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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造成维吾尔族青年知识分子在现代化水平方面出现许多矛盾的现象与我国社会正处于激

烈改革中有关，改革所导致的社会转型在新疆要比沿海、内地稍微滞后一些，因此，当今维吾尔

族青年知识分子的心态与前几年内地广大青年学子中盛行的浮躁心态颇有相似之处。处于社会转

型期的青年知识分子在行为、思维上出现矛盾是不足为奇的。 

    4、形成维吾尔族青年知识分子在言行、行为与思维方面大量的矛盾现象，还有他们自身的

特殊地位问题在起作用。 

    一方面，维吾尔族青年知识分子作为本民族的精英成分，肩负着引导本民族走向现代化的沉

重历史负担，对于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他们不能不进行深刻的反思，许多传统的东西在现代化过

程中都要被抛弃。但是，另一方面，维吾尔族青年知识分子还面临一个对汉族青年知识分子来说

不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现代化就必然意味着对主体汉族文化的大量接受，这样，他们的边缘身

份就面临一个颇为尴尬的角色认同：传统与本民族文化；现代性与汉民族文化。在这个难堪局面

面前，他们必须做出选择，虽然实际上现代化并不等于汉化，但要实现现代化必须通过汉语、汉

字这个媒介，而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承受汉文化的巨大影响。例如，指标 10 对孩子职业

的选择上，对干部的比较钟情就不能排除汉文化传统中官本位的影响，在这个项目上，二学位班

的选择干部的意向要高于在读大学生。作为知识分子，对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一般有着比一般

人更加看重、热爱的倾向，但要实现现代化，偏偏要求经过他们手中对许多本民族的文化因子进

行抛弃。所以，他们的心灵深处经历的折磨是相当厚重的，在行为、语言、思维上就往往体现出

巨大的矛盾。    维吾尔族青年知识分子所处的这种边缘地位使他们在现代化过程中遇到挫折后

往往会导致走向极端，在现实中就可能表现为伊斯兰教宗教原教旨主义或极端民族主义，如泛突

厥主义等，也有可能导致极端反传统。如何在这些可能产生的极端中保持一种平衡，不仅对维吾

尔族青年知识分子自身的现代化，对维吾尔族这个民族现代化进程中的顺利过渡都是一种严峻的

挑战，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对于新疆地区的社会稳定也有着非同寻常的含义。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所 95 级博士生） 

 

 

 

【学术动态】 

 

近期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学术讲座： 

 

（1）1998 年 3 月 13 日：  Marshall Sahlins（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讲演题目：“The Native Anthropology of the West”。 

（2）1998 年 4 月 6 日：   中生胜美（日本和光大学人间关系学部副教授）， 

                          讲演题目：“现代中国研究与日本人类学：殖民主义与历史认识”。 

 

 

【学术著作】 

《社会与发展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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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乡发展研究》，费孝通主编，1989，                            湖南人民出版社 

2.  《城乡协调发展研究》，周尔鎏、张雨林主编，1991，                江苏人民出版社 

3.  《东亚社会研究》，研究所主编，1993，                            北京大学出版社 

4.  《边区开发论著》，潘乃谷、马戎主编，1993，                      北京大学出版社 

5.  《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历史与运行机制》，马戎等编，1994，          北京大学出版社 

6.  《中国社会发展与文化研究的探索》，研究所编，1995，              天津人民出版社 

7.  《多民族地区：资源、贫困与发展》，潘乃谷、周星主编，1995，      天津人民出版社 

8.  《边区企业的发展历程》，邱泽奇著，1996，                        天津人民出版社 

9.  《集体企业个案调查》，邱泽奇著，1996，                          天津人民出版社 

10.  《双二元结构社会的分化与整合》，钱灵犀主编，1996，              远 方 出 版 社 

11.  《西藏社会发展研究》，北大研究所与中国藏学中心合编，1997，      中国藏学出版社 

12.  《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区域差异》，马戎、龙山主编，1998，          福建教育出版社 

13.  《中国基础教育问题研究》，马戎、龙山主编，1998，                福建教育出版社 

14.  《中国乡镇组织变迁》（调查卷），马戎等编，1998，                山西人民出版社 

15.  《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卷），马戎等编，1998，                山西人民出版社 

 

《社会学人类学论丛》 

 
1.  《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 潘乃谷、马戎主编, 

     邱泽奇、王铭铭执行主编,  1996,                                  天津人民出版社 

2.  《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周星、王铭铭主编，1997，             天津人民出版社 

3.  《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王铭铭著，1997，       天津人民出版社 
4.  《文化格局与人的表述》，王铭铭著，1997，                       天津人民出版社 
5.  《象征与文化》，王铭铭、潘忠党主编，1997，                     天津人民出版社 
6.  《现代化与少数民族文化》，高丙中主编，1997，                   天津人民出版社 
7.  《田野调查与文化自觉》,马戎、周星主编, 
     潘乃谷、王铭铭执行主编, 1997,                                     群 言 出 版 社 
8.  《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 马戎编, 1997，                   天津人民出版社 
9.  《汉人的民俗宗教》, 渡边欣雄著, 周星译, 1997，                   天津人民出版社 
10.  《环境与社会》，Charles Harper 著，肖晨阳等译，1998，           天津人民出版社 
11.  《蒙古游牧社会变迁》, 色音著, 199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2.  《职业教育与社会发展》, 钱民辉著, 1998,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3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与发展》, 马戎、周星主编, 1998,            北京大学出版社 
14.  《中国多民族社区发展研究》，马戎、周星主编，1998，            北京大学出版社 

15  《中国区域发展模式的社会学研究》, 张敦福著, 1999,                 山西人民出版社 

16.  《体制与运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历史与现状》, 蒋力蕴著, 1999,              (待定) 

17.  《乡镇行政：北园镇的个案研究》, 刘能著, 1999,                               (待定) 
18.  《乡土社会的权威体系与纠纷解决》, 赵旭东著, 1999，                        (待定) 

19.  《变迁与重构：景德镇新旧民窑业田野考察》, 方李莉著, 1999，                (待定) 

20.  《近代华北农村的社会结合》, 张思著，1999,                                 (待定) 

 

 

【学术短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