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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贵州学术思想史：哲学·史学·民族学》集中介绍新中国成立后至今，贵州学者在哲学、
历史学、民族学方面的成果，从本书中可以看出，尽管地处一隅，贵州学者仍跟进学术发展动态，同
时，其独特的视角又为学术的百花齐放增添了一抹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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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贵州民族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对于中国民族学理论建设极为有益。
它对“民族”概念提出了一个重大挑战：如果以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定义，民族是阶级国家的产物，那
么既然认为贵州大多数单一民族是在唐前后形成，因而进入阶级社会应当相应地在这一时期；且这一
时期是封建社会，那么也就没有奴隶社会可言。
如果又申言同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先民在唐之前已进入奴隶制国家，那么与此相关的单一民族的概念也
就相应地不应当视为唐才形成。
那么，这些先民又可否分别被视为单一民族？
换句话说，贵州各单一民族形成之前即已存在着国家，如牂牁、夜郎及且兰、漏卧、句町等国，其主
体民族是谁？
如果有一个主体民族：或濮、或越、或夷、或僚，又所处的社会经济形态是奴隶制，那么他们就已经
是一个单一民族，他们的后裔又何以演变成另外的单一民族，如仡佬、布依、彝等等。
这在理论上就必须对民族定义的内涵做层次之区分了。
　　再一个积极的意义是，在贵州的苗族和侗族主体上没有经过奴隶社会，但不等于他们的先民也不
存在奴隶社会。
如有学者提出：生活于岭南的古越人，早在唐以前已进入奴隶社会。
既然人们不否认侗族是岭南迁来的古越人后裔，那么侗族也必然是“从原始社会发展到奴隶社会”。
不管它看起来是存在着两种鲜明对立的论点，还是产生了矛盾，贵州学者都将族源研究与社会形态研
究结合起来，作了有益尝试，提出了发展阶段不平衡的理论。
如苗族的“流变论”。
提出了苗族先民在三苗--荆蛮时期，是奴隶制国家，进入荆蛮的先民受环境限制，原残存的氏族公社
制度得以“再版”而复活，当他们再迁徙到贵州境内时，保留了自己的原始氏族制度。
只是后来受汉民族的影响才逐渐进入封建制度。
侗族社会形态也存在“中心与边缘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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