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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我们跨入21世纪的门槛时，对逝去的20世纪颇有恋恋不舍的深情。
20世纪是民族学在云南传播、发展的世纪。
50年代，民族学以扎实可靠的研究成果为云南省的民族识别、民主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云南省民族识别与民主改革的成功，与广大民族学工作者实事求是、认真严谨的
科学研究是分不开的。
90年代，民族学为云南民族文化大省的建设提供精神力量、智力支持、人才保障做出了重要贡献。
事实表明，民族学在多民族的云南省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学科。
　　云南大学的民族学在为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等方面做出贡献的同
时，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也取得显著成绩，形成了优良的学术传统。
　　云南大学民族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得益于有优秀的学术领导人。
方国瑜、杨垄、江应梁三位教授有不同的研究方向与学术特长，在各自的学术领域中都取得国内外公
认的成就。
作为学术领导人，他们是具有国际水准的学术权威，这固然是他们成为学术领导人的重要条件，但更
重要的是他们具有杰出的科学研究的组织能力。
他们长期立足于本学科前沿，洞察学科的发展趋势，能够总揽全局，制定正确的学科发展战略，不断
开拓出有发展前途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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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求真务实，严谨治学，不淹没前人，要努力胜过前人，是云南大学民族学学科的优良传统。
    本书对资源配置与制度变迁作了深入的研究。
内容包括：民族经济发展中的制度要素，社会经济过程中的民族与民族关系，资源配置的社会初始过
程，资源配置家庭化过程的民族历史差异，经济封建化的民族过程，云南民族经济在皇朝中央集权制
度框架中的开发等。
本书内容丰富，分析透彻，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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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3民族主义在资源博弈中的本质意义　　民族一词，无论其初始的血缘涵意是如何表达了一种
自然的关系，但就其以民族的形式形成一定的共同体边界后，这种共同体边界最基本的意义和职能，
就是确立了以人的个体的发展代表整体的发展的方式，开始对外执行资源产权的划分功能，对共同体
外的其他类成员实施资源共享的排斥。
因此，民族在历史的发展中，血缘关系的自然意义变得越来越抽象、越来越具有假设性，而共同语言
、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由此而来的足够广泛的认同感，逐渐成为民族的基本特征，则更多地是突出其
社会历史范畴的意义。
　　在人们社会性的历史发展中，“民族”这个共同体的边界日益含混。
以血缘而论，家庭或氏族能称为民族吗？
以地缘而论，一个村庄、一个城镇能支撑民族的生存吗？
民族是否又能直接等同于国家呢？
这样，社会性的多重含义，使“民族”这一概念得到了多种的表达。
任何一个给定的地理空间，在不同的时间跨度内会可能有不同的本地居民和新的移民。
当这些内部结构不同的群体共享同一个经济体系时，每个群体都会努力维持各自的政治和经济条件，
那些条件至少适合他们在接触前各自内部存在的社会制度。
这些相互交往的群体维持制度的条件可以不同，而且常常相互冲突。
在交往过程中，循环的症结必然会涉及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其核心就是资源控制。
　　有人提出，“资源交换可以认为是民族分层的动态层面”；在原则上，“民族群体的地位依赖于
他们和其他民族交换资源的数量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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