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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走上民族学教学与研究这条道，并非我初始的梦想，在迈人大学门槛之前，对民族学这门学科几
乎一无所知。
1959年高中毕业，我是怀着对民族的好奇和对历史学的兴趣考入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的。
入学后，该系史志一体的专业设置，强大的师资力量，诸多名师们各自的学术专长与人格魅力，以及
浓厚的讨论式的学术空气，立即对学生们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被纳入历史学科下的民族学，也逐渐
使我了解，进而喜爱。
其实，民族学是一门以民族及其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科学。
按照该学科的理论，文化是民族的内涵，它包含了民族的生产生活、物质创造、社群组织、制度结构
，以及道德礼仪、文学艺术、习俗信仰等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
而民族又是一个历史范畴，有其产生、发展、演变的动态过程和规律性。
因此，民族学与历史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于是，既有历史学课，重点是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又有民族志课，特别是中国民族志，便是当时该系
所设置的核心课程。
　　1964年本科毕业后，有幸留系任教。
但由于“五反”、“四清”等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和两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以及“五七”干校劳动锻
炼，业务几近荒废。
重拾教学与研究工作是在20世纪70年代前期。
起初，因历史系暂不招生，我被调到政治系从事行政兼教学工作，为适应该系的专业特点，我在承担
了部分历史课的同时，选择了对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及经济史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后，民族学得以恢复。
1982年我被林耀华先生招回，协助他从事民族学系的筹建工作，直到1983年民族学系正式招收第一届
本科生，我的民族学教学与科研才由此伴随着琐碎繁杂的行政工作重新起步。
在此后的时间里，根据教学需要和对学科理论与实践的不断追求，陆续完成了一些教材、教参、辞书
的编写和科研论文、调研报告等的写作，至今林林总总，已逾数百万字，但仔细审视，却难说有什么
精品。
尽管如此，它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四十余年间在民族学教研之路上不辍耕耘的经历与结果。
现选择部分篇章辑集出版，若能对后学们的研究有所启示，也就十分欣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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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族学教研文集》按内容分为三编。
第一编为民族学理论研究。
主要有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理论的基本观点、主要特色、传承与发展状况的阐释与评介，对民族学分
支学科的历史民族学就学科定位、研究目标与基本内容等的探讨，对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与方法论的
理解与介绍等。
关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及相关理论，当今的学术界仍存歧义。
不过基于某些原因，国内学界并未展开过充分的讨论，有的只是回避或在不同场域对它的含蓄批评，
其理论的张显度甚至不如在西方。
应该承认，任何学科理论，都是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民族学理论亦无例外。
同时，不同派别的理论似乎又都有它们的时段性和时代特征。
不过有些理论却是时光隧道的穿越者，如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哲学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
，因为其探求并尊重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规律而生命长青。
第二编为民族文化研究。
民族学是一门以民族及其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文化是民族学研究的核心内容。
出于教学与科研工作的需要，多年来陆续写了一些有关文化概念、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历史与现状，
以及民族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等方面的文章，本编是由其中部分篇章组成。
第三编为民族经济研究。
关注少数民族，关注民族发展与社会变迁，关注民族群体生计方式与经济生活的特点与演变，是中国
民族学的特点之一。
基于学业传承和授业需要，我曾从事过一段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和经济史的研究。
现仅选出9篇列于本编。
其中5篇是关于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史的研究，4篇是涉及包括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中的生态调适、产业结
构调整等现实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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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白振声，满族，宁夏银川市人，1940年10月23日生。
1964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并留校任教。
现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985工程”民族发展与民族关系问题研
究中心主任，兼中国民族学学会常务理事、《辞海》编委会委员与分科主编。
长期从事民族学、民族史和民族经济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主要研究成果有《新疆近代政治社会史略》（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主编之一）、（合著
）、《中国民族概论》（合著）等著作10余部，论文《历史民族学刍议》、《谈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
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剖析》、《辛亥革命在新疆》、《论民族地区经济建设中的生态问
题》等40余篇。
是国务院颁发的“为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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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民族学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剖析谈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
理论历史民族学刍议文化·民族与民族学民族学文化研究的意义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民族学田野调查
方法《北极民族学考察笔记》序第二编　民族文化研究论文化与民族关系少数民族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文化——山区民族发展中的重大课题民族现代化与禁忌习俗论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与科技问题浅析民
族节日文化的特点与社会功能萨满教概说新疆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中的实物史料概览近代新疆历史文物
流失问题评述维吾尔族风俗志中华民族·塔吉克族中华民族·土族《中国民族百科全书》（第7卷）
序《新疆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序《论木兰秋猕文化》序第三编　民族经济研究少数民族古代社会
经济发展概况中国少数民族社会经济的历史演变清代维吾尔族封建农奴制经济的演变茶马互市西夏社
