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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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五六十年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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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和博士己遍布全国各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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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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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运动的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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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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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藏民族关系研究》共分十一章，主要介绍了西藏自治区概况、西藏民族关系概述、藏族与门
马族关系、藏族与夏尔巴人的关系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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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发祥，男，藏族，1 964年8月1 7日生人，现任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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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的比较研究表明，当时(2000年岁末)西藏的常住和暂住汉族人口(半
年以上)的数量应该是86448人。
可以断定，现阶段生活在西藏的汉族人口主要是没有取得当地户籍的暂住人口。
这些暂住人口，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各项新政策在西藏的实施，私营经济(个体商店、摊贩、长途贩运
的个体户、修理服务业、餐饮业、手工业等方面的个体经营者)在西藏城镇兴起的新形势下发展起来的
。
现在拉萨市、日喀则市、泽当镇、八一镇、昌都镇(包括昌都县和行署所在地)、那曲镇、狮泉河镇等
城镇的汉族暂住人口在当地人口中的比例已经逐年增加。
在拉萨市区，如果按行业来划分的话，饮食服务、娱乐休闲、建筑施工、装饰装修、装饰材料、五金
修理、菜农菜商、服装鞋业、药材诊所、灯具家具等几乎全部由数量众多的汉族人(主要是四川人)垄
断；而八角街一带的小商小贩则有相当数量的人是来自西北的回族。
在拉萨，藏语、普通话和四川方言构成了语言的主体。
另外，从这几年的情况看，这些人口已经不能简单地把他们划人暂住人口的行列，因为他们大都是举
家居住在拉萨，在时间上已经不是一年或两年，而是长达好几年，甚至10多年。
　　西藏自治区的汉族人口在地理分布上是很不平衡的，在全区的72个县中，78．2％的汉族人口集中
居住在其中7个县(区)，即拉萨城关区、昌都县、乃东县、日喀则市、那曲县、噶尔县、林芝县，而在
另外65个县中只居住着其余21．8 9，6的汉族人口。
2000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8．11万汉族人口中，其中7．166万人居住在拉萨市，而占汉族总人口95
9／6的汉族人口又居住在人口相对集中的城区，即行政区划中的城关区。
这一比例占拉萨市城区总人口22．13万人的34．34％。
这就是说，2000年底，居住在拉萨市城区的汉族人口几乎占全西藏自治区汉族人口的近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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