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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海南岛曾经属于广东省管辖，是黎族的主要居住地，此外还有壮族、回族等兄弟民族，再加上粤
北的瑶族和壮族、粤东的畲族，广东省曾经是少数民族大省。
为了培养和培训少数民族干部人才，1957年，“广东民族学院”在广州’应运而生。
后来由于极“左”的教育路线的指导，该学院搬到黎族的大本营——海南岛的五指山。
1977年，高考恢复了。
当时的广东民族学院的领导经过艰苦的努力，直到1981年才把广东民族学院又迁回广州。
这样雨里去风里来，折腾了1／4个世纪。
再后来，海南岛脱离广东，独立建省，广东变成了少数民族“小”省。
少数民族生源萎缩，使广东民族学院办学规模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1998年，为了满足广东社会经济发展对技能人才和职业教育师资的迫切需要，广东民族学院改名为“
广东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办学定位改为“面向职教，服务职教，引领职教”，并有了“为少数民族
地区培养人才的功能不变”的附加定位。
2002年，因为校名太像高职高专院校，与这所办学50多年、有20多年本科教育历史院校的身份严重不
符而去掉“职业”两字，成了“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就这样，从迁回广州到现在，又是1／4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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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50年代以前，珠江流域各族群的民间宗教活动较为活跃，一些汉族地区的宗族组织的活动也较
为频繁。
此后，民间的宗族、宗教活动受到限制，相继成立的互助组、合作社、生产队、村公所、村委会及村
党支部等政府领导下的群众性组织相继取代了传统的社会组织，成为当地主要的地方权力组织。
由于这些地方权力组织的成员实质上多由上级权力部门任命，因而这些人虽然对于当地人的社会生活
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总体而言，无论是个人威信还是这些组织的社会影响力并不比传统社会组织中的
村老、寨老更高。
这些状况在1980年代以后尤为明显。
我们对于广西凌云县一个背陇瑶村寨的调查表明，由于传统的生态观念受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
思想的严重冲击，当地的毁林事件屡屡发生。
然而，由于此时“寨主”的权力已被高度削弱，而村委会、村党支部对村民的约束力又不强，因而对
于此类行为只好听之任之，导致该村的树林严重被毁，水土流失日趋严重，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社区
的可持续发展面临重重困难。
我们认为，那些地方性的社会管理经验（如果果真存在的话），总与一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相适
应，因而这些经验对于当地社会秩序的维持往往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社会的转型并不仅仅体现为一种社会体制对另一种体制的简单替换，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地方性知识的现实性应用，似乎是一种必然的要求。
而当我们面对某一具体的社会事实之时，那种抽象意义上的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关系，也似乎并不像一
些人所想象的那样不可捉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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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秦汉时，相关史籍泛称中国南方的民族为“越族”，史称“北方胡，南方越”。
由于历史的发展和变化，至迟在汉朝初期，百越族已经逐渐形成几个较强盛而明显的部分，这些部分
都形成了当时该地的政治中心。
比如说闽越第一代君主无诸，东海第一代君主驺摇，以及南睵王赵佗，都曾经叱咤风云过一段不算短
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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