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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评· 

 

书 名：《中国及其少数民族：自治还是同化》（China and Its National Minorities: 

Autonomy or Assimilization?） 

         著  者：王海（Thomas Heberer） 

         出版社：New York: M. E. Sharpe, Inc. 

 

德国汉学家王海教授（Thomas Heberer）于 1989 年出版了他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英文专著

China and Its National Minorities: Autonomy or Assimilization?（《中国及其少数民族：自治还是同

化》)。作为一个熟悉中文并在中国工作过多年的汉学家，他的这本书比较全面地介绍了中国的民

族问题以及各民族的发展情况。 

这本 165 页的书共分为九章。第一章详细介绍了有关“民族”、“少数族群”的基本概念，以

及当代世界上的民族矛盾，对于中国各族群的历史也做了简要的叙述。 

第二章“文化革命与少数民族”从“民族问题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的观点谈起，

回顾了“文化大革命”前后我国民族政策的变化及变化的社会政治背景。 

第三章则集中分析了中国建国以来的“民族识别”工作，在概况性介绍之外，还重点讨论了

“穿青”等当年民族识别工作中有争议的典型例子。 

第四章分析“区域自治”的各种含义，介绍了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主要内容，谈到了与

“自治”有关的经济发展、教育制度等具体问题。 

第五章则以云南为例，分析这个多民族省份在中央民族政策指导下在社会、经济、文化各个

方面的发展，介绍了云南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各项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以及云南省在发展少数民族

地区、山区、经济开发区等方面的具体发展战略。 

第六章集中讨论与少数民族有关的人口政策，包括计划生育政策与人口迁移政策。 

第七章的中心是宗教问题与宗教政策，介绍中国的传统宗教观和党的宗教政策，结合“文化

大革命”等社会变动分析这些政策的实施，另外专门讨论了中国的基督教问题。 

第八章分历史和现状两个部分专门讨论中国的西藏问题。 

第九章则是对中国民族的展望。 

由于篇幅所限，作者在每个问题上的介绍与分析都比较简略，对于我国的民族问题的历史、

现状、政府的有关政策方面的介绍还是比较客观的，辅以我国公布的有关的统计数字。对于向西

方社会的读者介绍我国的民族问题和我国政府的有关政策，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马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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