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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回顾了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的兴起和学科理论探讨的进程，并就研究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
探讨。我们认为，民族经济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对国家而言的，其研究的主体是“民族”这一特殊
的共同体。由于“民族”的内涵至少有两个层面，即国家层面上的“民族”（state-nation）和国家内
部各具体的民族，因此，民族经济也至少饮食着两个层面，即在国家层面上的“民族经济”和以国家
内部各民族为实体的“民族经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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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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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的兴起
第二节 关于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的学科定位
第三节 研究实践中的问题或矛盾
第四节 本书的主要内容
第二章 国家、民族和民族经济
第一节 民族与国家
第二节 民族与民族经济
第三节 民族经济的层面
第四节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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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龙远蔚老师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导论》我一共读了五遍。在我读第三遍的时候，我觉
得这本书至少值得读四遍，当我读完第五遍，觉得它至少值得读六遍。对于一个并不了解少数民族经
济文化的人来说，读第一遍的时候，吸引我的是一些以前从未接触过的知识，比如说，苗族热爱银饰
，有些银饰每套甚至重达数公斤，这些极具观赏价值的银饰大量囤积带来的问题是阻碍了银元作为支
付工具的流通，而且对于经济状况并不富裕的家庭来说往往更加深了贫困。又比如舞蹈演员很爱用的
一个素材“剽牛”，尤其在汉族地区演出的时候，奔放热烈的“剽牛”往往很能带动现场气氛，佤族
的豪迈气息随之扑面而来。但也是读了这本书之后，我才知道，剽牛的活动每组织一次要杀掉多少作
为生产工具之一的耕牛，每个农户都支撑得起这样的宰杀么？当然不是。每次剽牛之后多少人面临着
没有耕牛的收成问题，是我们很难从舞蹈、歌唱里获知的。这样的知识点在这本书里很多，所以读起
来处处都很有意思，第一遍，我完全是在“外行看热闹”。读第二遍时开始注意到一些散点之外的，
稍微深刻一点的问题。比如“先富带动后富”的政策实施以后，东部地区迅速地发展起来，东西部差
距以比从前快得多的速度拉开了。默默等待先富的兄弟们来带动自己的西部地区，已经等待了多少年
了，后富的速度能追得上先富吗？这不是抱怨，只是在面对客观事实的时候，不免，一声叹息。建国
初期，国家曾经想用更集中的方式来规划各个少族民族的发展，也曾经把一些长期生活在恶劣环境里
的农户带到自然资源相对好一些的地方统一耕作，其中不乏本来是打猎的，被安排去种田，本来是住
在山上的，被安排搬到山下。并不是所有的结果都如预期一样好，不少被改变了生活方式的农户逃回
自己更习惯的地方，继续过刀耕火种的日子。当然这是计划经济时期更常见的事，时代已经不同了。
但看到这一段，我还是禁不住想起书里在一开始写的民族经济研究的视角问题，其中有一点就是，人
本，以人为本。在少数民族发展的规划上，自上而下的贯彻和自下而上的意向是缺一不可的，从上层
的角度说，希望每个民族每个地区都过上好日子，而对于具体到每个地方，每个人的时候，却完全有
可能产生“这是我的生活，与其它人何干”的想法。于是又，不免，一声叹息。读第三遍，开始理解
这本书的名字是叫《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导论》，而不是《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它不仅仅是告诉
我们有这些现象，更重要的是阐述分析问题的方法。这本书不是为了（或者说不完全是）让你得到苗
族喜欢带银饰，佤族有剽牛习俗这样百科词条类的知识，而是让你知道，这是一个入口，我们要知道
更多本质的东西。第三遍，我觉得这本书精彩极了。第四遍，很遗憾，因为距离读第三遍的时候已经
隔了几个月，这一次我基本上是翻过去的，脑子一直在回忆之前看过的内容，并没有新的认识。后来
又读了第五遍。第五遍终于开始把全本书串联起来了。最精华的部分原来是第一章《导言》（不过也
许下一次看又会不这样认为了），关于少数民族研究的方法、视角、与实践的矛盾，在这一章里都讲
到了。而我们最最要记住的不就是这些么？举个例子，在读第五遍之前，同时面对“少数民族研究的
方法论有哪些内容？”和“怎样看待少数民族经济与文化的关系？”这两个问题的时候，我会把我所
知道的方法论罗列出来回答第一题，再去回答第二题。但第五遍之后，我想我会直接用第一题的答案
去回答第二题。书里告诉我们有这些方法和要注意的视角、矛盾关系，不是为了让我们回答“有哪些
内容”的时候可以列出来，而是随时，随时都可以使用，和发散它。这些就是我读这本书五遍的感受
。应该还会读第六遍吧，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我觉得这是我读过最精彩的一本教科书了，虽然在
某页，某行，我依稀记得龙远蔚老师提了一句，不少观点，他是从消极的角度去看的。它句话赫然出
现在一本用作教材的书上，让我惊异的同时，也仿佛让我看到一些学者研究且忧虑着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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