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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十年前，我在《民族经济学和民族地区的四个现代化》一书的后记中，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把民
族问题和经济问题结合起来研究，最后归统于‘民族经济学’这门新学科，这对于我来说，既是偶然
，也是必然的。
1948年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最后胜利的阶段，我投身于这个  伟大的历史洪流之后，在进军大西南
的号角声中到了云南。
   在云南工作的五年中，虽说是从事组织、人事与秘书工作，但也接触到许多有关民族工作方面的问
题。
1954年为了适应国家开始有计划建设的需要，我被批准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习经济学专业，随后跟
随苏联专家卡拉达也夫教授当经济学说史专业研究生。
1958年（春）我自愿要求调到中央民族学院工作，随即参加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和编写民族问题三套丛书（后改为五种丛书）的工作。
此后，我一方面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一方面也兼做民族问题的研究与教学工作。
在这三十多年中，大体上前一半时间我的学习与研究重点是放在经   济学方面，并兼搞民族问题；后
一半重点是放在民族学方面，并兼搞经济问题。
而这期间贯穿始终的重点，则是放在既为研究经济问题需要，又为研究民族问题需要的理论思维方法
问题上。
所以，从我的思想认识发展过程来说，把经济学和民族学结合在一起，开始是偶然的而最后则是必然
的，是逻辑发展与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这也就是说，把民族和经济辩证地结合在一起，把民族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联系在一起，就我的思
想认识方法来说是得益于马克思的科学理论思维方法。
所以，在《我的学术道路》一文中，关于几十年来我的学术研究所获得的微不足道的成果我把它总结
为三点：一是，阐述了马克思的“表象——抽象——具体”科学理论思维方法及其具有的普遍意义，
不仅对于经济学有指导意义，而且对于民族学也同样有指导意义；二是，把民族学与经济学联结起来
、结合起来，提出并倡议创立了“民族经济学”这门新学科；三是，把民族学划分为“狭义民族学”
与“广义民族学”，并系统地论述了广义民族学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
第一点不是什么新贡献，最多只是一点新的学习体会，第二点和第三点可以算作我在理论探索中的两
点微小贡献。
    正是基于上述这种认识，我才决定从已经发表的论文中选出一些自认为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汇集成两
本小册子。
    第一本小册子《理论思维与经济科学》是由五篇专论构成的。
头两篇是论马克思的理论思维方法，后三篇则是探讨这种方法在经济学科中的应用。
这第二本小册子《理论思维与民族科学》是由十一篇文章构成，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有两篇文章
，简要论述科学的理论思维方法及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第二部分有四篇文章，是论述广义民族学
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及发展具有中国特色民族学的必由之路；第三部分有五篇文章，是论述民族经济
学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及中国民族经济学的发展过程、研究对象、任务、方法与特点等。
可以看出，这里贯穿始终的仍然是科学的理论思维方法，而探索的重点还是那个民族因素与经济因素
的辩证结合。
类似剩余价值规律的发现是包含在历史唯物主义规律发现之中的一样，对民族经济学的探索也是包含
在广义民族学研究之中的。
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或者说他的唯物辩证法体现在他的伟大理论体系（主要是《资本论
》）之中的就是他的科学的理论思维方法，我认为对于任何一门学科研究来说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
不用说我的认识和体会是不深刻的，但我总想努力应用马克思的理论思维方法指导我的学术研究活动
，不仅在上述两本小册子中这样做，而且在其他著作中也是这样做的。
就我自己40多年的学术实践而言，自认为从中得益不少，比如它能帮助我沿着正确的方向去思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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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从客观实际出发并由表面现象形态逐级深入事物的本质内容，再用本质的规定性去把握与说明
事物的多种多样与多变的表现形式，尤其是它能培育在探索问题过程中的科学预见性，避免或减少在
理论上犯错误，使自己的认识能符合客观事物发展的未来要求。
本书中所论述的“民族经济学”、“广义民族学”、经济发展中的“差距”问题以及“加速发展战略
方针”等问题的提出及其实践的历史发展过程，我想是能够反映出这些认识与体会的。
    再重复一句：我在学术上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
它最多只不过是人类智慧海洋中的一滴水。
但我坚信植根于神州大地上的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广义民族学与民族经济学，它的发展肯定具有十分广
阔和无限光明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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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施正一 1932年生于安徽省桐城县（现为枞阳县）会宫乡施家嘴村。
194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1957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经济学说史专业研究生班。
毕业后，一直从事经济学与民族学（含民族理论与民族经济）的理论研究与教学工作。
主要著作有：《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理论思维与经济科学》、《民族经济学和民族地区的四个现
代化》、《民族经济学导论》、《关于民族科学与民族问题研究》、《西方民族学史》和《广义民族
学》（主编）等10余部
   著作。
现任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少数民族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常务
副会长兼秘书长。
曾任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执行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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