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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伴随民族学、社会学的发展与民族社会调查的深入，2o世纪8o年代民族社会学理论研究兴起，译介类 

成果陆续出版，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应用研究逐步深化，学术团体组建，学科刊物发行，我国民族社会学学科初步形 

成，学科地位已基本确立。但客观而言，目前在研究中仍面临许多挑战与问题，基础理论薄弱，专业研究队伍不足，学 

术研究的反思意识与规 范化程度较差 ，需要 在进 一步发展 中面对和解 决，井在综合创新 、优 化结构、从 实求知、培养 

人 才的基础上，推动学科规 范化、本土化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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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族社会调查到民族社会学学科理论研究的兴 

起与发展，中国民族社会学学科正朝着系统化、成熟化 

的方向发展。为此，回顾和梳理学科逐渐形成的历史脉 

络，研究和反思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并理性地认识其 

中存在的不足与挑战，对建设更加适应我国民族社会 

稳定与发展需要的民族社会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学科理论研究的兴起与学科地位的确立 

新中国成立前，伴随民族学、社会学的形成与发 

展，民族学家与社会学家开展跨学科的研究，在民族与 

民族社会调查方面取得 了一系列引人瞩 目的成绩。 

1940年，吴文藻先生在《社会学丛刊》征稿中最早提出 

了“民族社会学”概念。但概念的提出并不能表明自觉 

的学科理论研究的开始，而没有学科理论支撑的民族 

社会调查，只能局限于自在的学科研究水平。新中国成 

立后，由于种种原因，社会学被取消。在近30年的时问 

里，民族社会学理论的探索一直处于“空白”状态。值得 

庆幸的是，在这一时期，民族社会调查仍在进行，民族 

研究仍在继续。民族识别工作，尤其是大规模的民族社 

会调查，积累了丰富的民族社会历史资料，在深化对民 

族社会认识的同时，也为民族社会学发展及其学科化 

奠定了基础。 

中国民族社会学从 自在的民族社会调查发展到自 

觉的学科化建设始于2O世纪8O年代。在这一时期，随 

着社会学的恢复与发展，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 

的整理，以及更加深入的民族社会调查与研究的开展， 

民族社会学学科理论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民族社会 

学学科地位也因此逐步确立。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1．学科理论始受关注，相关探讨逐步深化。1982 

年费孝通先生在《中央民族学院学报》第2期发表《民 

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一文，最早从学科发展的视角提 

出了“民族社会学”概念，并倡导“把少数民族地区的社 

会调查研究作民族社会学”。从此，一些研究者也以民 

族社会学为议题，结合本土化经验提出了多元的阐释。 

至 20世纪80年代末，发表冠以民族社会学的论文有 

《论 民族社会学研究》[1]、《对 民族社会学的一些想 

法》 ]、《论 民族社会学的根本任务》 ]、《民族社 会 

学》[4]、《谈谈民族社会学的主要课题》[5]、《民族社会学 

的研究方法与课题》_6]、《浅谈民族社会学》L7]、《科学社 

会学、民族社会学、青年社会学、农村社会学介绍》L8 

等。中南民族学院科研处、湖北省民族社会学研究会 

1985年合编、内部印行的《民族社会学》(参考资料)对 

早期发表的相关论文进行了初步汇编。从总的方面看， 

2o世纪8O年代的研究偏重对基本概念、研究课题与方 

法等基本问题的初步探讨。 

进 入2O世纪90年代，学科理论研究逐步深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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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一批以本土经验研究为路径，构建中国民族社会 

