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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中国特色民族学、现代民族学发展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
班”通知  

作者：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 发表时间：2013-01-23 浏览次数：657  

 

一， 指导思想： 

在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引下，认真学习研讨中国特色民族学、现代民族学发展

回顾与展望，推进中国特色民族学、现代民族学改革与完善，更好为实现各民族发展繁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成现代化强国、建设美丽的中国和世界服务。 

 

二， 研讨主要内容： 

﹙一﹚ 中国特色民族学、现代民族学发展的回顾 

1， 民族理论、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西方民族学和人类学各学派促进中国特色民族学、现代民族学逐步建立发展研究。 

2， 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政府领导下各高校、科研机构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教学和科研实践；共产党领导下解决民族问题进行教学科研实践，对促进中国特色民族

学、现代民族学建立和发展的作用的研究。 

3，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族识别、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五套丛书编写出版对促进中国特色民族学、现代民族学发展的研究。 

4， 中国首届民族学研讨会、出版《民族学研究》第1辑、前苏联民族学家的评价，对促进中国特色民族学、现代民族学发展作用的研究。 

5， 1993年7月，在全国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把民族学列为一级学科，包括众多的二、三级分支学科，对促进中国特色民族学、现代民

族学学科体系形成的研究。 

6， 教育部于近几年规定新建立的民族学博士点，必须是一级民族学学科，对促进中国特色民族学、现代民族学学科体系形成的研究。 

7， 《现代民族学》一书出版、《现代民族学理论》和《当代民族学理论》课程教学实践与体会，对促进中国特色民族学、现代民族学发展作用的研究。 

8， 其他。 

（二） 中国特色民族学、现代民族学发展趋势与展望 

1， 现代民族学研究能更好地为我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我国和世界各民族团结进步、过上现代化生活和生态文明社会生活服务。 

2， 民族学研究重视基础知识研究、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开发性研究；现代民族学研究能更好地做到产学研相结合，培养高质量的应用民族学人才。 

3， 现代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普及中国，走向世界。 

 

三， 研讨、学习、参考资料： 

1，《•学术动态•首届全国民族学学术讨论会在贵阳举行》 ，载《民族学研究》第1辑   1981年8月民族出版社出版。 

2,  林耀华：《什么是民族学》，载《民族团结》1982年第1期。 

3,  杨  堃：《周总理关怀民族学研究》，载《民族团结》1982年第2期。 

4， 费孝通：《为什么要开展民族学研究》，载《民族团结》1982年第3期。 

5，  吴文藻：《现代西方民族学发展趋势》，载《民族团结》1982年第4期。 

6，  马学良   戴庆厦：《论“语言民族学”》，载《民族学研究》第1辑1981年8月民族出版社出版。 

7，  周光大：《建立和发展中国式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几个问题》，载《民族学研究》第1辑1981年8月民族出版社出版。 

8，  M•B•克留科夫：《评中国学者论民族学研究的对象》，载《苏联民族学》1983年第5期。 

9，  M•B•克留科夫：《中国学者论民族理论问题》，载《苏联民族学》1984年第6期。 

10，  周光大：《发挥优势  培养更多的应用民族学人才》，载《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 

11，  周光大  瞿明安主编：《现代民族学》，   2009年2月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12，  周光大著：《民族学概论》，1992年7月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13，  周光大主编：《壮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1998年2月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14，   周光大：《发展现代民族学   促进民族和谐》，载《民族论坛》 2012年2期。 

15,   杨圣敏：《人类学民族学中国学派的道路、历史脚步与当前任 

务》，中国人类学民族学2012年年会主旨发言。 

16,    吴国富：《〈现代民族学理论〉课程的教学实践与体会》，载《全国高校民族学人类学教学经验交流会论文集》2012。11。 

 

四， 中国特色民族学、现代民族学发展回顾与展望的民族学实地考察 

1、 赴广西东兴市万尾和东兴市重点考察民族学研究从注重生 

活习俗的研究转向经济生活、经济结构、经济形态、社会性质研究为重点，并深入考察改革开放、民族旅游和滨海旅游、边境贸易、民族文化与经济互动、建立跨国民

族经济区、京族生态博物馆建设、京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海洋文化与海洋生态文化研究等发展与研究。时间三天。 

 



2，   赴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重点考察自治县成立60多年来的成就、民族权利的实现以及与政治民主化的关系；苗族、汉族、壮族、瑶族、侗族等世居民族关系的变

化、民族问题内涵的变化；苗族历史与文化、苗族历史的特点；苗族的社会组织、生活习俗；经济生活、林业经济；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民族文化

旅游、民族文化产业开发；苗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苗族博物馆。时间三天。 

3，赴广西大新县重点考察壮族历史与文化、土司制与改土归流； 

壮族地区的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边境山区生态文明建设、社会建设，壮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生态旅游、民族文化旅游、跨国民族景区旅游；壮族认

同、中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关系，中越“两廊一圈”建设，中国—东盟经济区建设。时间三天。 

 

五， 研讨方法和时间具体安排 

（一） 研讨方法：边学习、边讨论、边调查研究、边出成果。 

（二） 时间具体安排（6月7日——6月21日） 

第一阶段：三天                                             

1，开幕式：  

2，主旨发言： 

3、分组学习研讨 

4， 分组和个人准备调研 

第二阶段：赴三个点调查研究：九天 

第三阶段：三天。撰文、交流、研讨、总结、通过《南宁共识》。 

（三）报到地点：相思湖大酒店 

 

六， 参加研讨会成员： 

五、六十人；自愿报名参加。 

凡自愿参加研讨班者，请向樊常宝（邮箱：fchbao@163.com  电话：13878816305）、郝国强（邮箱：38064358@QQ.COM   电话：13737141114）报

名；接到正式通知后报到。 

 

七， 组织领导成员： 

由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主办；广西民族大学承办；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现代民族学专业委员会、广西民族发展研究会协办；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现代民族

学专业委员会负责策划。 

 

八， 经费问题： 

参加研讨班的人员，往返交通费和住宿费由本人或所在单位负责。 

 

 
中国特色民族学、现代民族学发展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班筹备组

2013年1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