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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前身是建立于1952年的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研究部曾汇聚了中国大部分民族学与社会学的顶尖人才，如中国民族学与社会
学的开拓者潘光旦、吴文藻、杨成志、吴泽霖、费孝通、林耀华和李有义等人，以及他们的学生陈永
龄、宋蜀华、施联朱、王辅仁、吴恒和王晓义等著名学者。
　　20世纪80年代初，研究部更名为民族研究所，不久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民族学系，20世纪90年代
扩大为民族学研究院，2000年更名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半个世纪以来，名称和建制的变化，并没有影响她致力于民族学教学与研究的宗旨，经过几代人的努
力，从该院毕业的民族学专业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已遍布全国各地，多为栋梁之材。
同时出版了大量在国内影响巨大的专著和教材。
如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等人的文集，林耀华主编的《民族学通论》、宋蜀华的《民族研究文集》
、陈永龄的《中国民族学史》（英文版）；还出版了全所历年研究成果的论集《民族研究论文集》
（1981－1993年，共九册），这些出版物的共同特点是以实地调查的材料为基础，以中国的56个民族
为主要研究对象。
几十年来，这已成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几代人的学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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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今后本学科的重点是加强民族学专业的基础理论和方法的建设。
为此，我们认为需要长期坚持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积极了解和借鉴国外学者有关的理论、方法
和实践。
这就要求我们既要翻译、介绍国外一些经典的名著，又要随时掌握国外研究的动态，将其最新的代表
性作品翻译介绍给国内的读者和同行。
　　二、继承我院50年来的传统，坚持实证性的研究方法，以中国的56个民族为主要研究对象，紧密
联系实际，加强实地调查，以此为基础，进行理论的总结，为建立独树一帜的、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
理论而努力。
　　我们认为有必要使我们的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进一步系统化、规范化，并且在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不断更新教材。
因此，我们于2000年成立了“民族学教材与研究丛书编委会”，目的是以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为基础
，系统地编辑出版民族学专业的教材和以实证性研究为主的专著、调查报告和论文。
编委会将重点支持以下内容的教材和著作：　　1．民族学专业主干课和紧缺的必修课教材。
　　2．以实地调查资料为基础的专题研究著作。
　　3．国外民族学名著或前沿理论与方法的译著。
　　4．有重要学术资料价值且规范的田野调查报告。
　　5．本院教师实证性研究的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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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鄂温克族概况　　鄂温克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同时也是跨界民族。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我国除汉族外的55个少数民族的总人口仅为1.05亿，只占我国总人口的8.4 1％。
而在少数民族中，像鄂温克族等一些民族的人口数量只有几千或几万人，是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民族。
对此，各个地方都有一些约定俗成的具有特殊含义的专门名词。
比如，在内蒙古自治区，自1947年建立以来便有“三少民族”、“少少民族”等专门名词，在黑龙江
省则有“四小民族”之称。
事实上，这种称呼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一定的地区性和随意性的特征，有待今后进一步的讨论和规
范。
　　本书称鄂温克族为人口较少民族，主要依据2000年7月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民委）
组织专家、学者开展的“中国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和社会发展调查研究”所提出和引发的一个新概念—
—中国人口较少民族。
具体的可以理解为是指人口数量在10万以下的民族，主要有毛南族、撒拉族、布朗族、塔吉克族、阿
昌族、基诺族、普米族、鄂温克族、怒族、京族、德昂族、保安族、俄罗斯族、裕固族、乌孜别克族
、门巴族、鄂伦春族、独龙族、塔塔尔族、赫哲族、高山族和珞巴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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