会经济及其在中国经济史中的地位论民族地区经济建设中的生态问题对外开放与我国民族地区的繁荣
发展我国民族地区横向经济联合浅议呼伦贝尔盟经济发展综合调查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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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剖析　　（1988年）　　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是指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
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为指导思想的民族学理论体系。
从20世纪20年代起，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学都
获得过巨大的发展，它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学说，为宏扬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为推动各民族
人民的团结、合作与社会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然而，在20世纪前期的数十年间，西方民族学相继出现的几个较大学派，如美国历史学派、种族
心理学派、德奥传播学派、法国社会年鉴学派、英国功能学派等，对马克思主义皆持反对态度，因而
也反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有的甚至否认马克思主义与民族学的关系。
但是，20世纪中叶，情况发生了变化。
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整个西方思想界掀起了一般重视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热潮，民族学
界也深受影响，于是一系列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学派和思潮相继出现。
研究这段历史现象的原因，剖析各种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理论特征与实质，对我们全面阐述民族
学发展史，正确认识并维护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理论体系的完整性与科学性，应不无裨益。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产生的历史时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是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
组成部分。
何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般认为，它是指现代西方社会出现的一股打着“重新解释”、“修改”、
“补充”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旗号的资产阶级社会思潮。
该思潮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从60年代起，广泛流行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爆发于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陷入深重的危机。
这场危机导致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出现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在十月革命影响下，1918—1923年，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等国相继爆发了革命和起义。
但是，这些国家的革命不久都相继失败，资本主义世界开始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代；而十月革命后
的苏联，则受到帝国主义的联合包围与封锁，陷入处境孤立、国内经济生活极度困难的境地。
与此同时，第三国际所属欧洲各国共产党所推行的“布尔什维克化”政策措施，也碰到了严重挫折。
面对此种形势，德国、匈牙利、意大利等国共产党内少数反对派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及社会主义
苏联所实施的一些方针政策提出了异议。
他们以“左”的面目出现，既反对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路线，又批评第三国际路线和本国共产党追随
苏联共产党的内外政策。
他们希望总结欧洲各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探索与列宁主义不同的适合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他们强调要重新研究马克思的思想，以便“改造”、“发展”马克思主义。
这股思想后来便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
　　1929年，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工人大批失业，阶级矛盾日益加剧。
面对人民群众的反抗，各国反动势力以野蛮、残暴的手段进行镇压，他们解散了一切工人的自治组织
，将虚伪的民主面纱全部撕尽。
在这个恐怖的灾难性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矛头，由原来对第三国际转向了对法西斯主义
，他们的理论也由先前的“左翼马克思主义”转向了人道主义、人性论和非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
其理论主要是以马克思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经典，从人道主义和人性论出发，
对资本主义社会企图从经济、政治、法律、心理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分析批判。
在这一批判中，德国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承担起了重要的引人注目的角色。
由于它集中了社会学、民族学、哲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各学科的学者，建立了共同的“批判的社会
理论”，以致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形成了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广泛流行并形成高潮，除前述法兰克福学派外，还出
现了以法国的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
义”，以意大利的德拉·沃尔培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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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局面的出现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西斯主义遭到了历史性惩罚，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得以建立，亚、非、拉等地民
族解放运动不断高涨。
长期遭受殖民统治的国家纷纷独立，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体系全面崩溃，人民革命运动和进步力量迅
速发展。
所有这些，都不断改变着国际及各国内部的政治力量对比。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震动了世界，而战后的科技革命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给资本主义社会的阶
级结构带来了新的变化。
随着资本的集中和垄断性的增强，中产阶级大量分化、破产；而随着劳动者等生产力科技含量的提高
，大量属于中间阶层的知识分子沦为雇佣劳动者。
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发展及其难以克服的弊病，西方社会的一些人企图到马克思主义里面来寻找
出路。
然而，这些人由于对社会主义的现实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缺乏正确理解，这些不正确的理解结合他们
各自不同的利益要求，从而形成了形形色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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