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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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族性&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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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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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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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领域与兴趣是族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文化认同研究、都市人类学、语言学及民族学等。
著有《社会变迁与文化认同》(2008)、《彝语语法》(1998合著)等专著及30多篇中英文学术论文。
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中国大都市族群与社会认同研究”(批准号：09BSH034)、上海市浦
江人才计划项目“全球化背景下的上海人身份认同建构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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