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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80年代初，研究部更名为民族研究所，不久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民族学系，20世纪90年代
扩大为民族学研究院，2000年更名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半个世纪以来，名称和建制的变化，并没
有影响她致力于民族学教学与研究的宗旨，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从该院毕业的民族学专业的学士、硕
士和博士已遍布全国各地，多为栋梁之材。同时出版了大量在国内影响巨大的专著和教材。如潘光旦
、吴文藻、费孝通等人的文集，林耀华主编的《民族学通论》、宋蜀华的《民族研究文集》、陈永龄
的《中国民族学史》（英文版），还出版了全所历年研究成果的论集《民族研究论文集》（1981-1993
年，共九册）。这些出版物的共同特点是，以实地调查的材料为基础，以中国的56个民族为主要研究
对象。几十年来，这已成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几代人的学术传统。　　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毕竟
是一个自西方传来的学科，在中国发展历史较短，几十年来又多次受政治运动的干扰，所以与我国一
些传统的老学科相比，中国的民族学无论在专业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方面，都是一个比较年轻、
比较薄弱的学科。因此，今后本学科的重点是加强民族学专业的基础理论和方法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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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项关于我国民族散杂区的研究工作，工作中关注川滇黔交界处苗族社会文化发展变迁诸多表现
和内容，力图多角度发掘和考察各民族在大杂居、小聚居居住环境下文化问的互动和影响，及其在此
前提下民族文化的自我调适功能和作用。同时也深切地关注少数民族生活现状，并提出一些个人的看
法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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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节 新中国成立后高寒山区民族　　教育的前进与曲折　　新中国成立后，从全县的文化教育
来看，人民政府对少数民族教育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资金，推动了少数民族教育的飞速发展。1951年
至1953年期间，政府拨款800万元（旧币，和计划经济时期的人民币的比值沩10 000：1），先后在枧槽
、文化（现合乐）乡兴办两所民族学校，入学学生全部免费，供给书籍、文具、医药，贫困的学生还
发放助学金和伙食费。同时于1952年，选送苗族青年3名到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前身），1名
到华西医学院，13名到泸州医士校，9名到师资培训班，53名到干部训练班学习。他们在解放初期的政
权建设中，起了很大作用。先后在苗族较聚居的地区，建立了文化民族小学、枧槽民族小学、大坝乡
的平寨民族小学、水潦乡的大洞民族小学、共和乡的胜光民族小学等。人民政府对这些少数民族学生
发给伙食、寒衣、医疗、书籍、文具等，配备足够师资，使这些学生安心读书。1953年到1983年，叙
永县政府对苗族较散居的区乡，每年在全县教育经费中专门划有用于少数民族子女的教育经费，使叙
永5个民族乡的1285人的苗族学生得到扶持。为了使苗族学生学习较规范，效益更显著，1958年政府在
叙永一中开设民族初中班，第一届55人，60年来毕业人数虽不多，但也培养了一批人才。为了更好地
解决少数民族学生入学的问题，1981年至1998年又在叙永城郊中学举办了民族班。宜宾地区和叙永县
政府划拨了专项经费，给予民族班学生一定的生活补贴，1981年开始月贴9元，到1987年调为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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