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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先生:民族学发展的指路人 

期刊:西北民族研究 

作者:杨圣敏 

  

  在费孝通先生逝世一周年的纪念会上, 香港中文大学金耀基教授回顾费老的贡献

时,曾很感慨地说: “中国社会学何幸而有费孝通。”今天, 回顾费老与民族学的关

系, 我们也要说, 中国民族学何幸而有费孝通。因为近几十年来, 在我国民族学的学科

发展之路上,费孝通先生始终是一位旗手、一位舵手、一位指路人。 

早在上个世纪30 年代, 费孝通先生第一次深入社会调查, 就从少数民族的研究入

手,1935 年他就出版了民族学研究的著作《花篮瑶社会组织》。自那以后, 中国各少数

民族就成了他研究的重点。1951 年费老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以后, 他在民族学院工

作生活了近三十年之久, 直至病逝, 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命运和发展一直是他时刻关注的

焦点。他在90高龄时曾说: “我算得上是一名老民族工作者, 建国后一段时间还有幸参

与民族工作一些大的活动, 在这以后, 民族研究一直是下功夫下得最多的学术领

域。”  

民族学与社会学都是20 世纪以后自西方传来的。为了将这些西方产生的理论和方

法应用于中国社会和民族的研究, 早在20 世纪30 年代, 费孝通先生的老师吴文藻先生

就提出了将这几个学科“中国化”的任务。他说: 必须建立“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的

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 使这些传自西方的人文科学“彻底中国化”。吴文藻先生还

提出了这三个相近学科相结合的主张。自那以后的七十多年来, 在本土的研究中实现

“中国化”,并且将三个学科的理论方法相结合, 就成了中国学者努力奋斗探索的目

标。 

但是, 如何实现中国化, 学者们往往有不同的主张。在七十多年的奋斗和探索

中, 费孝通先生像一位旗手, 一直走在学科发展的前沿。他毕生致力于认识中国和改造

中国。如果我们简单浏览一下费孝通先生一生的大事年表, 那么就会发现, 自20 世纪

30 年代至2005 年病逝的近七十年中, 他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对中国基层社会特

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实地调查上。如: 30 年代的广西大瑶山, 40 年代到云南三

村, 50 年代初, 他作为中央民族访问团的副团长赴贵州、广西等少数民族地区调

查, 又先后赴内蒙古、福建等地调查。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 他开始了第二次学术生

命, 又先后赴新疆、宁夏、贵州、甘肃、青海、内蒙古、广西、陕西等少数民族地区调

查, “行行重行行”, 没有一年停顿。他两次访问云南三村, 两次访问呼伦贝尔鄂伦

春、鄂温克聚居区, 三访赤峰和温州, 五访大瑶山, 七访定西, 二十几次访问江村。 

七十多年来, 他就是通过对中国社会这种广泛而深入的实地调查来认识社会, 追踪

社会的发展动向。同时, 他用自己的行动, 为民族学界和社会学界作出了榜样。他告诉

我们, 真知来源于实地调查, 没有对中国社会的深入调查而空谈民族学与社会学的理

论, 是没有意义的, 也不可能实现这两个学科的中国化。 

通过深入的社会调查, 费先生发表了大量对中国社会, 特别是对中国少数民族研究

的成果, 并就小城镇问题、人口较少民族问题、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等方面提出具有

指导意义的理论。他的研究, 不仅在中国和国际学术界卓有影响, 特别重要的是还对中

国社会和各民族的发展都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费孝通先生用这些行动告诉我们, 从事学术研究, 要不拘一格, 不闭门造车, 要重

实地调查。他的研究, 从来不局限于某一学科的理论或方法。他认为, 从事研究的最高

目的, 是为国家、为社会、为少数民族的发展服务, 在这些研究中, 无论社会学、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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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还是民族学, 都只是一种工具。他说: “我们研究各民族的社会历史的目的是在帮助

各民族发展起来, 而在研究过程中我们需要比较社会学的知识和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理

论作为我们分析具体社会的工具, 这就是说, 我们的理论是和实际相结合的。我们并不

是为了解而了解, 为提出一些理论而去研究, 我们是为了实际的目的, 为了少数民族进

行社会改革提 

供科学的事实根据和符合少数民族利益的意见。” 也就是说, 费先生认为, 我们从事

学术研究的最高目的, 不是学科的理论、学科的发展, 而是应用, 是认识社会、服务社

会、改造社会。 

这就是费孝通先生所主张的民族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中国本土化。正是出于这样

的目标, 他一直有宽广的胸襟, 反对搞小圈子。他说: “要开创一个新的学风, 实事求

是、互相学习的学风, 不搞门户之见。”他说这三个学科是一个集团, 三科并立, 可以

各有重点, 又互相交叉。在国际学术界, 费孝通先生被公认是一位卓越的社会学家、人

类学家和民族学家。他的数十部专著, 已成为这几个学科永恒的财富。台湾世新大学乔

健教授最近撰文称, 费孝通先生是国际人类学、社会学或者综合地来说是文化理论的世

界级大师之一。他认为这样的大师共有12 位, 包括马林诺夫斯基、拉德克利夫·布

朗、列维—斯特劳斯、玛格丽特米德、本尼迪克特、萨林斯等人, 其中华人学者有两

位, 除了费孝通之外, 还有一位是在美国的许 光先生。他认为费孝通先生创建了民族

学、社会学的新学派——历史功能学派。① 其实, 十几年前, 学界对费孝通先生的评

价曾经纷纷扰扰, 不尽相同, 主要的争议是他到底是社会学家还是民族学家, 是学者还

是政治人物。今天, 当费先生已进入了永恒的历史, 我们可以在其身后来观察他的时

候, 我们会发现, 他本人其实比所有这些评论者站得更高。他毕生孜孜以求的最高目标

其实并不是学术的成就, 而是以自己的一技之长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服务。 

几十年来, 中国民族学界沿着费孝通先生指引的这条道路前进, 在认识社会、服务

社会和改造社会的道路上取得了很多可喜的进步。2004 年10 月21 日, 胡锦涛总书记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学习会上的讲话中提出, 全党都要学习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的知

识。这代表了国家和社会对我们的这几个学科几十年来研究成果的肯定。 

让我们继承费孝通先生服务国家、服务社会的传统, 继续沿着费孝通先生指引的学

科发展之路, 为国家、社会, 为少数民族的发展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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