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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费孝通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他毕生致力于“从认识中国到改造中国”
，始终孜孜不倦地探索中国社会。
1935年费孝通与新婚妻子王同惠一起赴广西大瑶山调查，不幸以一伤一死而结束，在中国学术史上留
下了悲壮的一页。
大瑶山调查是费孝通实地研究的开始，也是他民族研究的起点。
1950年费孝通参加中央访问团到民族地区调查访问，并担任了贵州分团和广西分团的团长，深入贵州
和广西两省的少数民族地区，历时两个年头。
1952年他被任命为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1955年到贵州进行民族识别工作，1956年参加人大常委会组
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改革开放以后，费孝通重新焕发了学术活力。
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和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国家民委顾问、北京大学教授、中
央民族大学名誉校长等职务。
他受中央委托，承担起恢复社会学学科的繁重任务。
1984年在初步完成江苏省的小城镇调查后，他又将研究的重点转向到边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率先提出
了“边区开发”的思路。
他不顾年事已高，五上大瑶山，七下定西，走访了许多少数民族聚居区，从东北呼伦贝尔草原森林，
到南方海南岛黎族村寨，以至海拔3000多米的甘南藏区，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新编（上下）>>

内容概要

　　《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新编》在结构上分上下两册，书本全面阐释了发展少数民族服务的文艺工
作、看了民族歌舞、关于民族识别问题的意见、中国民族学当前的任务等内容。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新编（上下）>>