学理论为取向的研究成果。其中，有马戎的《民族关系 

的社会学研究》[9]、《论中国的民族社会学研究》[1 ，张 

文 山的《关 于建立 中 国民族社 会学理论构架 的设 

想 》L1川，吕青的《试论民族社会学的研究课题》_1 、《试 

论民族社会学的研究方法》Ll ，郑凡的《论当代民族社 

会学的逻辑起点》，蔡家麒的《试论民族社会学的研究 

范畴》，以及刘敏的《我国民族社会学的发展现状及趋 

势》[1 ，孙红艳、孙秋云的《我国民族社会学内涵与方 

法述论》Ll5]等论文。更值得注意的是，2O世纪 90年代 

以来 ，该领域的研究者在吸收、提炼和发掘已有的相关 

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团队攻关，著作类成果明显增多。 

云南省社会学会于1991年出版了《民族社会学研究》 

(第一辑、第二辑)，江波、赵利生等著的《社会学的新视 

野》(1996年 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列“民族社 

会学”专篇讨论相关议题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云南 

大学出版社于1996年、1997年先后出版了贾春增主编 

的《民族社会学概论》、郑凡、刘薇琳、向跃平合著的《传 

统民族与现代民族国家—— 民族社会学论纲》。2003 

年至2007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了赵利生著《民族社会 

学》、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马戎著《民族社会学》、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郑杭生主编的《民族社会学 

概论》等著作。我国学者对民族社会学的学科体系与方 

法进行了综合探讨。 

2．译介类成果陆续出版，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我国 

的民族学、社会学作为独立的学科都是从国外引进的。 

我国民族社会学的形成与发展起步更晚，起点更低。因 

此，引入、评介 国外在民族社会学领域的相关研究成 

果，对增强学科的跨界交流，促进研究人员借鉴较为成 

熟的知识体系，建构本土化的民族社会学理论 ，更好地 

与国外学界展开积极的对话，使学科建设走向成熟十 

分重要。在这一领域最早被翻译进来的是前苏联阿鲁 

丘尼扬、 ·M·罗德比耶娃的《苏联民族社会学研究》 

(金火根译 ，刊于《民族译丛》1981年第 6期)。之后， 

1988年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了阿鲁秋尼扬等著、 

马尚鳌译的《民族社会学》。此书反应了苏联民族社会 

学理论与方法的进展与特色。马戎编著的《西方民族社 

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于 1997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它向国内学者较全面地介绍了当时西方民族社会 

学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为国内学者解读学科体系， 

提升学科研究能力，开展本土化的实践提供了新的研 

究视角。祖力亚提 ·司马义译、马丁．N．麦格著《族群 

社会学>>2007年由华夏 出版社出版，它比较系统地介 

绍了西方特别是美国民族社会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其 

理论与方法对我国民族社会学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 

值 这些译介的成果，尽管其知识背景、学术经验与我 

国有较大不同，但对培育学科基础，促进我国民族社会 

学的发展，尤其是学科化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3．研究队伍 日益扩大，学科点建设初步形成。伴随 

民族社会学学科理论与方法研究，以及田野调查的不 

断深入，学科知识体系不断被丰富，围绕民族社会学的 

学科建设与教学活动也因此逐步形成与扩大。2O世纪 

8O年代以来，一些民族院校与综合大学先后开设了民 

族社会学课程。马戎1988年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开设 

了“民族社会学”课程。此后“民族社会学”被列为北京 

大学社会学硕士和博士招生专业方向。现今，兰州大 

学、中央民族大学、云南大学、中南民族大学等也都陆 

续设置了民族社会学硕士点与博士点，中国人民大学 

与云南民族大学合办了民族社会学博士点。在中西部 

民族院校与一些综合大学 ，也都开设 了民族社会学硕 

士点或研究方向，以及部分本科课程。北京大学的民族 

社会学课程 2005年还获得教育部“国家精品课程”称 

号。这使得民族社会学知识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学科 

的发展在努力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同时，带来的是有相 

当数量的研究生进入民族社会学的研究队伍，他们将 

更加多元的知识体系带入本学科中来。一批青年学者 

的积极进入，大大加强了民族社会学学科队伍的整体 

实力，也为学科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4．应用研究逐步深化，关注领域不断拓展。民族社 

会学研究一直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巨大变迁，也同 

民族的发展、国家的稳定、世界的和谐相联系。为此，民 

族社会学研究者的目光一直没有偏离应用与对策研 

究。这些研究体现了民族社会学研究者的社会使命感 

和学术研究的社会价值。随着民族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研究的深化，应用研究的领域也在不断地拓展，研究水 

