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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央民族大学的研究生教育，作为民族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在教育领域占有特殊的地位，并历来受
到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关怀与重视。
自50年代开始，中央民族大学即招收研究生，几十年来在教学、科研、管理等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
经验，如今不仅有硕士研究生，还有博士研究生，并设立了博士后流动站。
目前，中央民族大学已成为我国培养少数民族高层次专业人才的重要基地之一。
在现有的3个博士点和13个硕士点中，民族学专业被确定为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国民族史、少数民族语
言文学、中国少数民族经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等4个专业被确定为部委级重点学科。
中央民族大学的在校研究生，除各民族学生外，还有港澳台籍研究生和外国留学研究生。
自1978年以来，中央民族大学的研究生规模不断扩大，陆续毕业的研究生，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
应有的贡献。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21世纪的临近，培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
界、面向未来”的跨世纪人才，已经成为十分迫切的战略任务。
很显然，研究生这一层次的人才，必将成为跨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中的骨干力量。
为此，中央民族大学应当做出积极的反应，为民族地区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竭尽全力，为培养少数民族
高层次专业人才承担义不容辞的责任。
要培养高层次高质量的人才，必然离不开高水平的教材。
当然，研究生的学科、专业以及研究方向和课程设置，都在做相应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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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上下两编。
上编为民族学理论概括与探索，包括20世纪中期以前的西方民族学理论、当工西方民族学理论、马克
思主义民族学和民族学中国化的理论探索。
下编为民族学研究方法，包括民族学实地调查方法、历史文献研究法、跨文化比较研究法和跨学科结
合研究方法。
每章之末附有思考题及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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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上编 民族学理论概括与探索 第一章 20世纪中期以前的西方民族学理论   第一节 文化进化论      一
、文化进化论的思想渊源      二、文化进化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学术思想   第二节 文化传播论      一、
德奥文化传播论      二、英国文化传播论   第三节 历史特殊论      一、历史特殊论的基本立场      二、“
文化区”和“年代—区域”概念      三、种族平等的主张和文化价值观      四、语言学方面的贡献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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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会学年刊派      小 结  第二章 当代西方民族学理论    第一节 结构主义      一、列维－斯特劳斯的学术
生涯和思想背景      二、列维－斯特劳斯的主要学术思想    第二节 新进化论      一、怀特的新进化论      
二、斯图尔德的新进化论      三、蔡尔德      四、萨林斯和塞维斯    第三节 新心理人类学      一、心理人
类学的发展      二、认知人类学的发展    第四节 文化相对论    小 结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民族学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民族学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创立      二、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基本特征    第二节 苏
维埃民族学      一、苏维埃民族学的产生与发展      二、苏维埃民族学的特点与历史贡献    第三节 马克
思主义民族学在中国的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二、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民
族学的建立和发展    第四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学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产生的历史时代      
二、西方主要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派与思潮      小 结  第四章 民族学中国化的理论探索    第一节 民
族学中国化的缘起      一、民族学中国化的历史背景      二、中国化问题的由来    第二节 民族学中国化
的理论      一、以综合的道路发展中国学术      二、借助某一学派理论建立中国化体系      三、批判继承
建构中国学科      四、强调特殊形成中国特色      五、民族学中国化理论的发展   第三节 民族学中国化的
实践      一、开展广泛的田野调查      二、努力开拓民族学的应用途径      三、着力学科规范建设    第四
节 中国民族学的学科特点      一、民族学在中国的特点      二、国际学术界对中国民族学的评价      小 结
下编 民族学研 究方法  第五章 民族学实地调查法    第一节 实地调查方法及意义    第二节 实地调查的特
点      一、社会性和多元性      二、历史性和现实性      三、实践性和探索性      四、艰苦性和变化性    第
三节 实地调查的类型      一、自观和他观      二、宏观和微观      三、社区和个案      四、定性和定量      
