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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多元文化与中国人的认同》

内容概要

中国是多民族统一国家。多元民族文化是中国和平发展的社会资本，也是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大厦的基
石。民族学人类学是探讨多元文化和谐之道和可持续发展的学科。中央民族大学是中国民族学人类学
重镇。费孝通和林耀华教授是这所重镇的两座丰碑。
    本书承继费、林两教授生前开创的“中国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研究”两项
事业，运用民族学人类学方法探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多元文化与和谐社会、中国的文化多样性与中国
人的认同等问题。
    本书概括中国文化的形貌是“太极”图形：其内部有西部畜牧与东部农耕两大生计板块，并有高原
和沿海两条文化传播带将其衔接。在这两个板块的互动作用下，中国的文化精神是“自强不息厚德载
物”，其结构是“多元一体和而不同”。
    本书辨析中国的民族认同兼有族群认同、国民认同和历史文化认同三重含义。这三种认同在中华各
民族成员身上都能相互兼容而不必相互排斥。
    本书的论题还包括中西民族概念、中国的人种多态性、上古中国的文化区系、当代中国的经济文化
类型、中国历史文化大小传统的共生关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内涵等。
    本书序言提出了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理念模型，指出多元文化在中国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并主张中国的民族宗教研究范式应该从“社会发展史”转向“文化生态学”。
    本书构思宏大、资料丰富、言语鲜活、论点新颖，是关注中国文化建设和中外交流的民族学、人类
学、社会学、语言学、政治学、地理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艺术、文化批评等学科专业师生的必
读作品，也是中国民族宗教部门官员、文化产业人士和自修学者的重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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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多元文化与中国人的认同》

作者简介

张海洋，天津武清人，英语语言文学学士、法学硕士(民族学)、法学博士(人类学)、中央民族大学教
授。讲授民族学概论、体质人类学、东西方文化比较课程，研究中国文化地理、中国的多元文化与和
谐社会、东西方文化比较、中国少数民族生态环境保护、文化保护和社会权益维护问题，兼做世界银
行在华投资项目民族问题社会评估专家，招收民族学专业中外文化比较、应用民族学方向研究生。
    作者1955年生于津郊农村，在乡读7年小学，1970年务农。1972年开始自学英语，1978年考入吉林大
学外语系英语专业，1982年考取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学专业研究生，师从吴文藻、林耀华、金天明先生
，研究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1985年毕业留校教学，1987年晋升讲师考取博士生，又师从林耀华教授
研究中国的多元文化与中国人的认同。1994年晋升副教授，1996年获得博士学位并以富布莱特学者身
份赴斯坦福大学进修一年。2000年晋升教授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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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多元文化与中国人的认同》

书籍目录

目录前言：简论中国的多元文化与和谐社会
导论　民族认同的时代根源
解构篇：文化多样性与国人的认识第一章　事实、理解与表述
第二章　概念、时间与空间
第三章　族群、民族与认同
第四章　列强、中国与中华民族
第五章　关于中华民族的两种说法
建构篇：中国人认同的原生基础第六章　古今中国的人种特征与类型
第七章　上古中国的区域文化
第八章 中国文化大传统的次生性
第九章　中国文化的地理基础
第十章　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和架构
第十一章　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描述和阐释
第十二章　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历史共生关系
结语：中国的现代化与中国人的认同
附录一　关于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的简要说明
附录二　关于引注的说明
全文引注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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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多元文化与中国人的认同》

精彩短评

1、开头部分还可以
内容很丰富
2、好书！
3、喜欢里面独一无二的观点
4、另一个偶像。书没有课上的通透。
5、已经开始看了，非常满意
6、中国的多元文化与中国人的认同  物流超快质量很好的书，邻居搞哲学 的，让我帮她购买的邻居说
当当搞活动时一定要大量购书超便宜，质量也超好要我一定要给个全五分，超好评谢谢当当啦
7、这本书内容更多的是关于多元文化与中国人认同的综述，对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同志有帮助。
8、本著我對海洋老師的憧憬...有個人的評論很對...書沒有課上的通透
9、非常喜欢这本书，写得非常好。
10、牵强
11、我会抓紧读，期待！
12、专业书，很好，对自己帮助很大
13、读过三遍，每读一遍所获得的认知越深刻。
14、开篇就狂抽马戎脸真的好么⋯⋯全文在线
http://book.chaoxing.com/ebook/detail_81154835810fe7fcfa14e24bfd0acb97218279a55.html
15、张海洋老师的博论，其实光看目录不一定看得出这是博论，可见他当年在林耀华先生门下还不至
于像今天这般凡事都要听所谓“规范”的话。干货主要在书的后半部分，但对我这个民族学外行读者
来说，还是负责解构的前半部分比较有吸引力。张老师提到的问题都很重要，而且哪怕是十几二十年
前写的文章放今天也照样没有失去实际意义，因为中小学教科书、中小学教师以及少年儿童读物还在
不遗余力地误导孩子们，当然这种认同感的建构世界各国都要做，灌输是必须从娃娃抓起的，要不然
以后大家怎么能顺理成章地“认同”游戏规则呢？偶有几个叛徒，知趣的自己走开，一旦被逮住就是
打死活该，老百姓对中华民族的理解越表面，对天朝越有好处——当然，部分“少数民族”同胞们（
这个概念也是被建构的）未必会答应，然而胳膊是拧不过大腿的。
16、总体而言,还是不错的,特别是对汉民族和中华民族的理论内涵和外延的辨析,还是很清晰的,另外,就
是资料比较详实,特别是少数民族的资料,但是,作为一本社会学著作,该书还是有些缺陷,那就是缺乏理论
的创新,自己的定见太少.而且理论知识背景稍显陈旧.
17、这本书还不错，能对中国文化很深刻的剖析
18、很有意思
19、用于写论文时买的书 可以翻阅和参考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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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多元文化与中国人的认同》

精彩书评

1、在昨天的豆瓣小组（带三本书来谈天）活动中，我念了该书的结语。从事族群认同和国民认同的
人类学、社会学学者多数怀有善良的愿望，希望所有认同都能和谐共存。可依我看来，要达成这样的
美好愿景，真是任重道远的难事。就目前诸多已发生的事情来看，诸多认同之间的区隔是不可避免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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