平也有较大的提升。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化、城市 

化、全球化的冲击，民族社会转型加快，民族关系发生 

了新的变化，民族地区面临一系列复杂而重要的问题， 

民族社会学研究变得更加重要。在这样的背景下 ，民族 

关系、民族地区稳定与发展、民族地区城市化、民族社 

区建设、民族社会问题、民族社会分层与流动、民族社 

会工作等领域和议题都受到了民族社会学界的广泛关 

注，冠以“民族社会学视野下的某某研究”的研究成果 

明显增多。这也反映出民族社会学在相关研究者和学 

界中学科意识与学科地位的增强。尤其是“九五”以来， 

民族社会学作为社会学重要的分支学科受到了极大的 

关注，在学科回顾与规划中民族社会学被放置在越来 

越重要的位置。这既是学科地位提升的体现，也反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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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对本学科需求的扩大。在这样的互构关系中，对民 

族社会学学科的规范化与良性发展亦有十分积极的意 

义。与应用研究相伴随，民族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也得到 

了长足发展。研究者不再局限于关注具体方法的使用， 

而是扩展到关注研究取向、价值观、研究视阈的融合、 

研究关系等，更加科学、规范和系统地运用质性、定量， 

以及质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不同领域的社会现象 

开展有针对性的调研。 

5．组建学术团体，发行学科刊物。在教学、科研发 

展的基础上，为了倡导民族社会学，扩大学科影响力， 

吸引学术人才，1995年由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 

所发起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国社会学会民族社会学研 

究会”，并创办起了会刊《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这在 

凝聚、壮大民族社会学力量的同时，也为全国从事民族 

社会学教学和研究的工作者提供了交流的平台。一些 

西部省区的社会学会、民族学会也开始意识到民族社 

会学对整合科研资源、促进学科发展的重要性，越来越 

重视民族社会学及相关议题的研讨 ，促进了区域间的 

学术交流与学科的发展，民族社会学研究机构也逐步 

建立起来。对于学科发展来说，学术团体与研究机构的 

形成是学科地位初步确立的重要标志。 

从田野调查、翻译引进到学术研究，从人才培养、 

课程建设到学术团体、研究机构与刊物的建立与印行 ， 

中国民族社会学学科建设与研究翻开了新的一页，民 

族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 已经逐渐确立 

起来。 

二、学科发展中面临的挑战与问题 

到目前为止，中国民族社会学研究已经迈出了可 

喜的一步，学科地位已基本确立。但客观而言，目前在 

学科研究中仍面临着许多问题。 

1．基础理论薄弱。虽然目前出版的相关论著有所 

增多，国外的理论亦有了一定介绍，但学科的理论框架 

与概念体系至今仍在探索之中。首先，国外民族社会学 

学科的社会基础与中国的具体情况大不相同，这必然 

制约其理论体系在中国的描述力与解释力。其次，为了 

扩大中国民族社会学在世界的影响力，必须将中国的 

经验纳入到学科知识体系中去，基于本土知识的理论 

建构就变得尤为重要。从目前出版的几本概论性著作 

来看，对学科基本内容与体系亦众说纷纭，甚至在一些 

基本问题上也都是各说各话。这些都较为明显地反映 

出，民族社会学的研究者还缺少理论的提升能力，尤其 

是将经验研究转化为理论建构的能力。现行的一些著 

作呈现出民族学、社会学研究视角与理论两张皮、结合 

不够的问题。因此，对学科性质、对象、地位、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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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基本问题的深化研究势在必行。 

