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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依据2001～2006年对云南少数民族行政村蚌岚河槽的田野调查，透过该村三代村干部从政经
历的口述故事、村民的叙述和档案资料，探讨中国农村基层政治60年变迁，从而理解社会主义国家是
如何改变1949年前蚌岚河槽主族控制和抱摸控制的村落政治局面，如何打造新的国家政权以及它在改
革开放时期的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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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总之，族群（ethnic group）是从历史传统和文化特征上彼此区分的群体概念，族群概念是相对的
，其指称范围可大可小，可以随着参照对象的改变而改变；而民族（nation）是从政治体制和现代国
家主权上强制划分的群体范畴，民族含义是法定、绝对的，不能也不许随意变更（谌华玉，2005）。
我正是从族群及其共同文化规范的角度，理解1949年前槽区的族群界限和族群内部权力的文化网络；
我采用国家意识形态论述及文化权力实践打造（making）民族身份，消除族群历史隔阂的角度，理解
社会主义国家族群的民族建构过程。
我将未经民族国家打造（打造前）的人类生活共同体视为不同文化的族群；将以国家为本建构的社会
政治共同体视为民族（国族）。
　　前面讨论权力／知识实践与发展的关系时，已经阐述了发展论述是如何将西方以外的国家和地区
建构成为低度发展（边缘）地区，并将第三世界国家的农民塑造成为“贫穷落后”的他者形象（主体
客体化）。
这些观点对于我深入理解发展论述对少数民族“贫穷落后”的文化身份建构颇有启发。
国外学者的中国研究表明（怀特，2001；Schein，2000），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
以来），根源于“进步”、“发达”的发展主义论述在建构少数民族“贫穷落后”的身份地位方面发
挥了特别有力的作用。
　　怀特（2001）认为现代等级制度论述从根本上与“现代性”、“发达”和“进步”有关，反映了
三方面的认识论：一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构想，将现代化等同于经济发达或发展成就（GDP），并认
为这一切都是通过科技力量取得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国家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第一
生产力”、“科学发展观”等都是典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构想。
二是强调直线发展的社会进化论意识形态，按照这个标准，汉族文化比少数民族文化先进，少数民族
的社会形态是原始落后的。
三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汉族文化被认为是文明的，而非汉族的少数民族文化始终被认为是“野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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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山大学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内地最早复办社会学专业的学校之一，具有社会学一级学科博士学
位授予权。
中山大学社会学的学术渊源可以追溯到早期国立中山大学和私立岭南大学，现形成了注重学科规范和
专业素质、强调社会调查和田野经验以及严谨务实的学术传统。
中山大学在经济社会学、消费社会学、人口与社会发展、社区研究等领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发展方向
，是中国南方社会学的教学研究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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