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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中国民族研究年鉴》自1993年以来，每年出版一卷，目的是对本年度民族研究学科所取得
的主要成绩和进展情况做一简要介绍和评价。
二、《中国民族研究年鉴》（2007年卷），反映了2007年度民族研究的进展情况。
本卷由九个栏目组成。
《中国民族学研究30年述评》概括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民族学研究各个学科的基本状况与发展。
《特稿》专栏两篇文章分别回顾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大沙漠中的古城——黑水城出土文献的发掘、整
理和研究出版情况以及中国西夏学研究成果和出版情况。
此外的几个栏目基本保持原来的设置，由《学科研究进展概况》、《学术热点问题座谈》、《学者访
谈》、《年内逝世学者介绍》、《学术活动》、《书目·索引》和《附录》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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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民族学研究30年述评中国民族理论研究30年简论民族经济研究30年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30年的回
顾与反思社会文化人类学重建30年回顾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中国民族史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语言
文字研究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世界民族研究特稿神奇土地上的文化蕴藏——纪念黑水城文献出土一百周
年世纪回首：中国西夏学的歧路彷徨学科研究进展概况2007年民族理论研究综述2007年民族经济研究
综述2007年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综述2007年民族史研究综述2007年民族语言文字研究综述2007年世界民
族研究综述学术热点问题座谈跨越海峡，两岸学者共话和谐与汉民族文化——汉民族文化与构建和谐
社会学术研讨会综述“藏彝走廊族群认同及社会文化互动：现今与历史”两岸学术研讨会综述学者访
谈瀛生先生访谈录牛达生先生访谈录白滨先生访谈录戴庆厦先生访谈录年内逝世学者介绍追念伍精华
会长王锺翰先生生平姚兆麟先生生平追忆葛公尚先生学术活动国内召开的部分学术会议首届城市少数
民族流动人口子女教育论坛第一届中国语言及方言接触问题学术研讨会历史·现状·发展：中国民族
研究西南论坛贵州文化多样性与民族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少数民族女性学学科建设与妇女／性别问题
研究学术研讨会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文化学术研讨土家族确认50年暨土家族学术研讨会第十六
届全国民族理论专题学术讨论会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研讨会“影像·记忆——镜头下的
赫哲族”研讨会中国第三届因明学术研讨会第二届中国东北史学术研讨会新疆社会科学界2007年青年
学者论坛中国边疆民族历史与文化研讨会暨中国民族史学会第十一次学术研讨会中国蒙元史学术研讨
会暨方龄贵教授九十华诞庆祝会第十二次全国民族语文翻译学术研讨会2007年民族宗教问题高层论坛
——宗教在当代中国的传播、发展现状和趋势研究全国文化差异与价值体系学术研讨会达斡尔族、鄂
温克族、鄂伦春族、俄罗斯族经济文化发展学术研讨会鄂尔多斯高原及其邻近地区历史地理学术讨论
会汉民族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学术研讨会第四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甘肃省民族立法理论研讨会全国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标准化工作培训交流会我国学者参加的国际学术会议敦煌百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二
届汉语史中的语言接触专题研讨会撒马尔罕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国际学术研讨会第十五届国际
中国语言学会年会暨第十九届北美洲中国语言学研讨会藏传佛教后弘期上路弘传历史艺术文化专题研
讨会庆贺蔡美彪先生八十华诞“元代民族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从兴京到盛京》国际学术研讨会
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第五次双语国际教育学术研讨会第一届国际青年学者藏学研讨会“语言
与民俗”第三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草原文明探源考古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第六
届国际会议第40届国际汉藏语言暨语言学会议蒙古语言历史研究讨论会第六届人类学高级论坛中国传
统文化与元代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成就展暨民族语文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
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暨百越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书目·索引新书目录（2007年）学术论文
索引（2007年）汉文蒙古文藏文附录民族工作大事记（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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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民族学研究30年述评　　中国民族理论研究30年简论　　民族理论的研究领域倾向于三大块
内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宏观民族理论研究；以国内为主，但也兼顾国外的现实民族问题研究；
以国家制度和政策为主要内容的解决民族问题途径的研究。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开始了对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研究和传播。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期，民族理论在党的民族政策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阐发宣传上做了大量的
工作，也在一些基本理论方面突破陈规，建立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概念和实践框架。
改革开放以后，民族理论界的探索范围大大扩展，一些问题的研究明显深入，出现了大批有影响的研
究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是中国民族理论摆脱束缚、繁荣发展的30年。
　　一、改革开放初期的初步繁荣　　与其他学术领域的境遇一样，十年内乱曾为民族理论造成了严
重损失。
这期间，研究机构被拆散，人员被下放，资料被销毁，整个学科遭到严重摧残。
民族理论研究的恢复几乎是和改革开放同时起步的，而且从一开始就显现出非常强劲的势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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