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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    Prof. Dru C. Grandney (Univ. of Hawaii, USA):  文化关系与中国民族识别 ----亨廷顿文

化冲突理论的讨论， 

10月30日   Prof. Siegfried Ramler (East-West Center, USA):  The Challenges of Ethnic and Racial 

Diversity in the USA. 

11月 6 日     前田一男教授（日本 立教大学）:  高速增长期的日本教育及问题。 

 

 

 

【简 讯】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1998年主要研究成果 

 

《社会学人类学论丛》 
第 7 卷, 《田野工作与文化自觉》（上、下册）， 马戎、周星主编，潘乃谷、王铭铭执行主编，群言出版社。 

第10卷, 《环境与社会》，（美）查尔斯·哈珀著，肖晨阳等译；马戎、李建新、楚军红校,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专著、文集、译著、编著 
费孝通著,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费孝通著, 《从实求知录》,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周    星著, 《境界与象征》,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王铭铭著, 《想象的异邦——社会与文化人类学散论》,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高丙中著, 《民间风俗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麻国庆著, 《家与中国社会结构》, 北京：文物出版社。 

钱民辉编著, 《学生实话实说》, 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 

吉登斯著，赵旭东、方文译,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北京：三联书店。 

 

论文、译文 
费孝通，“与君同销万古愁：两位人类学家的聚谈”，《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6 期。 

费孝通，“读马老师遗著《文化动态论》书后”，《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5 期。 

潘乃谷，“对费孝通教授学科建设思想的思考”，马戎、周星主编，《田野工作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 

潘乃谷，“做人与做学问”，马戎、周星主编，《田野工作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 

马  戎，“‘中华经济圈’与它的社会、文化基础”，《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1期。（另刊于韩文《中苏研究》

1997年第21卷第3号，第43-148页） 

马  戎，“必须重视环境社会学”，《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4 期。 

马  戎，“结合中国现代化中的重大问题开展社会学研究”，乔健主编，《社会学、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香

港：新亚学术集刊第16期， 第353-362页。 

马  戎，“拉萨市区的居住格局与汉藏民族关系”，（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调查报告1998年第8号。 

马  戎，“试论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经费问题”，《西北民族研究》1998年第2期，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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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戎，“试论中国乡镇政府对基层学校的管理”，《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4 期。 

马  戎，“未名湖畔”，赵为民主编，《青春的北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马  戎，“西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国藏学》1998年第2 期。 

马  戎, “Changes of Steppe Grassland Ecosystem and Nomadic Patterns in Inner Mongolia”,  Donatella Mazzoleni, (ed). 

Nature Architecture Diversity. Electa Napoli (in both English and Italian), pp. 318-345. 

马  戎, “Chinse studies in the West”,  in Kwon Tai-Hwan and Oh Myung-Seok eds. Asian Studies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Seoul: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pp. 139-148. 

马  戎, “Guest Editor's Introduction”, Chinese Education and Society,  Vol.31, No.3, pp.3-15 

马  戎, “Economic Patterns of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G.Clarke eds., Development,Society,and Environment in 

Tibet, Wien: Osterreich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enschaften, pp.167-186. 

马  戎,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Sociology in China”, Su-Hoon Lee, ed. , Heritage, Challenges, Perspectives: Sociology in 

East Asia and Its Struggle for Creativity. Services de Prophisme- Alain Mongeau. 

马  戎, “Nation-Building of China’s Pluralist Unity and the Future Perspectives”,  Journal of Indian Anthropological 

Society (1998) Vol. 33: 47-57. 

马  戎, “Rural Education Surveys in Inner Mongolia and Guangdong”,  Chinese Education and Society, Vol.31, No.4, 

pp.66-92。 

周  星，“人类学本土化与田野调查——元江调查四人谈”，《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又载《人类

学本土化在中国》，广西民族出版社。 

周  星，“人类学田野调查的体会”，马戎、周星主编，《田野工作与文化自觉》，群言出版社。 

周  星，“死给、死给案与凉山社会”，马戎、周星主编，《田野工作与文化自觉》，群言出版社。 

周  星，“元江发展模式与地方族际社会”，周达生、‰V田诚主编，《中国における诸民族の文化变容と民族

间关系の动态》，国立民族学博物馆调查报告8，国立民族学博物馆1998年。 

周  星，“日本爱知东荣町地方的花祭民俗”，《民俗研究》1998年第2期。 

周  星，“中国的‘人形’及其民俗”（一）、（二），《さがの人形の家·纪要》第5号，1998年8月。 

小岛璎礼著，周星译，“展望比较民俗学”，《展望比较民俗学》第47-48期，1998年12月。 

周  星，“少数民族法文化研究应与民族法制研究相结合”，《民族学研究》第12辑，民族出版社。 

刘世定, “Zhejiang Village: A Unique Way for Chinese Peasants to Move in to the Citie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998-1。 

刘世定，“科斯悖论和当事者对产权的认知”，《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2期。 

刘世定，“历史遗产和乡镇企业的勃兴”，马戎、周星主编，《田野工作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 

刘援朝，“元江白族亲属称谓系统”，《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 

刘援朝，“卢蒙巴：悲剧的英雄”，《西亚非洲》1998年第3期。 

刘援朝，“社会学的发展、分化和困境”，《开放时代》1998年第6期。 

高丙中，“西方生活方式研究的理论发展述略”，《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3期。 

高丙中，“略述社会学的消费社会研究”，《社会研究》1998年第8期。 

高丙中，“中国文化的族际共享”，《民族艺术》1998年第4期。 

王铭铭，“幸福、自我权力与社会本体论——一个中国村落中‘福’的概念”，《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1期。 