五、专题和综合    第四节 实地调查前的准备      一、课题选择      二、文献准备      三、物质准备      四、
调查提纲    第五节 实地调查的具体方法      一、观察与参与观察      二、个别访问      三、调查会      四、
问卷法      五、谱系调查法      六、自传调查法      七、定点跟踪调查法      八、文物文献搜集    第六节 实
地调查的记录和调查报告      一、调查记录方式      二、关于调查报告      小结  第六章 跨文化比较研究法
   第一节 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含义及不同观点    第二节 拉德克利夫－布朗的比较社会学    第三节 默多克
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法      一、人类关系区域档案及其运用      二、默多克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法      三、跨
文化比较研究法的几个方法论问题    第四节 跨文化比较研究的事例评述      一、《非洲政治体系》的分
析框架      二、《社会结构》的评析      小 结   第七章 历史文献研究法    第一节 历史学与民族学的关系    
 一、研究对象与范围的异同      二、初民社会与现代社会      三、民族学中的历史主义    第二节 如何解
释人类社会      一、不同学派就是不同的角度      二、中国民族学界重视历史      三、什么是历史民族学   
第三节 历史文献的范围与种类      一、史书类      二、档案文件类      三、史部以外之群籍      四、少数民
族古文字文献    第四节 历史文献的搜集与整理      一、较强的现实性      二、利用目录和类书      三、文
献的整理    第五节 历史文献的考释分析与使用      一、历史文献的考释      二、历史文献的分析      三、
历史文献的使用      小 结   第八章 民族学中的跨学科综合研究法    第一节 民族学的跨学科研究      一、
跨学科综合研究是由民族学的自身特点所决定的      二、边缘学科      三、应用人类学与跨学科综合研
究    第二节 民族学与体质人类学      一、学术体系与体质人类学定位      二、体质人类学对民族学研究
的作用    第三节 民族学与语言学      一、民族学视野下的语言现象      二、民族学视野下的语言学      三
、语言、文化与世界    第四节 民族学与考古学      一、考古学的学科属性      二、民族学对考古学发展
的促进      三、考古学方法在民族学中的应用    第五节 民族学与社会学      一、民族学与社会学的关系    
 二、社会学方法对民族学的意义    第六节 民族学与人口学      一、民族学中人口研究的意义      二、中
国的少数民族人口研究      三、苏联民族人口学      四、西方人类学中的人口研究    第七节 民族学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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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学      一、人类文化与生态环境      二、民族学视野下的生态人类学    第八节 数理统计方法在民族学
中的应用      一、历史背景      二、民族学中运用统计方法的意义      三、运用统计方法发现模式      四、
跨文化比较研究      五、统计分析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    第九节 民族学的影视表现与研究      一、影视
民族学      二、国外民族志电影      三、国内民族志电影    小 结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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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拉德克利夫一布朗的比较社会学我们在讨论有关跨文化比较研究的问题时，不能不提到拉德克
利夫一布朗（A．R．Radcliffe-Brown）在这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拉德克利夫一布朗不但创立了民族学的结构一功能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而且为推动民族学的比较研究
做出了重要贡献。
拉德克利夫一布朗的民族学（社会人类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强调比较方法的应用。
甚至他把自己的研究称之为“比较社会学”研究。
他为了促进民族学的比较研究，即他的比较社会学研究，付出了他毕生的精力。
“比较社会学”这个名称贯穿于他的整个学术生涯。
本节在比较社会学这一主题之下，论述他在民族学跨文化比较研究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比较社会学这个名称最初是由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杜尔干（E．Durkheim）在他的《社会学方法论》一
书中提出的。
但是，由于他把比较社会学等同于社会学本身，因而当初比较社会学并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
而拉德克利夫一布朗则不同于杜尔干，他不但第一个建立了一门有别于社会学本身的比较社会学，而
且在大学里第一个开设了比较社会学的讲座。
1935年拉德克利夫一布朗应吴文藻的邀请来燕京大学讲学时，就开设了比较社会学的课程。
其实，在此之前，1926-1931年之间拉德克利夫一布朗就在澳大利亚的悉尼大学以及从1931年起在美国
的芝加哥大学开设过比较社会学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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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作为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使用的系列基础教材之一，是在校研究生部的统一规划下，由民族学系
宋蜀华、白振声主持，组织系内从事有关教学、科研工作的部分教师集体编写的。
具体分工如下：宋蜀华导言王庆仁第一、二章白振声第三章，第八章小结，后记王建民第四章祁庆富
第五章包智明第六章杨圣敏第七章陈长平第八章第一、六、八节张海洋第八章第二、三节潘守永第八
章第四节马启成第八章第五节任国英第八章第七节庄孔韶第八章第九节全书的构架是在作者集体讨论
的基础上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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