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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族学在中国学术界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中国民族学即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就是这
个过程的结果。
中国民族学与国外民族学，有密切的联系，中国民族学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目标、研究传统
、研究视角等方面，继承和吸收了大量国外良族学的优良成果，同时，中国民族学又有自己的特色。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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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库的出版，就反映了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想在推动民族学中国化，创立有中国特
色民族学方面做些工作的强烈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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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民族社会学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本章由国内外民族社会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人手，对中
国民族社会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如学科定位不清、专业研究队伍十分有限、教学活动开展尚不广泛
等进行了分析，并对进一步发展的对策，尤其是深入开展民族社会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
第一节国外民族社会学研究简述　　中国民族学、社会学、民族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研究均是从国
外传播过来的。
因此，在评述中国民族社会学的进展时，我们有必要交代一下它的渊源，简单回顾一下国外的研究状
况。
　　有关民族、社会的知识古已有之。
但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学、民族学，均产生于19世纪中叶前后，社会学的创始人是孔德，孔德生活的
时代及其观点，我们在有关社会学对象的探讨中将作进一步分析。
而民族学亦产生于19世纪中叶，此前后，先后出现了一批专业民族学家以及民族学专著和调查报告材
料，并产生了最早的民族学学派——进化论学派。
那么作为以上两门学科交叉学科的民族社会学产生于何时呢？
这是我们要着重讨论的问题。
民族学与社会学是两门密切相关的学科。
追溯民族社会学的源头自然离不开这两门学科的发展。
目前我国学者倾向于将民族社会学的源头追溯到泰勒、摩·尔根等人。
　　泰勒是英国人类学的创始人。
他在1856年访问古巴时遇到民族学家克里斯提，并开始对民族学感兴趣。
回国后，他开始系统研究民族文献资料，并陆续发表了《人类早期史研究》、《原始文化》和《人类
学》等著作。
泰勒认为，人类的文化史就是人类的技术、经济、精神生活自我运动发展史。
犹如生物界一类物种由另一类物种发展出来一样，一类工具、设备、艺术形式和道德信仰也是由另一
类工具、设备、艺术形式和道德信仰发展而来的。
同时代的不同社会可以处于不同的进化阶段文化形式的多样性，正是同时代文化处于各个发展阶段的
表现，而每个阶段的文化，既是过去的阶段的产物，又对未来阶段的形成起一定作用。
他把各阶段的文化，即把最落后的和最文明的各民族文化依次联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系列，认为所有
社会都要经过从蒙昧到野蛮再到文明的三个基本发展阶段。
他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明确指出：“只要把野蛮的各部落同文明的各族加以比较，我们就会清楚地
看到，野蛮种族是怎样一步一步地转变为高级种族的类似过程，是怎样容易地认识到两者生活形式的
联系。
”他还把民族志资料用于宗教史的研究，提出了万物有灵论。
他的这些思想激发了后来的民族学和社会学对上述问题的深入思考。
同为进化论的代表人物，摩尔根是美国著名的民族学家。
他作为一名律师，因帮助印第安人诉讼成功、夺回土地，被接纳为塞纳卡部落的成员和鹰氏族的养子
，从而开始了对印第安人的研究。
在对易洛魁印第安人多次深入调查研究和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他于1851年发表了《易洛魁联盟》
一书，该书追溯了易洛魁人数百年的历史，详细论述了他们的生活环境、经济活动、生产工具、房屋
、服饰、家庭、习俗、宗教和语言，着重介绍了联盟的组织结构，讨论了他们的命运。
该书被学术界誉为第一部关于印第安人的科学著作。
1871年摩尔根发表了《人类家族的血亲和姻亲制度》，1877年又发表了重要著作《古代社会》，对人
类婚姻制度自群婚到一夫一妻制作出了单线进化论的推断，提出并阐述了人类社会从蒙昧时代经过野
蛮时代至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发展了人类文化起源和进化的理论，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高度评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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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根之所以做出划时代的贡献，最根本的是他运用民族学与社会学相结合的学术视角，并从社会关
系及其结构入手，研究和分析研究对象。
因而可以认为摩尔根等人韵著述是早期民族社会学的著作．它从实践上开创了民族社会学的研究。
　　泰勒、摩尔根等可以看做是民族社会学的先驱，虽然他们并未运用这一概念，但客观上以实践的
