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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学研究已经经历了四、五代人的历程。我们的前辈作了大量的民族调查，积累了丰富的民族学资料，出版了一大批具有相当水平

的民族学著作，建立了专业比较齐全的科研和教学机构，成立了不少民族学学术团体。这些都为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民族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但时代在发展，再过5年，就进入21世纪了，如何面向21世纪，21世纪的中国民族学应该怎样发展，这是我们现在就必须思考的问题。本文就今

后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问题谈一些意见，就教于民族学界的师长和同仁。 

 

一、关于研究方向问题 

 

中国民族学研究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不断调整研究方向，才能与社会相适应，才会具有生命力。现在我们国家正处于大变革的时期，

我们如何适应形势的发展，如何调整今后的研究方向，是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我认为，今后的研究方向应注意如下四个方面： 

（一）单一型——综合型 从研究对象来看，民族学研究主要有单一型研究和综合型研究两种。所谓单一型研究，即以一个民族为研究对

象；所谓综合型研究，即以多民族为对象进行综合研究。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民族学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全面的民族社会大调查，撰写各民族简

史简志，为党和国家制定民族政策提供依据。所以从50年代到80年代初，我们国家的民族学者大多数是各自以一个民族为研究对象。现在，简史

简志丛书已经出齐，研究对象和方向应该有所改变。从民族学的总的研究方向来看，应该朝着综合型转变。因为各个民族之间，尤其是同一地区

的各民族之间，无论是在社会、经济、宗教和文化等方面都存在着许多共性。所以今后应该多搞综合性研究。综合研究又可分为几个类型，一是

全国各民族的综合研究；二是某个地区内的各民族的综合研究；三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综合研究；四是国内民族和国外民族的综合研究。不过，

进行综合研究，最好是小题大作，不要大题小做，应该一个专题一个专题去做。 

当然，并不是说今后不再进行单一型研究。单一型研究在今后的研究中仍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许多问题都离不开单一型研究。运用新的方

法，深入分析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很有必要的，调查研究一个民族甚至一个村镇的社会经济现状和发展问题也十分重要。但今后的单一型研究

应与以往的单一型研究有所不同，在研究课题和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应加以调整。 

关于汉民族研究问题，1991年在吉林延吉市召开的“中国民族学学科建设研讨会”上，不少学者提出要把汉民族研究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费

孝通教授也在会议上指出，应该把汉民族作为民族学的研究对象。1993年10月在四川乐山市举行的中国民族学学会第五届学术讨论会上，陈国

强教授等也再次呼吁要加强汉民族研究。但是，时至今日，从事民族学研究的科研人员专门去研究汉族的好象还没有。从目前来看，由于人力和

知识面的限制，完全脱离少数民族研究而去从事汉族研究不太现实。比较好的方式是少数民族和汉族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它有不少优点：第一，

有比较，有分析，可以使研究资料更加丰富，内容更加充实。第二，汉族和国内许多少数民族在族源上有共同的渊源，古籍中记载的许多文化现

象仍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保留，古今比较，有利于研究文化变迁规律。第三，可以平衡民族感情。当研究某一种古老的民族风俗时，以汉族的

资料进行比较，说明汉族也曾存在过这种古老的习俗，使人们认识到这种古老习俗是历史的遗留，是与本民族过去的社会相适应的，从而不会产

生抵触对抗情绪。 

（二）描述型——解释型——应用型 从研究目的来看，民族学研究可分为三种类型：描述型、解释型和应用型。描述型研究主要是回答

“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以资料为主，客观介绍、描述某个民族、某种文化的基本状态；解释型研究主要是回答“为什么”的问题，也就是以

分析、探讨的方式，说明各种文化现象产生、发展、变迁的规律和原因及其功能等，或者以充分的证据来论证、解释自己新的观点或新的理论模

式；应用型研究主要是回答“怎么办”的问题，即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对存在或已发生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或对可能发生的问题

提出防范措施。三种形式的研究没有高低之分，各有千秋。在五六十年代，党和国家对整个民族情况不熟悉，学术界的了解也不全面，因此，资

料的收集和描述性的研究在当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现在，新资料的收集、整理和介绍仍然具有很高的价值，但是，如果没有新资料，只是重

复别人的描述，那就毫无意义了。目前，我国各民族的基本情况已经比较清楚，除了现状调查并进行描述之外，我们应该进行更多的解释型研



究。几十年来，老一代的民族学家收集了大量的民族学资料，并进行了有相当水平的学术研究，这就为多层次、多角度的解释型研究提供了前

提。我们这一代人一方面要继续收集新材料，继续进行描述性的研究；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加强学术研究，由资料形态向学术形态

转化，努力解释各种文化现象产生和长期保留的原因，探讨事物的规律性和深层的、本质的东西。 

另外，在加强解释型研究的同时，要高度重视应用型研究。应用研究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有不断加强的趋势。回顾

我国的民族学研究，虽然进行了不少应用性研究，但总的来说，描述型的纯粹的解释型研究较多。即使是应用性的研究也大多是就事论事，没有

从理论上作深入的阐释。我们的研究不仅要由资料形态向学术形态转化，而且还要由学术形态向应用形态转化，充分显示学术研究的社会价值，

实现其社会功能。我们面临的是文化大转型的时代，各种问题错综复杂，许多问题等待着我们去研究。我们应该有社会责任感，我们在进行各种

学术研究中，应该考虑它的社会效果。我们应该逐步改变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应多作为应用而进行的学术研究。应在扎实的理论研究的基础

上，为决策部门提供高层次的建设性意见。 

（三）历史型——现代型——未来型 从研究对象的时间来划分，民族学研究又可分为历史型、现代型和未来型研究三种。历史型研究是研

究历史上的民族及其文化，现代型研究是研究现代民族及其文化，未来型研究是研究未来民族及其文化。目前，我国民族学界有历史型研究，也

有现代型研究，同时还有历史型和现代型相结合的研究，就是还没有发现未来型研究。历史型和现代型研究可说是横向研究，历史型和现代型相

结合的研究是纵向研究。我们今后的研究，一是要进行未来型研究，二是要加强二种或三种形式相结合的纵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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