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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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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五六十年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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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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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的影响，所以与我国一些传统的老学科相比，中国的民族学在专业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方面
，都是一个比较年轻、比较薄弱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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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关系　4．开发人类学的开发理论简述　5．中国疆域问题与中国边疆学理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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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族学考察　15．生态移民与环境正义——以内蒙古鄂托克旗为例　16．从社会学角度探讨现代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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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简论中国的多元文化与和谐社会　　张海洋　　和谐社会是人类恒久的需求和理想。
今天，中国共产党正在把它变成一个执政大党的实践纲领、一个泱泱大国的发展目标和一个多民族统
一国家的社会哲学。
和谐社会蕴含了、“中和位育”、“仁民爱物”、“协和万邦”、“天下为公”、“天人合一”、“
居安思危”、“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等内涵，是
中国文化自性(identity)的完整呈现。
2005年下半年，胡锦涛同志又分别在联合国大会、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等场合提出创建“持久和平、
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及“国际和谐社会”，从而使这一理念的内涵不断丰富。
　　胡锦涛同志2005年2月19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研讨班上的讲话和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课题
组的相关研究报告，是中国阐释和谐社会理念的两份权威文件。
前者从规范角度论述和谐社会建设的目标、可行性和必要性。
后者从实证角度论证和谐社会建设的迫切性和当务之急。
①两者共同构成当前中国阐释和谐社会理念的主导框架。
②　　对这个框架，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郝时远教授曾撰写长文，对社会横向分类暨
多元民族文化和谐进行阐释。
①但迄今为止，各界对郝文提出的“民族文化及民族关系和谐”的命题仍缺乏足够关注。
　　中国是多民族统一国家。
多元民族文化始终是中国人认同的源泉和立国之本。
在举世关注文化多样性和迈向开放社会的今天，多元民族文化还是中国积累道德资源，凝聚软实
力(soft power)，推动观念更新和制度创新，化解能源和市场压力，避开拉美陷阱，实现和平发展的社
会资本。
②因此，它不仅是和谐社会理念的重要支柱，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必要内容。
　　在这种视野下，中国的和谐社会理念呈现为一个金字塔形的架构：它的基础是科技创新、市场经
济、民主法制和国民教育。
它的顶端目标是人类与自然全面和谐，即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它的支柱有四：一是社会的纵向分层和谐，二是文化的横向分类和谐，三是国际关系的和谐，四是古
今人神和谐。
　　本文认为，今日中国的纵向分层和谐及其方案已有社会共识(后详)，国际关系和谐最终取决于国
际政治实体的实力和善意。
相比之下，中国自身的多元民族文化和谐及今人实践与古人传统的和谐就成了当前中国和谐社会建设
中最值得政界学界共同关注的内容。
本文专门讨论多元民族文化和谐的内涵和必要性。
但笔者认为　　古今人神和谐也值得今后撰写专文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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