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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类对自身的探索和了解远远落后于对客观世界的了解。
19世纪中叶以后，才出现了一个专门研究人类自身的学科——人类学。
人类学从生物和社会文化两个角度研究人类，分别叫“生物人类学”（或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
学”（或社会人类学）。
文化人类学又称为“民族学”。
民族学研究的单位并不是单个的人，而是群体，即它主要研究不同人群的文化特点以及这种特点产生
的原因。
这个“人群”可以是一个民族，也可以是以职业、地域、年龄、宗教信仰、性别等划分的不同人群。
民族学于20世纪初传人中国，至今已有百年历史了。
这一百年历史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旧中国时代的民族学、新中国前期的民族学和新时期（1978-2008
）以来的民族学。
    在旧中国时代，中国的民族学界主要依托于西方各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在几十所大学开设了民族学
人类学课程。
到了新中国成立前期，20世纪50年代，中国民族学界成为苏维埃民族学派的一支，曾为民族识别和少
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作出卓越贡献，并为新中国民族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参考。
新时期以来，在与西方学术界完全断绝来往三十年之后，中国民族学界再次融人国际学术界，成为国
际民族学界的一员。
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它已全面开放，不再自囿于某一学派或观点，并已初步自立门户，在学术上已
形成了自己的本土化特点，一个中国民族学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功能学派已初现端倪。
　　民族学又称“文化人类学”，于20世纪初传入中国，至今已有百年历史。
中国民族学曾与西方学术界完全断绝往来30年，改革 放后，中国民族学界再次融入国际学术界，成为
国际民族学界的一员。
经过近30年的努力，它已全面 放，不再拘囿于某一学派或观点，并已初步自立门户，在学术上已形成
自己的本土化特点，一个中国民族学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功能学派已初现端倪。
本书就是对中国民族学这30年发展状况的全面介绍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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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圣敏，教授，博士生导师，回族。
1982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85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获历史
学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97年获法学博士学位。
1990年在加拿大西蒙佛雷泽大学人类学与社会学系进修；1995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作访问学
者；2006年在德国马普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所讲学。
研究领域为中国西北及中亚民族。
代表作有《回纥史》、《资治通鉴突厥回纥史料校注》、《黄河流域的服饰文化》（主编）、“干旱
地区的文化”等。
主要讲授民族学调查方法、西北民族历史与文化、新疆与中亚民族问题研究等课程。
1998年被教育部评为跨世纪优秀人才；2006年获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 2007年被评为“国
家民委系统突出贡献专家”。
兼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
研究领域为中国西北与中亚民族的文化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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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百年回顾与新时代的总结　　第一节　旧中国时代的民族学　　一、传播与萌芽时期　　
从19世纪末传人之日起至1920年前后，是民族学人类学被初步介绍到中国的时期，或可称之为“萌芽
时期”。
　　民族学于这个时期传入中国，与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直接相关。
近代以来，在与西方文明的遭遇中，清帝国屡遭重创，亡国灭种的危机使中国人痛感闭关锁国的危害
和向西方学习的必要。
从最初仅仅学习西方制造“坚船利炮”的技术，到学习西方的典章制度和社会科学，当时的有识之士
为救亡图存，纷纷向西方国家寻求改造旧中国、建设新社会之道理。
洋务派领袖张之洞主张“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则进一步主张“鉴万国强盛
弱亡之故，以求中国自强之学”，并倡导大量翻译西方书籍，提出“欲令天下士人皆通西学，莫若译
成中文之书，俾中国百万学人人人能解，成才白众，然后可以给国家之用”，他还亲自在广州开学堂
讲授西方的“群学”（社会学）。
　　辛亥革命胜利之后，民主共和制度的建立，既是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选择，也是中国的资产阶级
在政治上学习西方的结果。
同时，新政权迫切需要建设新的社会秩序，现代的行为规范和新的社会、国家、民族的观念，政府和
社会都需要一套全新的制度、文化和话语以代替几千年陈旧落后的封建制度、思想和文化。
于是，学习西方文化、制度，学习西方的社会科学成了建设新社会之迫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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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由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主编，汇集国内百余位高校知名专家、优秀学者通力合作，共同完成18
卷的丛书《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日前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据教育部相关部门介绍，全面、系统、客观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进程、发
展特点和发展成就，是进一步推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重要前提和迫切需要，也正是该丛书
出版的宗旨所在。
　　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文学、艺术学、新闻学与传播学、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图书馆
学、情报学与文献学、国际问题研究以及有关交叉学科。
各学科报告撰写者力求客观、准确、全面地对各学科领域三十年的新进展进行把握，力求融贯不同的
学术流派、学术观点，并为我国学术研究的健康前行提供了以资借鉴的启示和引导。
　　《发展报告丛书》通过对三十年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状况予以整体审视，全景式地展现
了三十年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成就和历程，以其信息含量丰富、引领学科前沿以及显著的综
合性、工具性等特点，成为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三十年建设历程的历史见证者和忠实记录者。
　　以高校各学科知名学者担任分卷主编、组成高水平研究团队，集体攻关，是丛书得以高质量问世
的首要原因。
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卷》由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会长、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教授主编；《
历史学卷》“中国历史”部分由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教授主编，“世界历史”部分由华东师范大学终
身教授王斯德先生主编等。
　　这套丛书的问世，是我国高校学者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进一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精神，向改革开
放三十周年呈上的献礼之作。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

编辑推荐

　　本书通过对三十年中国民族学的发展状况予以整体审视，全景式地展现了三十年中国民族学发展
的成就和历程，以其信息含量丰富、引领学科前沿以及显著的综合性、工具性等特点，成为中国民族
学三十年建设历程的历史见证者和忠实记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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