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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学习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著作，有以下的问题须要说在前头。
    第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的数量非常巨大，我们所要选读其中关于民族问题理论这部分的数量
也不少，大致约有400余篇，170多万字。
其中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约有130多篇，70余万字；列宁的著作约有220余篇，70余万字；斯大林的著
作约有60余篇，36万字。
这本《导读》只能精选其中主要的论著大约103篇，约占总篇数的四分之一。
    第二，有些重要的理论有专文专著。
相对而言，马克思恩格斯的专文少些，列宁斯大林的多些。
他们的相当多的论述，则散见于其它的专著、文章和书信之中，因此需要广泛涉猎查找。
近50年间，原苏联出版过一些选编集子，给后来的读者提供了一些方便。
据我见到的汉文译本有马克思恩格斯《论殖民主义》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列宁《论民族问题和民族
殖民地问题》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竖排本）、1961年版（横排本）；我国选编译的有《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0年版
、1957年版、1963年版；《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0年版、1953年版；《列宁论民族问题》
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1955年编印。
随着民族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深入和发展的需求，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教研室选编了《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民族问题著作选》，由本院科研处1983年、1985年两次内部印行；中
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选编了《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上、下册，《列宁论民族问题》上、下
册，《斯大林论民族问题》，共有5册，由民族出版社于1987年10月至1990年4月先后出版。
一些民族地区的院校和科研单位也编印过一些繁简不一的马恩列斯论民族问题的集子。
上述这些集子各有侧重点和长处。
其中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选编的5册一套的篇幅最大。
在此将各种版本加以介绍，提供读者择用。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有论述民族理论的两部重要著作：《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家庭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
《导读》对《起源》中与民族理论关系密切的章节作了简要的导引；《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
》不作单独导引，因为《起源》一书是恩格斯发现《一书摘要》的手稿后意识到马克思本要把它写成
一本书的，然而来不及成书便作古了，恩格斯写《起源》一书在某种程度上是执行马克思的“遗言”
，以补偿亡友未能完成的工作。
他在写《起源》时把《一书摘要》中马克思做的批语已经抄录到有关的地方了（见《马克思恩格斯选
集》第4卷，第1—2页）。
所以，读了《起源》基本上也能领略《一书摘要》的主要民族理论的内容了。
    第四，马克思恩格斯的有些专著，如《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
本论》、《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终结》等名著中也
论述到若干重要的民族理论，但是它们各自有论述的主题，不是民族理论的专著，《导读》把其中所
论述到的民族理论，摘选而归类到有关的章节中去介绍，不以导读专著的形式出现。
    第五，由于《导读》的内容基本上是单篇的文章，所以就得将所要读的文章篇目罗列出来，而且各
篇文章长短不一内容繁简不同，因此在导读时只能以文章发表的时间为序，根据文章的长短和内容的
繁简，或作单篇导读，或以数篇为一组综合导读，从而将出现《导读》在体例上的不一致性，只好依
从内容决定形式而为了。
    第六，本书应该要求：导读每个民族和民族问题理论，必须引出原文的论述，然后才能谈论对它们
的理解、阐释，评述它们先后之间的异同、继承、发展或扬弃等问题。
因此，引文必然要多。
否则，读者怎能相信导读所作的阐释、论述是否忠实于经典论著，是否阐释准确、科学。
要使读者树立对本书的信任和信服，必须首先引述足够的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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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书中引文较多是本书与众不同的一个特点。
    第七，由于所读文章的篇幅较多，所以着重把握每篇文章中提到民族问题的思想理论的实质，主要
学习其观点、立场、方法；至于具体事件的过程、人名地名、党派团体的情况，与领会问题的精神实
质关系不大的就不求过细了，只有个别的章节作了一些必要的注释。
    第八，注意了论著出现的历史背景，以便准确地把握经典作家在不同时期所提出的观点和理论的时
代特点、传承、变化和发展；把握他们对某个或某些国家、民族和民族问题的观点和理论提出、发展
变化的脉络，能更好地领会经典论著的真蒂。
    第九，要把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斯大林几个不同时代的论著联系起来学习、思考，既要考察不同时
代之间理论的继承性，又要注意它们在新时代的新发展，以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体系
。
    第十，要读一些必要的辅助论著，例如：列宁：《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2页。
）斯大林《论列宁》，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单行本第16—22页，40—47页。
比如我们开头要读到的《神圣家族》这本书，为什么叫这个书名？
列宁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文中就有简要的解释：“神圣家族”是给哲学家布鲁诺·鲍威尔兄
弟及其信徒所取的绰号。
这班先生鼓吹一种批判，这种批判超越一切现实，超越政党和政治，否认一切实际活动，而只是‘批
判地’静观周围世界和其中发生的事情。
鲍威尔先生们高傲地把无产阶级说成是一群没有批判头脑的人。
”从列宁上述的文章中，我们既了解马恩写作这本书的要旨，而且还能够了解到马恩写作身事以及列
宁对他们的评价等。
    第十一，《导读》的结构，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论著的时间先后为序，共设六章，
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著设三章，列宁的论著设二章，斯大林的论著设一章。
每章分别介绍写作的历史背景、书目、内容、论述理论的前后连续性和发展，对一些理论作必要的述
评，提出其中的疑点、难点或问题，以启发读者作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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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勒了民族融合的大致图画    四、提出民族问题发展的三个时期的理论    五、表述了民族问题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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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在民族问题理论和实践上的失误述略    一、对民族问题没有全面准确的认识，并夸大社会主义
革命胜利后的民族工作成就，从而自觉不自觉地忽视、否认民族问题的存在和发展    二、急于消除民
族特点，搞人为的民族融合，违反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发展规律    三、漠视小民族的存在 原苏联没有一
个准确的民族数目    四、混淆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的区别，没有区分民族反动派和全民族的界限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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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了原苏联的一个严重的民族纠纷问题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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