王铭铭，“文化变迁与现代性的思考”，《民俗研究》1998年第1期。 

王铭铭，“象征的秩序”，《读书》199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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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铭，“船帮、妈祖、跨世纪”，《读书》1998年第7期。 

王铭铭，“国家与社会关系史视野中的中国乡镇政府”，《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8年第24卷。 

邱泽奇，“乡村选举与村镇组织关系”，陈明通、郑永年主编，《两岸基层选举与政治社会变迁》台北：月旦出

版社。 

邱泽奇，“在政府与厂商之间：乡镇政府的经济活动分析”，《二十一世纪》4月号。 

邱泽奇, “Xia-Gang and its Soci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Reducing Labor”, Wang Gungwu and John Wong (eds.)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新加坡：新加坡大学出版社。 

邱泽奇, “Unification or Fragmentation”,  Harvard China Review, （Summer）, 美国，哈佛，1998年 

麻国庆，“中国家族文化的分合论”，《社会研究》1998年总第8期。 

麻国庆，“会与中国传统村落社会”，《民俗研究》1998年第2期。 

麻国庆，“中国农村的城市化与工业化：经济.文化.环境”，杨侯第主编，《中国城市文化与城市生态》内蒙古：

远方出版社。 

麻国庆, “Rural Urbanization &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Yang Houdi ed., Urban culture and urban ecology in china,

远方出版社。 

麻国庆，“汉族的家族与村落：人类学的对话与思考”，《思想战线》1998年第5期。 

麻国庆，“华北村落的家与社会——从河北王村个案谈起”，马戎、周星主编，《田野工作与文化自觉》北京：

群言出版社，1998年。 

麻国庆，“汉族社会大家庭的观念与实际”，《中国21》1998年第4期，日本：风媒社。 

于长江，“田野工作中的文化体验”，马戎、周星主编，《田野工作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 

于长江，“融合与变迁——北京地方饮食文化的发展”，《第五届中国饮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中

国饮食文化基金会，1998年6月15日 

于长江，“Education in Jinping Miao-Yao-Dai Autonomous County”  Jacques Lamontagne and Ma Rong(eds) Chinese 

Education and Society  May-June 1998 ( 美国 M. E. Sharpe) 

于长江，“Education in Anning County” Jacques Lamontagne and Ma Rong (eds) Chinese Education and Society 

May-June 1998 ( 美国 M. E. Sharpe ) 

于惠芳，“严格选拔、科学管理是提高博士后培养质量的重要环节”，《高等教育论坛》1998年第1期。 

钱民辉，“内蒙古部分地区教育投入与回报问题的研究”，《教育研究》1998年第2期。 

钱民辉，“教育变革动因研究：一种社会学的取向”，《清华大学教育研究》1998年第3期。 

钱民辉，“学位与‘学伪’”，《社会》1998年第4期。 

钱民辉，“对内蒙古四县（旗）的教育调查报告分析”，马戎、周星主编，《田野工作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

出版社。 

钱民辉，“二十一世纪呼唤新的人文精神──费孝通人文教育思想初探”，马戎、周星主编，《田野工作与文化

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 

钱民辉，“社会转型：中国职业教育面临的挑战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8年夏季卷，香港。 

钱民辉，“近代教育家在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思考与行动”，张健 主编《面向21世纪的教育革新》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钱民辉，“再谈女性素质”，《中国妇女报》1998年2月25日第三版。 

钱民辉，“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职业教育思潮研究”，《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5期。 

钱民辉，“云南省四县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案例比较研究”，《民族教育研究》1998年第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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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旭东，“正义观的分离点与研究的本土化”，《社会心理研究》1998年第2期。 

赵旭东，“历史、回应、反思——由《重读<江村经济.序言>》所想到的”，马戎、周星主编，《田野工作与文

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 

刘  能，“方法论的思考：读《重读<江村经济·序言>》有感”，马戎、周星主编，《田野工作与文化自觉》北

京：群言出版社。 

 

 

 

开设研究生课程 

学  期 教师姓名      课程内容 

1997-1998学年 周  星 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专题 

第二学期 王铭铭 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 

 麻国庆 比较社会学 

1998-1999学年 马  戎 人口迁移与城市化 

第一学期 邱泽奇 中国农村社会组织 

 张  思 近代中国社会史诸问题 

 

学生学位论文 
 姓名              学位论文题目  导师 学位 

赵旭东 乡土社会的权威体系与纠纷解决：一个华北村落的社会人类学考察 费孝通 博士 

刘  能 乡镇行政：北园镇的个案研究 费孝通 博士 

张敦福 区域发展模式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马  戎 博士 

蒋力蕴 体制与运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历史与现状 马  戎 博士 

郭建如 空间、风险与社会的再生产：工业化过程中环境问题的初步研究 马  戎 硕士 

李艳红 变迁中的社会关系：事业单位成员的人际建构 马  戎 硕士 

 

博士后出站报告 
 姓名             出站报告题目   

方李莉 变迁与重构：景德镇新兴民窑业田野考察   

钱民辉 职业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   

 

编辑出版学术通讯 

《人类学与民俗研究通讯》 第41-42期，第43-44期，第45-46期，第47-48期。 

《城乡发展研究通讯》     第7期，第8期。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   第13期，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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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址： 中国 北京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  于长江 

           中国社会学会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E-mail:  cj_yu@usa.net 

邮政编码： 1008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