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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政治人类学评论》的问世恰逢其时。
一个学科的命运总是与时代的特点相联系，政治学科学化的历史与现实更迫切地呼唤“田野研究”。
田野研究方法进入中国政治学研究领域后，大大提升了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政治学要真正成为一门
科学，也有待于实证研究的更好运用。就我本人而言，如果要说我是政治学出身的话，更确切地说是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出身。当时国内的政治学经典著作就是马列经典，没有像现在那么多的政治学著作
可阅读。阅读马列经典著作的学术训练，可以说，奠定了我以后独立思考并从事政治学研究特别是中
国政治研究的学术基础。中国的政治学研究不能只是简单借用在西方经验基础上生成的理论来阐释中
国政治，而应该从中国政治实践出发，在富有创造性的实践经验中寻找理论的源泉。
《政治人类学评论》每期主要内容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其内容结构如下：
一是对于目前欧美学术界有关政治人类学学科研究与学术研究等最新成果的译介工作。在此基础上，
逐步建设成为“他山之石”专栏。二是收录国内学术界有关政治人类学学科研究与学术研究等权威作
品。在此基础上，逐步建设成为“华夏之声”专栏。 三是采集本校法政学院有关政治人类学学科研究
与学术研究等学术作品。在此基础上，逐步建设成为“天籁之音”专栏。
本册主要于目前欧美学术界有关政治人类学学科研究与学术研究等最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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