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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族学概论》分为十三章。
    “导论”（第一章），介绍了民族学的定义、研究范围、主要内容、框架体系，以及学习意义和方
法等。
    “民族学的形成与发展”（第二章），介绍了民族学的形成、发展历程及其学术理论，总结了民族
学学科的发生、发展的基本规律，阐述了民族学学科在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民族学的学科建设”（第三章），阐明了中国民族学学科早期建设历程和马克思主义民族学
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探讨了中国民族学的学科发展问题。
    “民族与种族”（第四章），回答了民族与种族的关系，剖析了种族主义的理论和行为，并在此基
础上说明了混淆民族与种族关系所带来的社会问题。
    “民族学研究方法”（第五章），从方法论、研究方式和技术层面三个方面介绍了民族学的研究方
法。
    “民族关系”（第六章），论述了民族关系的含义、影响因素、民族关系问题和调节手段，以及中
国的民族关系。
    “民族政治”（第七章），诠释了民族政治的含义、民族政治制度、民族政策和中国的民族政治。
    “民族经济”（第八章），介绍了民族学学科有关民族经济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非工业社会的民
族经济类型及其演进模式，生态环境、民族文化与民族经济的相互影响，当代多民族国家的少数民族
经济发展问题，并且重点论述了民族学关于民族经济类型和民族经济发展的基本理论，概要分析了中
国的民族经济。
    “民族文化”（第九章），叙述了民族文化的含义、内容和变迁，简要介绍了中国的民族文化。
    “民族与宗教”（第十章），从民族学的角度分析了民族成员的宗教信仰，探讨了宗教信仰与民族
文化的关系，简要介绍了中国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
    “民族习俗”（第十一章），介绍了民族习俗的含义、起源、功能与传承，以及中国少数民族习俗
的基本情况。
    “中国民族学学科的应用”（第十二章），介绍了中国民族学学科应用的特色内容，具体包括民族
识别、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语言调查、民族区域自治、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和社会调查等。
    “国外民族学学科的应用”（第十三章），介绍了国外民族学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生态领
域中应用的基本情况。
    概而言之，民族学研究通常应具有五个方面的特点：一是现实性，即具有为民族社会现实服务的价
值追求；二是理论性，即具有比较丰富和相对完善的学术理论；三是应用性，即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四是广泛性，即能够突出民族学研究所涉及的基本领域；五是整体性，即强调从整体出发对民族
及民族社会进行综合性的研究。
可以说，当前民族学研究的基本特点在本书中都有体现，而这也正是一本民族学教科书在新的时代环
境中所追求的基本目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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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民族学基础　　第二章 民族学的形成与发展　　民族学的形成与发展是民族学研究的
基础内容之一。
本章主要论述民族学的形成、发展历程及其学术理论，总结民族学学科的产生、发展规律，阐述这门
学科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作用、影响等。
因为“理解民族学学科的潜在价值，能够帮助理论家和实践者共同理解知识的范围和局限性，并避免
知识的滥用”，还能够帮助我们科学地分析和研究当前民族社会生活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现
象，从而可以更好地促进我们对民族学学科基础知识的学习。
本章将详细介绍西方民族学的形成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由来、创立、发展和苏联民族学派的
形成与发展；二战以来民族学的发展等。
　　第一节　西方民族学的形成与发展　　西方民族学的形成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是其时西方社会
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客观产物。
自其产生以来，西方民族学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19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期，这一阶
段占主导地位的是古典进化论；第二阶段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40年代，是西方民族学大发展时期，民
族学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一阶段出现的理论流派有文化传播论学派、历史特殊论学派、法国
社会学年刊学派、文化功能学派等；第三阶段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是西方民族学发展变化较迅速的
一个时期，这一阶段出现的理论流派有新进化论学派、文化相对论学派、社会生物学派、文化唯物主
义论学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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