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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发展战略，使他们既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本民族和本地区的经济文

化发展，又能尽量减轻文化变迁中不可避免的心理压力及其他方面的消极影响，并使各族人民在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同时，仍能保持其应有的文化特点和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简    讯】 

 

※  新会员名单： 

 

王建基   女    汉     新疆大学政法学院哲学社会学教研室   电话：2862753-2954 

邢海宁   女    汉     青海社会科学院藏学所               电话：0971-8226342 

姜栽植   男  （韩国） 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               

周庆智   男    蒙古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李  红   男    汉     广西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             电话：0771-3235625 

                                                       e-mail:gxusear@gxu.edu.cn 

 

※  1998年 10月 23 日，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所邀请美国夏威夷大学(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USA)亚洲太平洋中心(Asian Studies and Anthropology)学术主任、亚洲研究

专家、人类学家杜磊博士（Dr.Dru C. Gradney）举办学术讲座，题为“文化关系与中国民

族识别──亨廷顿文化冲突理论的讨论”。 

 

※ 1998年 10 月 30 日，美国夏威夷东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er, Hawaii,USA）访问学者 了

“美国族群和种族多样性面临挑战”的演讲,并在演讲后与研究人员和学生就有关问题进行

交流探讨。 

 

※ 1998年 11 月 6 日，日本国立教大学文学部教育学科教授前田一男先生访问北京大学社会学

人类学所，并做学术讲座，题为“高速增长期的日本教育及问题点”。 

 

 

·专业话语· 

 

   战争：群体之间致命的暴力。某些研究者特别指出战争发生在具有特定政治制度或疆域的

单元之间，其中屠杀具有社会意义上的合法性。当然所有这类定义总要遇到例外。“战争”有别

于“族群械斗”。械斗时，社会认可的屠杀发生在上述单元之内。战争也不同于“杀人”，“杀

人”通常被社会认为不合法。有的理论家把“战争”和“袭击”分开，有些则把“真正的战争”

限定在国家层次的社会之间，特别是在一种不断演进的模式中。 

 

                ————译自《人类学词典》托马斯.巴费尔得编辑，布莱克威尔出版社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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