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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性与族群认同建构》

内容概要

《族群性与族群认同建构：四川尔苏人的民族志研究》包括相关理论与研究范围、中国的民族群研究
、尔苏人民族志概述等内容。《族群性与族群认同建构：四川尔苏人的民族志研究》探讨族群性及族
群认同建构模式。族群性，是英文ethnicity的对译词，亦有人译作“族性”。族群认同建构，英文
是the construction of ethnic identities。这两个研究领域是当今人类学、社会学热门研究领域。《族群性
与族群认同建构：四川尔苏人的民族志研究》的讨论涉及族群认同的理性选择、族群内心情感、族群
形成过程、族群关系、文化涵化、族群意识、历史记忆、族群互动、族群边界等理论及国家权力对于
族群分类的重要作用等相关族群理论知识。这些讨论，基于本人对藏族尔苏人的田野调查研究，基于
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了解，并参考了自己的亲身体验和亲身感受。《族群性与族群认同建构：四川尔苏
人的民族志研究》是一部关于藏族尔苏人族群性和族群认同建构方面的人类学民族志（ethnography）
。关于尔苏人的族群性介绍以及尔苏人对藏族的认同的形成过程的人类学民族志研究的研究成果并不
多。用现代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尔苏人进行系统的研究，特别是对尔苏人的族群性与他们对藏族的
认同建构的研究，对于理解中国境内人数较少的族群的认同变迁及其族别归类存在的遗留问题有一定
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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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尔巫达，彝族，1967年生，四川省甘洛县人。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人类学教授、上海大学
文学院族群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大学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组织
研究中心研究员。1989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同年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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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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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对于外行而言，有非常好的学术史的总结可以参考。读完的结论是，事实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要复
杂很多。但至少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可以思考的层面。比如利益的最大化、民族精英的推动作用、共同
记忆、族群互动、国家权力的牵引等等。对于考古学者而言，国家权力的牵引可能是我们以后可以更
多思考的一个角度。
2、只有民族志的一部分还有点价值，其他有东拼西凑的感觉，族群的部分尤其没有逻辑。
3、在一个给定前提下，的确可见个人做出各种不同的行为，但是，这些行为的理性选择意味并不浓
。如果我们一定使用个人选择这样的视角的话，与其套上理性选择的框，不如讨论不同的尔苏人做出
选择接纳／拒绝藏族认同时的算法是什么。
虽然作者提及依然存在的“尔苏族”认同，以及当地干部试图以藏族之名宣传尔苏文化（凉山藏族）
。作者似乎想表达当代（2000年左右）的尔苏人的多元族群身份认同问题。但是，我们看到的更多是
在国家给定的政治身份下，个人做出了各种或实用或模糊的回应。因此，单单讨论一个族群的认同时
，我们看到更多的是组装各种资源中的国家权力与回应国家的个人之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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