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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历史中，曾经先后出现过一些多族群大国。
这些政权的创建，通常是通过军事征服、政治兼并等直接途径，并配合以经济扩张、文化融合等间接
手段，有时则是通过不同政权统治者之间的家族联姻而建立起来的。
这些多族群大国，如古代的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蒙古帝国，以及近代的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等
，它们大多已在内乱或对外战争中先后崩溃。
至20世纪后半叶，在这些历史上建立的多族群大国中，保存下来的只有两个：苏联和中国，它们分别
继承了前沙皇俄国和满清王朝所统治的多族群政治实体。
20世纪90年代初期，苏联在各种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正式解体，苏联的解体随后也波及和促使部分
多族群东欧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的分裂。
在此之后，西方政界、新闻媒体和学者们，都开始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这个多族群国家，其中有不
少人期待着不久前在苏联所出现的事态，也许将会在仍然坚持实行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
重演。
　　中国作为一个多族群国家已经有几千年的漫长历史，早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中华
民族的各个族群就已开始在东亚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并通过族群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
，共同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各族群历经战乱迁徙和相互通婚等各种形式的不断融合与演变，最终
形成了以汉族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大家庭。
正如费孝通教授所说，中国的各个族群“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
一个你去我来、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费孝通，1989：1）
。
在中华民族各族群之间，存在着延续了几千年、无法割断的血肉联系。
这与沙皇俄国在短短二百年间通过军事扩张，从位于乌拉尔山西侧的一个内陆莫斯科大公国扩展为横
跨欧亚两大陆的庞大帝国的征服兼并历程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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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民族社会学”课程教材，全书共为18章，内容涉及（1）“民族”和“族群”的定义；（2）
族群意识；（3）理解中国族群关系的理论框架；（4）族群关系的社会目标；（5）如何衡量与分析现
实社会中的族群关系；（6）族群关系之间的结构性差异；（7）族群集协和在人口结构方面的差异；
（8）人口迁移与族群关系；（9）语言使用与族群关系；（10）族群居住的政策因素；（11）族际通
婚；（12）影响族群关系变迁的因素分析；（13）族群平等和影响族群关系的政策因素；（14）现代
化进程中族群关系的演变；（15）族群关系与“民族主义”（16）群族关系发展前景的展望。
    本书以社会学为学科基础，吸收了人口学、政治学、种族与族群研究等领域的相关理论、方法和案
例，结合了定性研究与定量要析，其理论来源涵盖了西方民族社会学、马克主义民族理论、中国民族
关系演变史等内容，并介绍了大量国内外的研究读例。
书后附有修记后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04年春委“课程大纲”可供任谭教师参考。
    本书使用对象为：各高等学校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专业的本科生或研究生，各少数民族自治地
方的区、地、市党校研究生或培训进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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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群的团结和统一得到了巩固与发展。
当然目前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和矛盾，但总趋势是团结而不是冲突，是统一而不是分裂。
香港和澳门已于1997年和1999年先后回归祖国，台湾海峡两岸政治、经济、文化交往迅速发展的大潮
流是任何政治势力所无法阻挡的，这些也都从不同侧面反映出中华民族统一的大趋势。
　　五、重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面临的新的历史条件　　原来的多元一体格局之所以会出现危机
，主要是由于中华民族所在的东亚大陆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在近代发生了重大变化。
建国以来重建这一格局的历史条件与几千年前初创这一格局的历史条件是很不相同的，其主要不同点
可以归纳为三点：　　（一）鸦片战争之前，以汉族为代表的中华文化是东亚大陆的文化中心　　几
千年来，以汉族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和中原地区，在社会组织、经济活动、生产技术、文化教育等各方
面发展均领先于各少数族群，是东亚大陆的文化中心。
这种情况使各少数族群集团存在着很强的仰慕汉族和汉文化的向心力。
在经济上，各少数族群都可以或多或少地依赖于中原汉族农业地区的各种产品，“茶马贸易”是牧区
各族人民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补充。
在行政上，中原王朝的行政体制是复杂和有效的，并拥有强大的武力，边疆地区的各少数族群往往仿
效内地的行政组织形式，但在军事上始终无法与中原王朝竞争。
在文化上，中原地区的文学、医学、教育、算术、绘画、手工艺品、音乐舞蹈、冶金、陶瓷、丝织、
建筑、种植技术等各方面都很繁荣发达，长期被各少数族群视为文化中心，不但中国边疆地区的各少
数族群仰慕中原王朝，甚至曾经连日本、朝鲜、越南等邻国的学生都以到中国的京城学习为荣。
近代的满清王朝虽然由满族建立，但基本上保持了汉族的传统文化，汉语言文字实际上仍是通用的语
言文字，儒教伦理占据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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