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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族理论学科，是民族学科中的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门社会科学。
它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中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民族学科的理论基础，也是民族学科研究的理论指导。
无论是对民族及其发展过程的纵向研究，还是对民族及其相关社会现象的横向研究，或是纵横交错的
综合研究，都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下进行。
在中国民族理论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中，中国老一辈革命家、老一辈民族理论工作者作了重要的奠基性
的工作。
中国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教学工作者也在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教学、研究、宣传方面做了重要的
贡献。
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国民族理论学科体系和民族理论政策课程的教材体系逐步建立起来。
这些都为后来者学习和研究民族理论提供了基础。
我是从70年代初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开始从事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方面的教学、研究工作的。
留校任教的头3年得到了施正一教授的悉心指导。
转入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教研室后得到了教研室白静沅主任、刘锷、何润等教授的热情关心和帮助。
我在20年的教学、研究中，在老师们的关心和帮助下，努力做到认真教学、刻苦钻研、勤奋写作，取
得了一定的成绩，得到了不少的表彰和荣誉。
这些都是与校党政领导、教务处、科研处和我所在系、所领导给予的关心、鼓励和培养分不开的；也
是与家人、挚友的关心、支持、帮助与鼓励分不开的。
在这里一并向他（她）们表示我衷心的感谢！
我进入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教学和研究领域后，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探索，提
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得到了我国著名民族理论学家、前中国民族理论学会理事长牙含章先生等专家学
者的肯定和鼓励。
特别是担任中国民族理论学会常务理事兼办公室主任、秘书长（现任）的十多年中，为了使我国民族
理论研究深入发展、民族理论学科体系进一步完善，曾参与和组织了十多次全国性民族理论学术讨论
会和青年民族理论工作者学术座谈会，使民族理论学科在艰难中有所发展。
我在艰苦的努力中逐步形成了自己对民族理论学科的理解。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族理论通论>>

内容概要

《民族理论通论》是探讨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学科理论体系的学术专著，也是探索完善民族理论和民
族政策教材体系的教科书。
作者以自己20年的大学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方面教学经验和大量的民族研究方面的科研成果为基础，
撰写了这部学术著作。
     《民族理论通论》出版已12年了。
20世纪90年代以来是中国民族理论学科长足发展的时期。
《民族理论通论》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专业的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过程
中起到了重要的教科书作用，在全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这门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学教改中起到了重要
的参考书作用，在民族理论学科理论体系的建设中，也起到了重要的学术探讨和理论建设构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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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金炳镐：男，黑龙江延寿人，朝鲜族，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列主义学院院长、中国民
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院长，中国民族理论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从1993年开始享受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的政府特殊津贴。
两次(1989、1995年)获得北京市优秀教师称号，2002年获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奖，2003年获首届北京
市高校教学名师称号、首届全国高校教学名师称号，成为全国民族院校首位国家级教学名师。
2004年获首都五一劳动奖章、获首届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
主要从事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学方面的教学与研究。
在国内外出版学术著作32部，发表学术论文300多篇。
论著中获国家部委级奖17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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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章 民族理论学科的建立和发展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
论在中国传播的途径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民族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
但是，大量地、自觉地传播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
正如毛泽东所说，“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①其中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
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民族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一种是中国的老一代革命者，特
别是我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到法国、德国和俄国（后为苏联）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民族理
论，回国后在实践中研究和传播了民族理论。
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民族理论的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使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得以传播。
二、中国共产党成立前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的传播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俄国十月
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开始出现了首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1919年5月4日，中国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
在五四运动前已经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中已进一步发展成为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思
想运动。
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李达、恽代英、蔡和森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早期的共产主义者组
织革命团体、创办革命刊物，广泛地开展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也开始传到中国。
1906年已有《共产党宣言》部分章节的中译文发表。
1908年，留学日本的一些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在东京创办的《天义报》上译载了《共产党宣言》和恩格
斯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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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民族理论通论》出版已十多年了。
出版社多次要求修订后再版，但因本人教学、科研工作比较繁重，多年未能得空修订。
《民族理论通论》（修订本）列为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立项项目以后才着手修订，并注意贯彻和
体现2005年5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
期间，由于我校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公共课教学的急需，先修订出版了《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概论（
修订本）》（2006年2月出版），又作为副主编参与了国家民委副主任吴仕民主编的《中国民族理论新
编》（2006年8月出版）这部全国民族院校统编教材的编写。
经过断断续续的修订，现在终于再版《民族理论通论》（修订本）了。
《民族理论通论》（修订本）保留了原版的主要理论体系构架和主要观点以及鲜明特色，大量补充和
增加了新的理论观点和新的理论阐释，使修订本的理论体系更加完善，逻辑结构更加严谨，分析阐述
现实合理。
当然，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望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个人学术上有所成就，是与时代机遇和本人的勤奋分不开的。
学术成果要对人才培养、学科发展乃至对社会发展、民族发展和社会和谐有所裨益。
这是学者的责任，也是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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