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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前身是建立于1952年的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
在五六十年代，研究部曾汇聚了中国大部分民族学与社会学的顶尖人才，如中国民族学与社会学的开
拓者潘光旦、吴文藻、杨成志、吴泽霖、费孝通、林耀华和李有义等人，以及他们的学生陈永龄、宋
蜀华、施联朱、王辅仁、吴恒和王晓义等著名学者。
　　20世纪80年代初，研究部更名为民族研究所，不久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民族学系，20世纪90年代
扩大为民族学研究院，2000年更名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半个世纪以来，名称和建制的变化，并没有影响她致力于民族学教学与研究的宗旨，经过几代人的努
力，从该院毕业的民族学专业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已遍布全国各地，多为栋梁之材。
同时出版了大量在国内影响巨大的专著和教材。
如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等人的文集，林耀华主编的《民族学通论》、宋蜀华的《民族研究文集》
、陈永龄的《中国民族学史》(英文版)，还出版了全所历年研究成果的论集《民族研究论文集
》(1981-1993年，共九册)。
这些出版物的共同特点是，以实地调查的材料为基础，以中国的56个民族为主要研究对象。
几十年来，这已成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几代人的学术传统。
　　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毕竟是一个自西方传来的学科，在中国发展历史较短，几十年来又多次受政
治运动的干扰，所以与我国一些传统的老学科相比，中国的民族学无论在专业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成
果方面，都是一个比较年轻、比较薄弱的学科。
因此，今后本学科的重点是加强民族学专业的基础理论和方法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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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历史上，西部历来是一个民族关系敏感的地区。
当前，我国政府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必将有力地推动西部经济的发展和各民族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这对于缓解和解决西部民族关系中的矛盾，是十分有利的。
《回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民族关系研究》是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十五”“211工程”建设项目
之一，重点在于调查西部地区民族关系的历史和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将集中对其中的焦点问题
进行深入的分析，提出初步的解决方案或建议，为民族工作部门制定政策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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