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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刊词(前言) 林超民 云南大学的民族学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的30年代。1935年，历史学家、

民族学家方国瑜参加中英会勘滇缅边界南段未定界，周历傣族、拉祜族、佤族聚居地区，次年回

到昆明执教于云南大学。他依据在滇西调查的资料写成《滇西区考察记》、《旅边杂著》和《界

务交涉记》等著作，开创了云南大学的民族学研究与教学工作。1938年秋，吴文藻在云南大学

建立社会学系。1939年，在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下，吴文藻代表燕京大学在云南大学建立云南

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1940年费孝通接任站长。1938年方国瑜在云南大学建

立西南文化研究室，发行《西南边疆》杂志，出版“西南文化研究丛书”11种。民族学研究在云

南蔚然勃兴；一批民族学人才成长起来。 20世纪50年代，云南大学的师生参加规模浩大的少数

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积累了大量珍贵资料，培养了新一代的民族学工作者。在方国瑜的领导

下中国民族史的研究与人才培养取得显著成绩。 80年代以来，云南大学的民族学发展较为迅

速。1985年中国民族史专业确立为云南省重点学科，1987年经国家教委批准，成立人类学专

业，1976年民族学确立为国家“211工程”重点学科。 多少年来，云南大学几代民族学研究与

教学的工作者，盼望能有一个发表民族学研究成果的园地，推动民族学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

在大家的努力下，《民族学通报》第一辑终于问世了。这是云南大学“211工程”民族学学科建

设的重要成果之一。 在新世纪到来之时刊行的《民族学通报》，其主要宗旨就在于推动中国民

族学的创新：创立新理论，提出新观点，开辟新领域，探索新方法，建立新概念，寻求新资料，

研究新规律。创新是学术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是学科发展、学术进步的原动力。20世纪是

民族学从国外引进、传播与曲折发展的100年。100年来，民族学工作者在民族调查、学科建

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出版了一大批具有相当水平的调查报告和学

术著作，为中国民族学的创立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应该看到，在民族学的研究方面，

引进、学习的成绩不少，开拓、创新的成果不多。我们希望在新世纪中，《民族学通报》能为民

族学的创新与发展竭尽绵薄之力。 由于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是舶来品，因而其理论与方法与它

所依托并需要诠释的中国本土的社会与文化或多或少有些脱节。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

前，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具有独立品格的民族学研究与学科建设走过弯路，受到挫折，不少优

秀的专家学者失去了工作条件。庆幸的是，随着“文化革命”浩劫的结束和思想解放的大潮汹涌

滚动，民族学的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在深刻总结几十年正反两面的经验之后，大多

数学者已比较牢固地确立了这样的观念：民族学研究必须坚持学术规范化、本土化、全球化。学

者们的思想日趋活跃，视野不断开阔，民族学研究呈现出空前良好的局面。在此基础上的民族学

研究明显超越了80年代以前的水平。 民族学是一门专业化的学科，具有本身的历史传统、知识

体系、理论构架和研究方法。民族学主要考察每一种文化的特点、模式、变迁；探讨每一种文化

和异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深入研究各种文化现象所体现的文化本质。民族学研究对象的独特性

使它的解释社会现象的理论与方法有别于其他学科。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都有长远

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但是我国的民族学研究不能说与我们国家多民族的实情与社会要求没有差

距。近20年间，对民族学专门化知识的内涵和特质，已有不少学者进行了深入研究，发表了一批

有独到见解的论说，对域外著述的引进也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但是还不能说我们已建构了科学

的适应中国社会发展要求的学科体系。民族学是一个有其学术规范的专门学科，它甚至是一个不

容易很快为多数人速成掌握的知识体系。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需要花大力气在民族学的

研究与人才培养上努力追求学科内部的专业化建构，务必要不遗余力地维护民族学自身的特性、

规范与规律。《民族学通报》将以此为办刊的基本原则，为民族学的学科建设、知识积累、人才

培养、学述创新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相互切磋、相互学习的园地。 对已出版或发表的科学研究

成果进行实事求是、公开、平等、宽容的评论，是推进学术研究的重要途径。营造一个公开、平

等、宽容的学术评论规范与和谐友好的对话气氛，对于提高研究水平和质量至关重要。由于我们

的编辑的能力、水平、时间的限制，我们发表的论文不可能都是质量好、水平高的。已出版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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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论著，无论水平高低，都需要专家和读者的评论。学术评论有助于提高我们编辑录用论文的水

平；并由此推动好作品的产生；同时也有利于促进学术研究的深化。因此，《民族学通报》将把

健康、有益的学术评论作为重要内容之一加以充分重视。 就像当年传播民族学的先贤无法预料

民族学后来发展的历史一样，我们也很难完全预料21世纪民族学如何发展，但我们可以毫不犹疑

地说，对各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深入研究与系统阐释，将是民族学永恒的主题，并成为民族学发展

的一个不间断动力和灵感的源泉。《民族学通报》愿为民族学在21世纪的发展做出努力。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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