民族学的基本特
征一、民族学研究的整体性二、民族学研究的广泛性三、民族学研究的综合性四、民族学研究的开放
性五、民族学研究的实用性第三节 现代民族学研究的创新体系一、基础知识研究二、基础理论研究三
、应用性研究四、开发性研究第三章 民族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第一节 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关系一、民
族学与人类学的不同特点二、民族学与人类学的紧密关系第二节 民族学与历史学的关系一、民族学是
从历史学中发展独立出来的学科二、民族学与历史学研究结合是中国民族学研究的重要特点三、民族
史学仍是现代民族学研究的一部分第三节 民族学与社会学的关系一、民族学与社会学是两门联系密切
的社会科学二、民族问题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三、新时期应加强民族社会学研究第四节 民族学与文化
学的关系一、民族学与文化学是相互联系和有区别的两门学科二、民族文化是文化体系的一部分三、
新时期应加强民族文化学的研究第四章 民族学的形成与发展第一节 西方民族学的形成一、民族学资
料的积累二、民族学研究机构的建立三、民族学形成的社会根源四、民族学形成的思想根源第二节 西
方民族学的发展一、民族学的进化一历史范式二、民族学的结构一功能范式三、民族学的阐释一反思
范式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建立和发展一、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奠基者二、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
实践与发展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对西方民族学的影响一、马克思主义对西方民族学影响的主要方面二、
马克思主义对西方民族学影响的主要形式第五节 中国民族学的形成和发展一、中国民族学史料的积累
二、民族学在中国的传播三、1949年以后民族学在中国的发展四、当代中国民族学研究的成就第五章 
民族的形成和演变过程第一节 民族的起源一、民族起源的认识和研究二、民族形成的条件和过程三、
民族形成的一般规律第二节 民族的演变一、民族过程二、民族发展第三节 民族的消亡一、民族融合
及其特点二、民族消亡的历史条件第六章 民族语言文字及其发展趋势第一节 民族与语言文字的发展
和变化一、语言文字历史轨迹的第一阶段二、语言文字历史轨迹的第二阶段三、语言文字历史轨迹的
第三阶段第二节 语言民族学在民族学研究中的地位一、语言学在民族学研究中的地位二、民族学研究
中的语言学方法三、语言民族学发展趋势与前景第三节 双语现象和双语的研究一、“双语现象”的产
生和发展以及双语研究的兴起二、双语人、双语概念和双语类型的划分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双语发
展的特点和趋势第七章 民族与种族和族群的关系第一节 民族与种族的关系一、民族的形成二、种族
三、民族和种族的关系第二节 民族与族群的关系一、“族群”的概念二、对“族群”概念的不同理解
三、民族与族群的关系第八章 民族文化的结构和特点第一节 民族文化的结构一、民族文化的组织结
构⋯⋯第二篇 民族学视野中的文化体系（上）第三篇 民族学视野中的文化体系（下）第四篇 现代民
族学的理论与取向第五篇 现代民族学的研究方法第六篇 现代民族学的应用研究第七篇 全球化时代的
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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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民族学》

章节摘录

另外，目前各地都有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和调查资料可供参考。因此，中国人调查研究中国人不能只
满足于一般的民族志描述，而应把分析和探讨深层次的问题作为主要目的。在21世纪，民族志方法与
比较研究等方法相结合，村社研究与专题比较研究相结合，才有可能取得较理想的成果。其四，小传
统与大传统相结合。大传统通常是指知识分子创造、统治阶级提倡的教化文化，也称精英文化或典籍
文化。小传统通常是指乡村的民俗文化。而民族学通常被认为是研究小传统的学科。其实，大传统和
小传统是密不可分的，大传统是在小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大传统形成之后，又对小传统发生影响。
如果不熟悉典籍文化，小传统也不可能深入研究。例如，居住在泸沽湖畔的摩梭人的成年礼，一般选
择生肖相合的人主持仪式。如果举行成年仪式的少年男女属兔，必须由属猪或属羊的男子或妇女主持
仪式。其原因是什么？这种习俗无疑是受古代汉族阴阳五行中的相冲相合理论影响而形成的，即所谓
“三合”：申子辰合水，亥卯未合木，寅午戌合火，巳酉丑合金，亦即猴龙鼠相合，猪兔羊相合，虎
马狗相合，牛蛇鸡相合。此外，还有“六合”之说。再如，汉族地区的民间信仰和民俗节日，受阴阳
五行学说影响很大，如果不熟悉阴阳五行，就不可能深入研究民间信仰和民俗节日。其五，少数民族
与汉族研究相结合。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工作的重视，中国民族学偏重于研究少
数民族，而对汉族的研究较少。由于这一缘故，不少机构和单位及个人往往把民族学误解为“少数民
族学”，或认为仅仅是研究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的。中国民族学的研究对象仅限于少数民族是不完全
的，还必须包括汉民族的研究。一百多年来，世界各国的民族学、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随着时代
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无文字民族和后进民族曾是西方民族学和人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近几十年来，
随着世界政治体系的变化，民族学的研究对象越来越广，既研究无文字的民族，也研究有文字的民族
；既研究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少数民族，也研究其主体民族。汉民族占全国总人口的90％以上，要称得
上中国的民族学，就不能不去研究汉民族。其他学科对汉民族的研究，并不能取代民族学所作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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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民族学自20世纪80年代初恢复重建以来，在许多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仅是
书名以“民族学”命名的概论性和通论性著作就有杨堃的《民族学概论》，林耀华主编的《民族学通
论》，梁钊韬、陈启新、杨鹤书的《中国民族学概论》，李绍明的《民族学》，施正一主编的《广义
民族学》，侯哲安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周光大的《民族学概论》，杨昌儒的《民族学纲要》，
欧潮泉的《基础民族学》，周建新主编的《民族学概论》，杨群的《民族学概论》等等。其中影响最
大的是林耀华先生主编的《民族学通论》和杨堃先生的《民族学概论》。林耀华先生主编的《民族学
通论》自出版以来就一直成为全国大专院校民族学专业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教科书和参考书，
经过修订再版，其印数达14000册，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民族学基础性著作的最高水平。杨堃
先生的《民族学概论》则得到了中国和前苏联学者的较高评价。这些著作的出版从不同的方面对于促
进中国民族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这是众所公认的事实。然而，当世界进入21世纪
，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扩大和中国民族学学科建设的发展，原先那些概论性和通论性的民族学著作已
显得不太适应当代民族学理论发展和应用实践的需要了。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原先的概论性和通论性著
作对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民族学理论方法给予较多的关注，而对20世纪70年代以后至今的国际民族学
、人类学的学科发展状况和趋势则很少涉及，当代国内外许多新出现的民族学、人类学理论方法没有
得到充分的介绍和评述。不仅学者们在开展实际教学和科研工作过程中感到无所适从，就连准备报考
民族学专业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后学们在复习考试的过程中也深感没有合适的教材和书籍来供参考之用
。这种状况与当代国际民族学、人类学学科迅猛发展的需要显得很不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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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民族学(上下卷)(第1、2册)(套装全4册)》由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Page 8



《现代民族学》

精彩短评

1、泛泛～
2、留作资料用的，里面有一章是本人写而已。
3、还没时间看呢，期待中
4、华而不实
5、除作者外，真的有人会看此书？

Page 9



《现代民族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