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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1999年秋季到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访学，到2007年秋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人类
学研究所博士后出站，时间过去了9年。
这期间，我断断续续撰写了一些文章。
这本书，是我从中择出若干，按照文章大致学科归类，大致划分为三部分组织成书，即民族社会学应
用研究、人类学应用研究、“附录”。
我深深认识到，将这本书命名为《民族社会学和人类学应用研究》，可能是一个大而不当的题目，但
无论是就本人的研究水平，或是作为历史的人，目前只能以这种方式探讨和命名。
书中文章，有的发表过，有的尚未发表，有的或许只是一些思路和线索。
　　人类演进至今，给人类学营造了枝叶繁茂的土壤。
人类学理论与方法之特有解释和深入社会生活、文化内部世界之优势，被诸多学科所借鉴。
我的专业为人类学，近年来专注于环境与简单文化、现代化与小民族生存关系探索。
这种探索的痕迹，在第二部分多有流露。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引自西方、作为社会学视野下的民族关系研究、并具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交叉突出
特点的民族社会学，它对我国社会进步、文化和谐的促进与护佑功能日益显著，有越来越多的大学开
设此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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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族社会学和人类学应用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第一部分 民族社会学应用研究，民族认同性与
多民族国家民族政策的成功调整，当代小民族教育：社会碎片化场景中的边缘化压力，从社会效应看
制度安排的必要调整——鄂伦春族个案，自然资源开发与人口较少民族生存发展——鄂伦春族个案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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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群，蒙古族。
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博士，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
长期关注环境与小民族发展，多次深入山野林间，致力于第一手资料的获得，对传统狩猎与驯鹿等濒
危文化的保护情有独钟。
主持完成相关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两项，出版相关著作三部。
现就职于内蒙古师范大学社会学民俗学学院，任教授、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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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民族社会学应用研究　民族认同性与多民族国家民族政策的成功调整　当代小民族教育：
社会碎片化场景中的边缘化压力　从社会效应看制度安排的必要调整——鄂伦春族个案　自然资源开
发与人口较少民族生存发展——鄂伦春族个案　超越非此即彼：小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构建——结合
对鄂伦春族的调查　累积的现实：观察文化的历史眼光第二部分　人类学应用研究　清代以来大小兴
安岭环境与狩猎文化的生态人类学观察——鄂伦春个案　土地与民族：历史上鄂伦春人对外交往之文
化意蕴　文化理解的一个视角：鄂伦春社会中的地域意识行为　环境、外部干预与简单文化——清末
民初鄂伦春人从农及“弃猎归农”历程　定居化过程：文化碰撞的悲喜剧——1958年前后的鄂伦春社
会　综述和讨论：关于小民族的生存及前景　环境与小民族生存附录　试析田野工作中可能经历的三
种痛苦考验　复兴与道路选择：传统文化、现代化、发展——“亚太地区原住民及少数民族高等教育
论坛”综述　恒久的热点：怎样走向文化理解、共同发展——鄂伦春民族文化保护暨岩画新成果发布
会述评　鄂伦春人关小云和她的《大兴安岭鄂伦春》　为小民族的繁荣发展助一臂之力——读《环境
与小民族生存——鄂伦春文化的变迁》　小民族、社会科学与人类文化　《环境与小民族生存——鄂
伦春文化的变迁》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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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民族社会学应用研究　　民族认同性与多民族国家民族政策的成功调整　　现代多民
族国家，几乎共同面对这样一种矛盾：即：如何让文化的多元与政治统一和内部秩序并存。
矛盾的解决难以仅靠某一两项民族政策的调整便能奏效，有时甚至需要对整个政策以及制定政策背后
的理念进行调整和反思。
民族政策，是国家、政府为处理国内民族问题而制定的方针和实施的制度安排。
民族政策具有动态的属性，在具体化的过程中，实际面临着不断调整的问题。
近些年来，一些国家遭遇了最严重的民族问题，并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但是，也未见得能够将文化的多元与政治统一和内部秩序并存关系问题解决好，或把握了其关系要领
。
民族认同意识（民族认同性）是“同一民族的人感觉到大家是同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自己人的这种
心理”。
对民族认同性复杂性的分析，对民族认同性对于多民族国家政治统一、内部秩序和谐的正反两方面作
用的分析以及相关变量的研究，可以启发我们的思路，推动民族工作的最新进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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