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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民族与国家构建》

内容概要

《族群、民族与国家构建:当代中国民族问题》讲述改革开放后，民族优惠政策实施中依靠的计划经济
体制已基本不存在，无论城乡青年还是大学毕业生都必须通过劳动力市场上的激烈竞争才能就业和获
得发展空间，这使民族学校毕业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农村青年在就业市场上遇到极大困难。在民族地
区自然资源开发中，当地政府和民众在与中央国企和沿海大企业的互动中居于劣势。随着“西部开发
”的项目投入，大量东部汉族人口涌进西部民族地区，这些新形势的发展使我们必须对我国民族关系
和矛盾协调机制进行反思和调整。努力探讨在21世纪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中国应当如何思考我国的
民族理论、制度和政策。我们必须努力探讨在中国民族问题上的理论创新，在此基础上，以实践为标
准，进一步探讨中国在民族制度和政策方面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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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戎，1950年3月出生，回族。1987年获得美国布朗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
。1990一1991年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主要研究领域：民族与族群社会学、人口迁
移与城市化、教育社会学等。发表的著作有《西藏的人口与社会》（1996年同心出版社）、《民族与
社会发展》（2001年民族出版社）、《社会学的应用研究》（2002年华夏出版社）、《民族社会学—
—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200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等。现任教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
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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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民族研究的创新需要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代前言）
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
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与出路
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选题与思路
全球化与民族关系研究
世界各国民族关系类型特征浅析
现代中国民族关系的类型划分
中国社会的另一类“二元结构”
世纪的中国是否存在国家分裂的风险？
“汉化”还是现代化
“援助”与“感恩”
引用文献不能断章取义——关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对印度“民族构建”的评价
试谈如何理解列宁、斯大林对民族的论述
斯大林是否在民族问题上犯了历史性错误？——关于苏联解体的反思之一
对苏联民族政策实践效果的反思——读萨尼教授（Ronald Suny）的《历史的报复》
附录
反思民族研究：理论与实践
“‘去政治化’和‘文化化’的意思，就是要给少数民族更大的活动空间和更完整的公民权利！”—
—对话马戎教授
族群不是不同的物种——弗朗西斯科·吉尔-怀特文章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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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2.族群“政治化”的具体措施：族群身份和族群关系的制度化 由政府正式确认每个公民的
“族群”身份，这一做法就是把“族群”和“族群边界”制度化，使之成为一个正式制度，任何跨越
这个身份的行为（一个公民改变自己“族群身份”）都必须得到政府的认可，需要经过一个正式的官
方审批手续。“边界的维护是一个族群的中心任务。一个族群如果失去了维护边界所需要的自外部进
入的阻力与内部的同化压力，其成员就会不再具有相互认同的标志”（Kaufmann，2000：1092）。这
种安排对族群成员之间的相互交往与族群融合，无疑制造了制度性障碍。族群边界的“清晰化”和个
体“族群身份”的固定化，使得族群边界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而当族群身份与某些优惠政策或歧视政
策相关联时，族群边界就进一步成为政治权益问题。 族群关系的制度化可能会出现“正”和“负”两
种作用，优待弱势族群的政策可能会改善族群分层（族群之间在教育、职业、收入等方面的结构性差
异）的状况，歧视弱势族群的政策则可能会强化族群分层。尽管“制度化”政策强化了族群意识，在
一定的历史阶段内和一定的条件下，优待政策可以缓解因此而带来的族群隔阂与矛盾。但是优待政策
既不会淡化族群意识，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化解与平衡因制度化造成的族群意识的加强，所以优待政策
带来的局面可能是增进族群合作，缓和族群冲突，但是绝对无法真正推进族群融合。苏联把族群问题
“政治化”和族群关系“制度化”，实施了大量优待少数族群的政策，明显地改善了族群分层状况，
缩小了各族群之间在社会、经济、教育、福利发展方面的差距，一度形成了族群合作的局面，但是族
群意识并没有弱化，而且在“制度化”的基础上通过“联盟制”反而强化了族群的政治意识。一旦国
内外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强化了的族群政治意识就会转变为“民族主义”运动并在政治上实
现民族独立。 对于造成20世纪90年代苏联和南斯拉夫出现的民族分裂主义运动的原因，不同的学者也
有不同的观点。苏联和南斯拉夫把民族问题高度政治化、制度化的做法，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极力使本
国种族、族群问题“文化化”的思路显然是很不相同的。有的学者指出，不能忽视“前苏联和前南斯
拉夫这种联邦国家中的重要事实，即其领导阶层并没有镇压民族主义的认同，而是为了促进自己的权
威，在本质上铭记这些认同并利用它们”（坎贝尔，2003：237～238）。至于苏联政府保留甚至强化
民族认同的动机是什么，我们可能不同意以上的解读，但这一观点至少明确指出了苏联等国家在对待
民族认同的基本态度和制度安排上与西方国家存在明显的不同。这一差异与后来族群关系的发展趋势
肯定有着密切的关系。 3.近代中国的“文化主义”与“民族主义”族群观 在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变迁中
，虽然也有过短暂或局部的反复与曲折，但是发展方向的主流始终保持着把族群“文化化”的基本理
念及以“文化”为核心推动各族群的“自然融合”。这个历史进程从历朝历代一直延续到20世纪40年
代的中华民国时期。 美国印度裔学者杜赞奇主张从一种“复线”（或称“双轨”）的角度来看待中国
社会的复杂历史进程。他提出的“复线”，就是“文化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可能以
不同的程度与形式交替出现于中国历史上的观念与思潮（叙述结构）当中。 他承认中国传统的族群观
念中的实质是“中国文化主义”，“文化主义是一种明显不同于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文化主义
指的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对于文化自身优越感的信仰，而无需在文化之外寻求合法性或辩护词”。“士
大夫阶层的文化、意识形态、身份认同主要是文化主义的形势，是对于一种普遍文明的道德目标和价
值观念的认同。”这种文化主义就是“把文化——帝国独特的文化和儒家正统——看作一种界定群体
的标准。群体中的成员身份取决于是否接受象征着效忠于中国观念和价值的礼制”（杜赞奇，2003
：44～46）。这就是中国历史发展中以“文化”确定认同和“有教无类”的主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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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族群、民族与国家构建:当代中国民族问题》是21世纪中国民族问题丛书之一，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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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民族与国家构建》

精彩短评

1、民族类书籍，实体书店买不到。值得学习
2、内容还没有看，定价太高了。四十万字，25个印张，定价近80.
3、《族群、民族与国家构建:当代中国民族问题 》是帮同事的先生买的，，他很满意。
4、专业性强，适用，指导性。专业性强，适用，指导性。
5、暂时还没要看，应该不错吧。呵呵
6、D633.1-53/7154 参考
7、读过收入其中的大部分论文，想起那个时候Alex和作者聊天提到作者刚刚回国时候的落寞，到今天
依旧记忆如新。ps，至少在苏联当时的背景下，其民族制度作为一个变量是内生的。这一点现在大家
应该都达成共识了，所以直接证明该制度作为自变量有效果在技术上是一个最大的挑战
8、值得一看，尤其是苏联的经验和教训
9、因为专业，所以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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