形式影响了这一学科的产生。
事实上，从进化论到后来的一系列民族学理论均不同程度地为民族社会学提供了视角、理论与方法。
同样重要的是社会学家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在学科发展过程中，横贯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的学者，更
是为民族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做出了直接的贡献。
早期的如斯宾塞，他是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
早在达尔文《物种起源》（1859）发表之前就发表了《演进假说》（1852）、《进步之规律和原因》
（1857），提出了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概念，被达尔文称为是他的先驱者之一。
从1860年起，斯宾塞开始撰写十卷本的巨著《社会哲学》，对进化论进行了系统阐述。
他从宇宙万事万物的起源说起，直到对生物、心理、社会、伦理的进化发展都进行了讨论。
他认为和一切生物都在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的原则下进化一样，人类社会也是在这样的原则下，由较
简单的形式向较复杂的形式进化，各种文化虽然不处在同一时代，但都遵循着同样的程序，同时代的
文化尽管发展速度有快有慢，但都遵循一定的发展阶段，不能逾越。
诸如家庭、礼节、政治、宗教、职业和工业等的进化都是适应的结果，人类社会的每一种适应都解决
一系列生存问题，但又遇到一系列新的问题，因而又要求新的适应。
人类社会就是在这种不断适应中进化发展，由最初的原始军事制社会发展到有国家的工业社会，最后
达到没有国家和政府的、合乎道德标准的乌托邦境界。
斯宾塞指出：“社会学是一门精深的学问，它建立在对教育学，神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和人
类学诸学科综合把握的知识之上”，并“力图创建的是包罗人类生活所有基本方面的、前所未有的社
会学体系”。
迪尔凯姆、莫斯更是花费较多精力于民族学。
迪尔凯姆在社会学、民族学、教育学等方面都有研究，他的主要著作有《社会学方法论》（1895）、
《论自杀》（1897）、《社会劳动分工论》（1893）、《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等。
迪尔凯姆认为，民族学是一种叙述性的学科，不是理论性学科，而社会学则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其中
包括民族学。
尽管他本人没有亲自参加过实地调查，但他对民族学的调查资料非常重视，能利用别人的调查资料提
出自己的分析与看法。
他强调社会不是个体的简单总和，而是他们结合的一种体系；它是具有自己特征的一种特殊现实。
应当严格用科学的、实证的方法来研究，使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在理论与方法上更趋成熟。
他的民族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宗教研究和社会组织研究两个方面。
莫斯是迪尔凯姆的继承人，曾担任法兰西学院教授，与其他人共同组织了法兰西民族学研究中心——
巴黎民族学研究所。
莫斯比迪尔凯姆更加重视民族学研究，主要著作有《民族学概论》（1947）、《赠礼》（1924）、《
社会学和人类学》（1947）等。
莫斯在民族学研究中十分重视民族理论与调查方法。
他对交换形式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所作的比较颇有创新。
斯宾塞、迪尔凯姆与莫斯等显然亦为民族社会学的产生作出了贡献。
　　前面引述民族学、社会学家关于民族社会问题的思考，并不意味着对民族社会学作出贡献的仅仅
只是这些人。
事实上，在民族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中，以上两门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显而易见促进了民族社会学
发展。
我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族社会学的萌芽就深深受到英国功能学派人类学的影响。
而从世界范围看，民族社会学的早期名称叫民族志社会学。
1880年法国人类学家勒图尔诺出版《民族志社会学》，该著借助民族学的材料研究社会的变迁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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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所称的“民族志社会学”可以看做民族社会学的萌芽。
后来德国民族学家、社会学家米尔曼在《人类学史》中亦使用“民族志社会学”的概念，意在借民族
志的实际材料对民族学和社会学作理论的探讨，主要对1860年至1900年这一时期有关民族的社会进化
和文化进化进行了研究。
他与勒图尔诺对民族社会学概念的提出起了重要作用。
　　而“民族社会学”这一概念究竟是何人、何时首先提出和使用的呢？
对此，社会学特别是民族社会学的论著持有两种看法：一是认为“民族志社会学”就是民族社会学；
二是认为民族社会学概念是由芬兰的韦斯特马克学派最先提出来。
据《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介绍，19世纪末，德国、北欧和美国就开始使用民族社会学的名称
，特别是芬兰的韦斯特马克学派，多用民族社会学研究原始社会和民间社会，以韦斯特马克为代表的
学派在当时的芬兰和欧洲有较大影响。
韦斯特马克（1862—1939）一生著述颇丰，是芬兰著名的哲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其主要代表
作有：《人类婚姻史》（1891）、《道德观念的起源与发展》（2卷，1906-1908）、《人类婚姻简史》
（1926）、《伦理学相对论》（1932）、《早期信仰及其影响》（1933）、《西方文明未来的婚姻》
（1936）、《基督教与道德》（1939）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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