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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湖北恩施三家台蒙古族村为田野调查点，对该村蒙古族村民民族认同维持、变迁与重构进行了
历时性的系统研究。全书分为六章。第一章为导论部分，对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并对本
研究的研究方法、理论视角、田野调查点的选择缘由及调查点基本情况做了详细介绍。第二、三、四
、五章，分别就上述四个历史阶段三家台蒙古族村民民族认同进行剖析，呈现了一幅民族认同波澜起
伏的真实历史画卷；详细探讨了历经600余年三家台蒙古族村民民族认同维持的内在原因，并对每一次
民族认同变迁和重构的原因、形式、特点等做出了解释。第六章为结论与讨论部分，一方面，通过对
前面各章论述的分析与总结，提炼出民族认同核心论观点、民族认同变迁互动论观点以及民族认同重
构“目的理性”论观点，以助于加深对民族认同相关问题的理解；另一方面，通过对我国现行民族政
策利弊得失的权衡，展望了我国少数民族群体民族认同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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