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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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我意识到美国族裔问题因其复杂性、变化性和典型代表性构成了一个
极富挑战性的研究领域，无论是资料的追踪收集、数据的分析处理，还是理论的阐述剖析，每一点进
展都凝聚着全体研究者的心力和汗水。
并且，这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只有坚持不懈才有可能取得较客观、较全面与较深入的认
识，从这方面来说，本研究仅仅迈出了第一步--取得了非常初步的基础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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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一、“世界的”美国与“美国的世界”二、美国族裔问题研究：一个亟待加强拓展的领域
三、本项研究的田野基础与框架结构第二章 美国族裔理论综述一、学术界关于美国族裔研究的几种理
论范式二、美国史学的一个主题：关于族裔的研究三、美国政治界和社会科学界对族裔问题的看法第
三章 美国族裔人口构成与变迁一、来自何方——美国移民史简述二、近50年来美国各主要少数族裔人
口构成与变化趋势三、地区与人口：美国三大移民州研究第四章 美国族裔经济表象一、亚洲裔经济表
象二、欧洲裔经济表象三、非洲裔经济表象四、西班牙语裔经济表象五、印第安裔经济表象六、犹太
裔经济表象第五章 美国族裔文化一、美国主流文化概览二、几种少数族裔文化简述第六章 美国族裔
社区案例集粹一、华裔社区——唐人街二、日裔社区——“小东京”三、意大利裔社区——“小意大
利”四、非洲裔社区——哈莱姆区五、西班牙语裔社区——“小哈瓦那”六、部落的夕阳——印第安
裔保留地第七章 美国族裔关系中的冲突与抗争一、北美殖民地时期的族裔冲突二、建国后到19世纪中
期的族裔冲突三、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的族裔冲突四、20世纪中期以后的族裔冲突第八章 美国族
裔利益集团综述一、华裔及其他亚裔的社团组织二、非洲裔社团组织三、西班牙语裔社团组织四、印
第安裔社团组织五、犹太裔社团组织第九章 美国族裔研究机构与学术期刊概览一、美国重要族裔研究
机构二、美国族裔学术期刊、网站概览第十章 结语：研究者的思考与看法附录1 美国50州简况表附录2
美国少数族裔教育掠影各章 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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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其次，学者们对各个族裔集团如非洲裔美国人(多数情况下称“美国黑人”)、华裔美国人和犹太裔美
国人的具体生存状况与存在的问题进行过描述与分析，并对美国复杂的种族关系、尖锐的种族冲突与
形形色色的种族歧视现象作过不少研究。
在美国历史中，非洲裔美国人长期受到各种压迫和种族歧视，他们书写了一部向往自由平等的、不断
抗争的史诗。
我国学者对于美国历史上非裔发生的两次“大迁徙运动”进行过专门研究：第一次大迁徙是在美国内
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非裔人口主要在南部各州之间迁移；第二次大迁徙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直到20世纪50～60年代期间，非裔人口大规模从南部向北部各州迁移。
关于导致第二次大迁徙的原因，学者们的分析较为全面深入，认为主要是美国南部区域传统上对非裔
的压迫和极不公正的待遇，形成一种“推力”，迫使他们另寻出路，另一方面，美国北部各州由于发
展现代化工业，急需劳动力，客观上为非裔提供较多的就业机会、较好的工资待遇和较宽松的环境等
，从而形成一种“拉力”，吸引他们移人。
①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之后，非裔争取到了一些重要的基本权利，生存状况得到明显改观。
姬红在《民权运动与美国南方黑人政治力量兴起》一文中指出，民权运动激发了南方黑人的政治参与
热情，“黑人利用手中的投票权，开始了从二等公民到参与政治的转变。
”②正因为如此，40多年来美国南方政治环境发生了明显变化--黑人投票率攀升而黑人民选官员数量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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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的写作构想最初萌生于在美国学习和工作的时候。
1997年初至2001年春，我在美国工作、学习和生活，有机会在美国考察、访问了各地区、各族裔和各
阶层人士，初步思考了美国复杂而处于持续变化过程中的族裔问题。
2002年，中央民族大学"十五"科研项目将本项研究列入，我开始着手细化写作提纲、全面整理在国外
收集的资料。
2003-2004年，课题组补充了新的力量--几位充满热情也有相当研究经历的青年学子，她们的加入使得
课题研究进展速度进一步加快。
2004年，课题组的工作又获肯定，国家民委将本研究列为当年度重点科研项目。
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我意识到美国族裔问题因其复杂性、变化性和典型代表性构成了一个极富
挑战性的研究领域，无论是资料的追踪收集、数据的分析处理，还是理论的阐述剖析，每一点进展都
凝聚着全体研究者的心力和汗水。
并且，这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只有坚持不懈才有可能取得较客观、较全面与较深入的认
识，从这方面来说，本研究仅仅迈出了第一步--取得了非常初步的基础性成果。
我非常喜爱和感谢课题组全体成员，她们是充满朝气、充满干劲的青年学子，是开始攀登学术高峰的
勇者，并坚信她们的前途是光明而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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