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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族关系问题是多民族国家比较关注的重要话题，也是各国政府在处理民族问题时必须面对的重
要问题，无论是政府管理部门还是专家学者都从不同层面进行研究。
交往作为民族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族间起着整合、沟通、协调、融合与促进发展的功能。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国家，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社会稳定繁荣的历史进程中，协调民族关
系、处理文化差异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重大任务。
综观我国历史，民族关系的和谐与融洽是社会生活稳定、经济文化繁荣的必要条件。
民族交往的表现及其构成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综合性的内容，研究民族交往心理就是对民族关系的心
理层面进行研究。
“交往”是一个多学科共同使用的科学概念，心理学、社会学、民族学、哲学都在研究交往问题。
交往以其自身难以计算的巨大能量在社会现实的发展中客观地发挥了难以想象的作用，是人类、民族
走向世界的重要条件。
历史交往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社会性的集中体现，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方式，是人类主体之间相互发
现、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和相互融合的交互作用的复杂过程。
由于交往，人类的文明成果才得以交流、保存和传承，社会才得以进步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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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试图从民族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与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视野出发，侧重对生活于西北地区的少
数民族进行跨文化研究，解析当代西北少数民族在民族交往中所具有的交往意识、交往心态、交往情
感以及所采用的交往方式等。
因此，研究民族交往心理对于了解各民族心理特征和民族关系，深化对民族分化、民族同化和民族融
合现象及规律的认识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同时，“西北少数民族交往心理研究”是对民族心理中的交往心理层面进行本土化或乡土化研究的尝
试。
可以说，对不同民族交往心理进行跨文化心理学的研究，对于拓展社会心理学、民族心理学以及民族
学理论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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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流动与社区权力的运作　　随着新坪社区藏族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频率的增加和流动规模的
增大，人们的社会交往范围、交往方式、流动空间、信息传播渠道和速度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而
也导致新坪社区两种权力并存的权力格局正在出现一些新的变化。
下文从两个方面来对农民工在城乡之间的流动、人们社会交往范围和方式的变化，对新坪社区原有权
力的运作带来的影响作一简要分析。
　　（一）正式权力组织在村落社区事务决策中地位凸显，作用加强　　我们在前文中曾经论及，在
村庄权力格局中，党支部和村委会代表的是政权，宗教团体代表的是族权和宗教权力。
这两种权力尽管来源和目标不尽相同，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现为合作关系。
村干部包含在党支部和村委会两个正式组织中，是一个介于国家权力与社区自治之间的群体。
准确地说，村干部既是国家在乡村地区的代理人，也是乡村意愿达于国家政权层面的代理人。
村干部通过向村庄里的党员和村民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现党的意志向基层社区的延伸，为
村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正确的理论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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