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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态移民与文化调适：西北回族地区吊庄移民的社会文化适应研究》采用了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方
法，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运用大量调查材料写成。
作者马伟华旨在通过实证研究，来揭示以吊庄移民为代表的生态移民过程中，少数民族(回族)移民社
会文化适应的特点，包括他们在社会文化适应中存在的问题、面临的困难，相关政府部门的职责。
作者以移民的社会文化适应问题为切入点，探讨了西北少数民族(回族)的文化变迁问题，并且阐释了
促使移民文化变迁的重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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