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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30年我转学燕京大学师从吴文藻老师学习社会学。
在他的指导和影响下，我认识到要科学地认识中国社会，吸收西方人类学实地调查的方法和着重现实
的分析是一条比较踏实可行的路子，因此我在1933年升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师从史禄国老师学习人类学
。
我在清华学习的两年，主要是学体质人类学。
1936年秋季我接着去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师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社会人类学，1938年在抗日战争期间
返国。
到达云南后即在内地进行农村调查，按马老师的功能观点和实地调查方法实行吴老师所提倡的“社区
研究”，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
在这以前，1935年在清华研究院结业后，接受史禄国老师的建议去到少数民族地区实习一年，因而到
广西大瑶山实地调查瑶族的体质和社会组织。
这次实习可说是我民族研究的初次尝试。
1936年利用夏季回家乡休养的机会又在家乡江苏吴江的“江村”进行了一次为期近二个月的农村实地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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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以全新的思路、百倍的热情，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棘手的民族问题进行了
全面梳理和研究，并一直探索在社会不断发展中逐步予以解决的道路。
伴随这个过程，一个由中国学者自己创立的、旨在解决中国自身民族问题的理论——“中华民族多元
一体”理论也应运而生。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篇著名杰作。
其主要论点可概括为：    一、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并不是把56个民族加在
一起的总称，因为这些加在一起的56个民族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的、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在这个民
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
感情和道义。
这个论点后被陈连开先生引申为民族认同意识的多层次论。
多元一体格局中，56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
    二、形成多元一体格局有一个从分散的多元结合成一体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必须有一个起凝聚作用
的核心。
汉族就是多元基层中的一元，但它发挥凝聚作用把多元结合成一体。
    三、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 ，不同层次可以并存不悖，甚至在不同层次的
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
所以高层次的民族可说实质上是个既一体又多元的复合体，其间存在着相对立的内部矛盾，是差异的
一致，通过消长变化以适应于多变不息的内外条件，而获得这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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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黄河中下游东西相对的两个文化区黄河中游与下游存在东西相对两个文化区，大致上确定其序列
与相互关系，是最近10余年的大突破。
黄河中游最引人注意的是70年代中叶磁山·裴李岗文化①的发现，这是约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5700
年的早期新石器文化。
磁山文化，因1973年首次发现于河北武安县磁山而命名。
主要分布于河北中部和南部。
裴李岗文化，因1977年首次发现于河南新郑县裴李岗命名，主要分布于豫中一带，豫北和豫南也有发
现。
这两种考古学文化内涵比较接近。
由于对这两种早期新石器文化研究的突破，于是对50年代以来不断发现的渭水流域的早期新石器文化
即老官台·大地湾文化的研究，也有了新的进展。
此外秦岭以南汉水上游的李家村文化命名与类型划分虽有不同意见，但它是早期新石器文化则大体上
可以肯定。
上述早期新石器文化的地层叠压和文化面貌，表明它们都比仰韶文化早，约当公元前6000一前5400年
。
李家村文化可能稍晚一些。
从保存着细石器残余看，它们与处在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之间过渡阶段的河南灵井、陕西沙苑为
代表的中石器时代遗存有渊源关系，而它们的聚落分布、建筑形式、墓葬习俗、陶器特征与农业生产
等文化因素，都表明仰韶文化对它们有继承发展的关系，尤其是陶面磨光、绳纹、彩绘以及某些器形
明显具有仰韶文化前驱的特征。
因此，它们往往被统称“前仰韶”期新石器文化。
仰韶文化，因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遗址而得名。
其分布以渭、汾、洛诸黄河支流域的中原地区为中心，北达长城沿线及河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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