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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孙振玉主编的《中国民族理论政策与民族发展》的目的，是通过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使学生系统地
学到中国的民族理论和政策，了解到中国的民族发展情况，这样，今后他(她)们不管是作为生活在一
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公民，还是作为一位民族研究者，或一名专职的民族工作者，抑或民族地区的
一名领导者、管理者，就都能够掌握基本的、应具的学科知识，从而能够更好地为中国各民族的“共
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服务，为构建中国的和谐社会和维护中国的政治统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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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4）历史因素。
风俗习惯的形成与民族历史遭遇、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及社会斗争有密切的联系。
在历史发展长河中，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同程度地遭受过各种自然灾害、战争灾难和民族压迫的苦难，
民族风俗习惯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这些民族的历史发展和历史传统。
（5）宗教因素。
宗教对人的行为具有更强的规范行为，当它们的观念和行为（教义与仪式）逐渐被广泛的社会接受时
，往往会演变为风俗习惯，这在全民性地信奉某一宗教如伊斯兰教与藏传佛教的情况下，表现得更为
突出而明显；因此。
世界性的宗教就成了风俗习惯跨民族、地域与国家传播的载体。
 尽管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风俗习惯，但是，作为普遍存在的社会文化现象，民族风俗习惯也有一些共
同的特征，如：（1）群体性特征。
民族风俗习惯为民族成员共同遵守，共同维护，绝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普遍的社会风尚和习俗。
说到底，人民群众是风俗习惯创造的主体，也是遵行和移易的主体。
（2）传承性特征。
风俗习惯是人们历代相沿成习的风尚与习俗，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可以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所以，
有的风俗习惯，如汉族的春节等是相当古老的。
（3）地域性特征。
风俗习惯的地域特征与民族特征同等鲜明，两者甚至有交叉，如民族特征中包含着地域特征，即使同
一民族因居住在不同地域，他们的风俗习惯也会有不同；不同的民族如果居住在同一地域，则往往会
有某些共同的地方性的风俗习惯。
（4）规范性特征。
风俗习惯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民间思想与行为，是生产生活赖以遵行的准则与规范，有的甚至成为习惯
法，或起到习惯法的作用，对民族成员有更大的约束力。
（5）变异性特征。
民族风俗习惯虽然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但是，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一样，也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移
风易俗的现象是经常发生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风俗习惯都与以往的农牧业社会有密切的关系，如今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
的快速发展，农牧业社会也在发生着巨大的改变，所以，传统的风俗习惯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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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民族理论政策与民族发展》由民族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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