2．学术研究规范化程度较差。由于基本理论与方 

法的歧见，导致民族社会学学术研究的规范化程度较 

差，甚至随便什么研究都可冠以民族社会学的名称，随 

便什么人一夜之间便可能成为民族社会学的研究者。 

这一现象，表面上呈现出学科的繁荣，其背后实则暴露 

出学术研究低水平循环的“泡沫化 倾向。中国民族社 

会学能够，也希望对世界学术做出贡献就需要发现中 

国民族社会学不同于他人的特征 ，并有意识地加以提 

炼，走向理论与实践 自觉。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就要 

逐渐形成自己的学科传统与规范，这既是 目前紧迫的 

任务，也是实现中国民族社会学与世界对话的基础。 

3．专门研究人员缺乏。伴随学科点的增多，民族社 

会学的教学与科研队伍不断扩大，这是近年来可喜的 

变化。目前，尽管在一些高校开设了民族社会学硕士、 

博士点，或在相关专业研究生教学中开设了民族社会 

学课程，这无疑为民族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积极的途 

径。但是，我们也应看到，目前的学术界真正长期从事 

民族社会学的研究者极少，多数学者只是在其他研究 

领域之外，兼及民族社会学，队伍的专业化明显不够， 

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只是把民族社会学作为研究的一 

个方面，甚至是一时的落脚之地。因此，投入精力十分 

有限，研究的深化 自然受到限制。这对一门学科的发展 

和社会政策的完善都是极为不利的，促进民族社会学 

的发展需要更专业的教学与研究。一些学校的师资相 

当欠缺，从而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民族社 

会学知识的传授。 

4．社会影响和学术交流不足。民族社会学虽然有 

了自己的学术团体与刊物，但专业性学术交流仍十分 

有限，刊物仅供内部交流，学科知识的普及还远远不 

够，更不要说学科的社会影响力了。另外，研究人员间 

的学术交流也远远不够，学会活动十分有限，更没能在 

社会学或民族学年会上开办专题论坛，这样，学科的专 

业影响十分有限。 

三、学科发展的若干思考 

我们看到，一方面伴随改革与发展，民族社会转型 

的深化，民族地区面临一系列复杂而敏感的社会问题，加 

之民族分裂主义、国际恐怖主义与极端宗教势力的影响 

与渗透，民族地区稳定与发展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重要问 

题，急需社会学从实证与系统的角度予以深入研究，以促 

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另一方面，民族 

社会学学科尚不成熟，描述力与解释力有限，距离实践的 

需要有较大差距。如何立足实践，反思不足，促进学科发 

展，成为目前我们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为此，笔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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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以下几点十分重要。 

1．综合创新，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社会学理论。 

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多民族国家，传统上处理民 

族与民族关系的理论与方法有其自身独特的一面。新中 

国成立以后，民族工作实践也极富特色。这些多元的民族 

理论与实践，既是民族社会学发展的丰富营养，也是理论 

创新的前提。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在努力实践的基础 

上，综合创新，产生能回应良性社会发展需要的民族社会 

学理论体系，形成中国特色的民族社会学理论。另外，社 

会学、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有各自特长，作为民族社会学 

的理论与方法，不应该是二者的杂凑，而必须将它们有机 

地结合起来，形成民族社会学理论与方法，这一点也非常 

重要，也是目前研究中相对被忽视的问题。 

2．优化结构，形成规范的学科体系。民族社会学应 

该研究哪些问题与现象，这些现象之间关系如何，民族社 

会学的研究视角与基本逻辑结构如何，这是作为一门学 

科发展必须解决而现在仍未解决好的问题。这一点，在目 

前已经出版的教科书与学科理论著作中就有明显的反 

映。对此，需要从民族学、社会学与民族社会学的关系与 

研究对象人手，逐步廓清学科界限，进而探讨民族与民族 

社会基本关系，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社会学学科结 

构，确定其在整个社会科学体系中的位置与性质。同时， 

推动学术研究和教育的规范化。在理论自觉的前提下，实 

现民族社会学研究成果 、相关教科书的编写，以及教授 

方式上的规范化。 

3．培养人才，形成富有专业特色的学科梯队。中国 

社会的发展越来越证明，社会和谐与稳定离不开各民族 

的团结。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不断完善民族政策的研究 

和制定水平。这样，民族社会学作为社会政策制定的重要 

支持力量，就需要培养大批的研究者来从事这一工作。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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