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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兰州大学走过了一百年的峥嵘岁月。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成立也快十年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出版这套文库，献给哺育我们成长、关心我们工作的兰州大学和兰州大学的全
体师生。
　　民族学在兰州大学只有十多年的历史，与许多兄弟学科相比，他只是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因此他
曾被忽略过、轻视过，不过这个有极强活力的生命，终于还是在兰州大学这块沃土上坚强的成长起来
，为自己争得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至今，兰州大学的民族学已经是博士学科一级授权点，拥有五个二级博士点，同时是国家重点学科。
作为民族学科的载体，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也成长壮
大，成为在国内小有名气的科学研究和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新的研究型实体。
　　不到十年的岁月里，在中心的老师们辛勤耕耘下，仅由中心老师及他（她）们指导下写出的民族
学专著就达八十余部。
现在摆在您面前精选出的这套文库，就是这些年来，中心师生用知识、智慧和汗水辛勤浇灌出的部分
成果。
当然，“精选”者，仅指从上述八十余部专著中精心选出者之谓，并非一定是精品。
但是我们有信心，经过我们的扎实工作和潜心研究，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精品问世。
　　借本文库出版之际，还想就当前我国民族学的发展，说一些心得和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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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民族学特色主要表现在下列五方面：　　　　1．在指导思想方面，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
导，放眼中国和世界民族、民族问题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充分反映和吸收世界民族学发展的优秀思想
和最新成果，促进中国和世界各民族的平等、和谐发展。
    2．在内容方面，以中国民族学和民族问题为基本内容，构建符合中国和世界民族新发展的知识体系
。
    3．在方法方面，采用实证的、思辨的、比较的、综合的多种方法，定性与定量结合，描述与分析综
合结合，田野与文献结合，充分使用现代科学技术，促进民族学研究有更加广阔的道路。
    4．在视角方面，认为民族是一个包含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心理及种族、生物等各种
因素的群体，是一个综合的社会群体，全方位研究揭示民族的各个方面，是民族学的显著特色。
    5．在思想传统方面，继承中国古代对民族实体、民族关系、民族问题丰富而深邃的思想认识，吸取
中国历史上处理和对待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的经验、政策和方法，使民族学在具有数千年多民族共处
历史以及积累了深厚传统民族思想的中国，得到进一步的升华和发展。
    具有这样一些特色的中国民族学，既是当前广大中国民族学者的研究实践，也是多年来中国民族学
界的主流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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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1796—1911年，在清朝走向衰落、官僚阶层走向全面腐败之际。
苗疆正完成自己的近代历史，走上自己的全面发展时期。
苗疆以傅鼐为首的流官群体，近乎奇迹般地将数千年来一直被视为“化外”的苗疆，在这个充满腐败
的时代大背景下引上了近代之路。
这是一段值得反思的历史。
特别是在当代民族社区与中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越拉越大之际，在当代世界上，由于文化的多元自觉
、科技发展的不可预期与经济社会发展严重失衡等三大特点所构成的矛盾运动，将人类再一次推到一
个岔路口之时，以苗疆民族社区的近代转型为切入点，深入探讨多民族社区的变迁轨迹与规律，回答
与人类发展相关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成为本书研究的主要目标。
　　第一节　主要概念说明　　一、研究的时间断代：1796—1911年　　本书研究对象为“清代湘西
苗疆多民族社区的近代重构”，因其近代重构的实际发生时间在嘉庆以后，所以本书研究的时间即
以1796年为逻辑上的时间起点。
在此之前，苗疆事实上已经发生过一次质的变化，即开始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的改土归流运动
。
改土归流运动使湘西苗疆获得了一次社区重组机会，湘西各族人民从原始小农经济的混合制进入封建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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