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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数民族农村30年变迁（上下）》

内容概要

《中国少数民族农村30年变迁(上下)》是一本旨在从“经济、社会、文化”几方面描述与分析全国除
了台湾高山族之外的54个少数民族农村30年变迁历程和经验的学术著作。历时4年左右时间，由全国17
个高校和研究机构的69名民族学人类学的专家学者，以“村寨”为基础，运用民族学的田野调查和社
区研究方法，描述与分析了少数民族30年变迁的历程和经验。 
《中国少数民族农村30年变迁(上下)》的主体采用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微型社区研究方法，在54个少
数民族聚居区各选择一个农村社区进行以改革开放30年变迁为主题的调查研究，试图通过“以小见大
”的方式，从不同的视角展示中国少数民族的变迁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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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数民族农村30年变迁（上下）》

书籍目录

导言一、综合独龙族——云南省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乡迪正当村鄂伦春族——黑龙江省黑河
市爱辉区新生鄂伦春族乡新生村鄂温克族——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旗辉苏木乌兰宝力格嘎查俄罗斯族
生活方式变迁——内蒙古自治区额尔古纳市室韦俄罗斯族乡哈萨克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乃县
托斯特乡巴扎尔湖勒村回族——云南省通海县纳古镇傣族——云南省勐腊县勐仑镇城子村景颇族——
云南省陇川县章凤镇广山村门巴族——西藏自治区错那县贡日门巴族乡贡日村普米族——云南省兰坪
白族普米族自治县河西乡箐花村畲族——福建省罗源县松山镇八井村水族——广西壮族自治区南丹县
六寨镇龙马屯佤族——云南省西盟佤族自治县勐卡镇大马散村乌孜别克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木垒
县大南沟乌孜别克族乡阿克喀巴克村藏族——云南省德钦县奔子栏乡奔子栏村二、经济壮族生计方式
变迁——广西壮族自治区隆安县那桐镇那门村赫哲族生计方式变迁——黑龙江省同江市八岔赫哲族乡
八岔赫哲族村白族生计模式变迁——云南省大理市挖色镇高兴村满族生计模式变迁——辽宁省凤城市
沙里寨镇马家堡子村锡伯族生计模式变迁——辽宁省沈阳市兴隆台锡伯族镇新民村达斡尔族生计模式
变迁——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阿尔拉镇哈力村毛南族经济变迁——广西壮族自治区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下南乡南昌屯布依族经济发展——贵州省开阳县禾丰布依族苗族乡水头寨瑶族经济
变迁——广西壮族自治区大瑶山瑶族自治县六巷乡下古陈村维吾尔族经济发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疏附县吾库萨克乡木苏玛村羌族经济变迁——四川省汶川县龙溪乡阿尔村珞巴族经济变迁——西藏自
治区米林县南伊珞巴族乡琼林村京族生产及生活消费方式变迁——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江平镇山心
村蒙古族生态环境变迁——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贺日斯台苏木巴彦胡舒嘎查三、社会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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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数民族农村30年变迁（上下）》

章节摘录

插图：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人民公社的解体，使农村中集生产、
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功能于一体的组织——生产队不复存在，继之而设置的村委会、村民小组
以及直接选举产生的村民自治组织不仅不再是包揽农村所有职能的全能性组织，而且也不再履行行政
命令的行政组织职能，仅只作为村民自我管理的自治组织。即使极少数选择了“集体管理、共同富裕
”管理模式的农村社区，乡（镇）、村委会和村民小组等组织的决策和运作的原则也不再是“下级服
从上级”的行政命令，而是市场资源配置的规则。由此，以社区为单位的所有成员统一的集体行动的
范围大幅度缩小，家庭成为农民行动的基本组织单位。在此条件下，连接与协调社会成员之间和家庭
之间的社区社会开始恢复与重建。在少数民族农村，国家制度和农村生产经营组织的变迁所释放出的
社会恢复与重建的力度更为强大。其主要表现是：从横向的社会比较视角来看，由于原本存在的社会
模式差异性远远大于不同区域汉族社区，故而社会的恢复与重建的结果是形成了民族之间和区域之间
社会模式的差异性更为突出、区别性更为鲜明、多样性更为丰富的格局，即使是在城市扩张过程中被
都市社区包围的少数民族“城中村”，因传统精英的角色类型和社会管理职能的差异等诸多因素的作
用而形成了社会运行及其管理方式呈现出明显的族性特征；从纵向的社会重建过程来看，因前人民公
社时期的少数民族农村社会绝大部分尚未经过现代社会体制的渗透或渗入程度较浅而传统社会资源保
留较为完整，故而一旦民族社会或社区社会具备生存与运行的制度空间，便凭借集体记忆和传统精英
的能动作用而得以较快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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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会议。此
后30年的历史进程表明，以这次会议及其通过的战略决策为标志，开启了改变中国社会发展的崭新格
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刚刚从此前十年噩梦中醒来的中国人来说，如果这一论断
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还仅仅停留在“解放思想”的观念层面，那么时至今日再来回顾这一宣言，
就会发现它给中国带来的深刻影响是多么的巨大：从农村体制改革到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从固
守封闭到全面改革开放，从工作重心转移到国家腾飞战略的制定实施，从解决温饱到实现现代化，从
追求单一发展到强调和谐发展、科学发展，全国人民均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30年改革开放带来的丰硕
成果。这其中，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少数民族也随着国家大环境的进步潮流，在经济
、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汉族地区一样共同享受着物质和精神层面的文
明成果。正是为了展示30年间从东北到西北、从华北到华南、从东南到西南的广大区域内少数民族聚
居地区所发生的变化，我们组织编写了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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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少数民族农村30年变迁(上下)》是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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