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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前身是建立于1952年的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
在五六十年代，研究部曾汇聚了中国大部分民族学与社会学的顶尖人才，如中国民族学与社会学的开
拓者潘光旦、吴文藻、杨成志、吴泽霖、费孝通、林耀华和李有义等人，以及他们的学生陈永龄、宋
蜀华、施联朱、王辅仁、吴恒和王晓义等著名学者。
　　20世纪80年代初，研究部更名为民族研究所，不久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民族学系，20世纪90年代
扩大为民族学研究院，2000年更名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半个世纪以来，名称和建制的变化，并没有影响她致力于民族学教学与研究的宗旨，经过几代人的努
力，从该院毕业的民族学专业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已遍布全国各地，多为栋梁之材。
同时出版了大量在国内影响巨大的专著和教材。
如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等人的文集，林耀华主编的《民族学通论》、宋蜀华的《民族研究文集》
、陈永龄的《中国民族学史》（英文版），还出版了全所历年研究成果的论集《民族研究论文集》
（1981-1993年，共九册）。
这些出版物的共同特点是，以实地调查的材料为基础，以中国的56个民族为主要研究对象。
几十年来，这已成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几代人的学术传统。
　　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毕竟是一个自西方传来的学科，在中国发展历史较短，几十年来又多次受
政治运动的干扰，所以与我国一些传统的老学科相比，中国的民族学无论在专业的理论、方法和研究
成果方面，都是一个比较年轻、比较薄弱的学科。
因此，今后本学科的重点是加强民族学专业的基础理论和方法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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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近年来规划出版的民族学社会学教材与研究系列丛书之一种。
是作者在中央民族大学从事民族学教学与科研工作中撰写的部分论文或文章的辑录。
这部选集中的文章涉及民族学、宗教学、民族史、社会人类学和西部地区开发等多学科研究领域，但
主要是回族历史与文化方面的研究。
     收入本书文章编为四编，既有理论性概括，也有综合性阐述，还有对有关问题的探讨。
第一编是回族学与回族历史研究，包含回族学学科的理论建设、回族的族源及其形成、回族志、回族
学术史、族教关系、有关回族人物评述等；第二编是中国伊斯兰文化研究，包括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
播和发展、中国伊斯兰教教志、中国伊斯兰文化的基本特征、对有关穆斯林学者的评述和书评；第三
编是西部及宁夏地区的研究，包括黄河水利开发、宁南山区农业基础建设、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
与文化脱贫；第四编是民族与宗教方面的研究，包括宗教起源与发展演变规律及其文化功能、新疆地
区宗教、中国民族学的成就、民族节日文化、民族高等教育等方面的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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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启成，男，回族，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人，1938年10月出生。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历任民族学系主任、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常务副院长和分党委书记；兼事中国民族学学会副会长、中
国回族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等多种社会团体领导职务。
主要的研究成果有《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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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作为严格意义上的一门学科，即用现代实证的科学方法，对回回这一社会群体进行整体性、系统
性和综合性的考察和研究，揭示回回民族族源、形成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其文化特点，实际上是从清
代末年民国初年才开始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大变革时期回回民族新觉醒的反映，是时代
发展的产物。
当时，在错综复杂的时空背景下，一批回族先进知识分子受科学、民主思想的启迪后，突破封建封闭
时代的沉闷空气，提出“宗教改良”、“普及教育”等振兴民族的思想主张，开始触及回回民族问题
。
其中最有影响的是：1904年回族知识分子丁宝臣在北京创办《正宗爱国报》和其兄丁竹园于1907年在
天津创办《竹园白话报》，以及1908年由来自全国14个省的36名留学日本东京的回族学生发起并成立
的“留东清真教育会”所创办的刊物《醒回篇》。
　　丁氏兄弟是我国近代创办早期白话报纸的先驱者之一。
他们怀着“真理救国”、“教育救国”的热情，在积极从事我国早期新闻事业的社会实践中，从爱国
主义出发，已经认识到民族与宗教问题的重要性，开始寻求回回民族的发展之路。
在理论上，他们主张民族与宗教问题上必须“化除畛域”，无论是满人、汉人、回回人、蒙古人、藏
人都是国家的组成部分，“都有爱国、救国的责任”。
他们回顾了咸丰、同治年间云贵陕甘等地回民起义及其失败之后，认为这完全是由于专制的清朝统治
者对广大回民实行高压政策和宗教歧视造成的。
“其乱全由于不懂宗教之地方官所逼成。
官逼民反，势不能不反”①。
其实，当时我国就有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
他们认为，同为中国人，各种宗教应该“各信各教，各享各自由，井水不犯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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