作者简介

费孝通（1910—2005），字彝江。
祖籍江苏吴江。
1936年赴英留学，1938年获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
先后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副教务长。
1949年后历任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副院长，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
族研究所副所长、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
主席、民盟中央主席等职。
曾获美国马林诺夫斯基纪念奖、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的赫胥黎奖章、美国大英百科全书奖、日本福冈市
亚洲文化大奖、菲律宾“麦格赛”社会领袖奖等奖项。
主要著作有《江村经济》、《民族与社会》、《生育制度》、《行行重行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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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册1．发展为少数民族服务的文艺工作(1951年4月8日) 2．贵州少数民族情况及民族工作(1951年4月) 3
．兄弟民族在贵州(1951年6月16日) 4．广西龙胜民族民主建政工作(1951年11月12日)5．关于广西壮族
历史的初步推考(1951年12月12日)6．西南兄弟民族的歌舞(1952年1月1日) 7．学习共同纲领中的民族政
策(1952年10月1日)8．关于黔西民族识别工作的参考意见(1954年)9．看了民族歌舞(1954年6月16日)10．
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的大宪章(1954年7月2日)1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保障了各民族发展自己
的语言文字的自由(1954年8月21日) 12．对于宪法草案有关民族问题基本规定的一些体会(1954年9月3
日)13．话说呼伦贝尔草原(1954年) 14．关于民族识别问题的意见(1954年11月) 15．开展少数民族地区
和与少数民族历史有关的地区的考古工作(1956年2月) 16．关于建立中央民族博物馆的意见(1956年2月)
17．开展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工作(1956年7月) 18．中国民族学当前的任务(1956年8月) 19．关于对待
民族民间文艺遗产的一些意见(1956年9月20日) 20．大理历史文物的初步察访(1957年2月8日)21．民族
研究向前看(1976年11月) 22．关于继续开展民族识别调查研究的建议(1978年) 23．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
问题(1978年9月) 24．对中国少数民族社会改革的一些体会(1978年11月) 25．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
家(1979年) 26．《非洲的种族》译后记(1979年8月20日)27．中国的现代化与少数民族的发展(1979年10
月) 28．四十三年后重访大瑶山(1980年1月) 29．迈向人民的人类学(1980年3月) 30．《中国少数民族服
饰》图册序(1980年) 31．《中国少数民族诗歌选译》前言(1980年) 32．民族区域自治的优越性(1980年)
33．关于编写《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的一些意见(1980年12月) 34．怎样开展民族研究工
作(1981年8月25日) 35．龙胜猕猴桃(1981年9月) 36．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1981年12月7日) 37．为什
么要开展民族学研究(1982年3月) 38．谈民族调查工作的微型研究(1982年4月) 39．支持六江流域民族的
综合调查(1982年4月29日) 40．切实提高少数民族经济和文化(1982年5月) 41．深入进行民族调查(1982
年5月27日) 42．《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序言(1982年6月20日)43．关于民族地区经济与文化发展上的几
个问题(1982年7月) 44．确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1982年8月) 45．四上瑶山(1982年9月) 46．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中的民族问题(1983年1月) 47．发挥智力优势，为民族地区四化服务(1983年4月) 48．《盘村瑶
族》序(1983年6月30日)49．《瑶族风情歌》序(1983年7月3日) 50．民主党派智力支边(1983年7月10日)
51．谈谈民俗学(1983年8月) 52．抓紧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出版(1984年3月) 53．开发边区及智力资源的
使用和培养(1984年4月12日) 54．赤峰篇(1984年9月) 55．定西地区区域发展刍议(1984年10月4日) 下册1
．开展为内蒙古发展服务的调查研究(1985年1月30日)2．潘光旦先生关于畲族历史问题的设想(1985年6
月) 3．谈谈边区开发的科学研究(1985年6月7日至11日)4．包头篇(1985年6月15日) 5．西部经济发展和
各民族共同繁荣(1985年6月) 6．人口与开放(1985年7月) 7．开发甘南的意义和建议(1985年8月16日) 8．
定西篇(1985年8月28日) 9．甘南篇(1985年9月25日) 10．民族调查工作不能脱离实际(1986年1月25日)11
．瑶山调查五十年(1986年5月) 12．谈缩小差距(1986年6月) 13．谈“民族”(1986年6月) 14．贫困与脱
贫(1986年8月4日)15．为了西北地区更好更快地发展(1986年8月13日) 16．对民族工作的一些看法和意
见(1986年12月24日) 17．海南行(1987年3月) 18．发挥民族优势 开拓民族经济(1987年4月11日) 19．《花
篮瑶社会组织》重版前言(1987年5月4日) 20．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战略(1987年5月18日) 21．地区发展战
略规划的若干思考(1987年7月) 22．临夏行(1987年10月) 23．民族区域自治和少数民族的发展(1987年12
月7日) 24．海东行(1987年12月) 25．话说呼伦贝尔森林(1988年4月) 26．全国一盘棋——从沿海到边区
的考察(1988年5月9日)27．访骆驼之乡(1988年7月18日) 28．发挥民族优势脱贫致富(1988年7月23日) 29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1988年8月22日) 30．保安三庄(1988年9月) 31．南岭行(1989年1月) 32．答
问发展与发展研究(1989年4月11日) 33．四年思路回顾(1989年4月14日) 34．甘肃行(1989年12月) 35．开
发大西北(1990年5月7日)36．中华民族研究的新探索(1990年5月17日) 37．包头行(1991年1月16日) 38．
凉山行(1991年6月) 39．关于内蒙古经济发展的一些意见(1991年8月) 40．武陵行(1991年12月21日)41．
边区民族社会经济发展思考(1992年7月16日) 42．对民族地区发展的思考(1992年10月1日) 43．个人·群
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1993年7月24日) 44．中央民族访问团追记(1994：年2月) 45．农
村、小城镇、区域发展——我的社区研究历程的再回顾(1995年1月1日)46．三访赤峰(1995年7月25日)
47．毕节行(1995年8月) 48．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1996年8月20日) 49．小民族 大家庭(1999
年11月) 50．“兴边富民行动”好(2000年1月)51．积极拥护、支持西部开发大战略(2000年6月17日)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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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部开发中的文化产业(2000年6月) 53．创建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2000年7月28日) 54．故地重
游多新见(2000年9月) 55．民族生存与发展(2001年7月) 56．又一次访问定西(2003年9月)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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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联系海南岛的具体情况，我想谈谈海南岛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大家都认识到，海南岛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假如我们能把现在人类已经掌握的知识、科学技术利用
到海南岛来，就可以把海南岛建设成一个很富的地区。
海南岛具备良好的客观条件，问题就在于怎样把这一套新的知识、新的科学技术用来发展海南岛的商
品经济。
这是我们这次会议研讨的主题。
在这个会上专家们提出的论文里，围绕这个主题提了很多好的意见和看法，有的很有价值。
但我想指出一点，这些论文里，写“人”的不多，没有狠狠抓住这一关键。
发展经济必须利用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但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必须通过人的头脑，通过人的积极性
才能发生作用。
我们要改变海南岛的面貌必须通过人。
可是对海南岛上有什么人、这批人有什么特点，却考虑得较少。
我们现在讲的自治州，是少数民族的自治州。
我们一定要通过本州的人来改变本州的面貌。
海南岛的自治州是黎族苗族自治州。
自治州一共有200万人，其中90多万是少数民族，100多万是汉族。
汉族是怎么来的，想法是怎么样的，有什么本领?少数民族又是怎样来的，他们生活怎样，想什么问
题?这些是我们都要摸清楚，要分析海南岛人的因素。
我在上面提到过，要发展回族地区的经济应该充分利用回族的特点。
很多同志对回族的历史不熟悉，我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
中国的回族是两个部分构成的：一个主要部分，一个次要部分。
次要部分是从沿海一带来的。
这一批是信伊斯兰教的商人，福建的泉州，浙江的杭州，甚至江苏的扬州都有他们的遗迹。
这一部分后来都吸收到回族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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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在结构上分上下两册，书本全面阐释了发展少数民族服务的文艺工作、看了民族歌舞、关于民族
识别问题的意见、中国民族学当前的任务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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