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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近年，随着中国移民和调查的增多，中国人类型已经非官方的渐渐与“外国人”地位联系起来而非是贝利兹

国家民族中的一个成员。 

2.  然而，国家不仅仅是为了种族和民族特征的建构而存在的舞台。几种贝利兹的群体定义他们自己为较大的、

蔓生的国家边界的、散居在外的人的一部分。 

3.  贝利兹殖民历史的介绍是一个必要的总结。在 Bolland 和 Shoman 的文章中可以找到更多的完整的相应论述。 

4.  在贝利兹的居民的木刻（woodcutting）是一个在英国和西班牙之间反复商讨的题目。几个条约符合针对英国

殖民者所运用的权力,但是辨别了西班牙对该地域的所有权。 

5.  在这一上下文中，标明贝利兹的经济精英组成小数量的白人家庭是重要的。一旦在文化和政治的生活中，正

如经济生活，他们现在在文化的和政治的背景中“实践可见”。 

6.  这里，“印度”指出生在印度或祖先生于印度。 

7.  例如，Wilk（1993）探索通过国家美人游行来建构国家的坚固性的尝试，争论这一游行暴露和吸引了正是他

们寻求去抹煞的分裂。然而，Wilk 建议非官方的综合民族建构的尝试，已经比官方的方面更加成功：例如,

没有国家的干扰，贝利兹已经定义了一个概括出来的和重新合并的多样化“民族皮肤”元素的“民族的皮

肤”。 

8.  在危地马拉主要的民族类型的成员区分他们自己为“Mestizo”，但是他们在贝利兹被定义为“西班牙人”或

“Mestizo”。 

9.  估计的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移民数字范围由 40，000 到 60，000（Stone 1990,p.102）。1991 统计调查仅有

25，548 个生于国外的人，代表 13.8%的贝利兹人口。 

10.  Vernon(1990)估计有 60，000 到 70，000 的贝利兹人移民自美国。 

11.  例如，在贝利兹中心的一个村镇最近所作的一项研究认识到作为“外国人”的社区显示他们许多的居民是

Mopan Maya 人，他们从南部贝利兹迁移而来。(Stone 1990) 

12.  这种族化的进程没有完全否认多元民族贝利兹构筑的建构：克里奥和危地马拉常识别出那些作为合法的贝利

兹人出生和抚养于他们的本地域的西班牙裔贝利兹人。 

13  .Stone（1994）注明“西班牙”人——一个具体化另一个——自从十七世纪以来，当西班牙海军威胁贝利兹

殖民地时，已刻板化为暴力的和危险的“其他人”。 

14.  当两个政党都没有联系于一个单一的民族成分时，每一个政党都积极的巧妙运用组合民族的问题来吸引支持

者或贬低对手。当 UDP 没有公职时，它的新闻报道听上去是关于“外国人”认罪、篡夺土地、因 PUP 而

得以注册参加选举、且引导他们自己一种“非贝利兹的’态度的警告。因它的这一部分特点，1989 年，PUP

的国家运动标语是“贝利兹的第一”。 

15.  同样重要的，在聚焦于未来介于西班牙裔和非裔贝利兹人之间潜在的不平等，这计划失败于：遭遇被标明是

在目前被贴标签是白人的小的类型和所有其它贝利兹人之间的不平等。通过另一国家主义者的论述，不成

比例的白人享有经济资源和白人在贝利兹国家中的成员资格的控制被保障和合法化，该论述给予为国家经

济发展做出贡献的投资者一个在这国家中的荣誉的位置。（参考书目从略） 

 

 

【学术纵览】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２０００年学术工作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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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工作论文系列》 

 
ISA 工作论文 2000-001 费孝通：《九十新语（丁集）》 

ISA 工作论文 2000-002 马  戎：《评安东尼·史密斯关于“nation”（民族）的论述》 

ISA 工作论文 2000-003 周  型：《Y村民族的调查与思考》 

ISA 工作论文 2000-004 费孝通：《补课札记——重温派克社会学》 

ISA 工作论文 2000-005 于长江：《小民族 大课题——从赫哲族说起》 

ISA 工作论文 2000-006 周  星：《四大门：北方民众生活里的几种灵异动物》 

ISA 工作论文 2000-008 谢立中：《走向“目的/形式理性化”：论当代中国体制改革的实质与后果》 

ISA 工作论文 2000-009 张  静：《“雷格瑞”事件引出的知识论问题》 

ISA 工作论文 2000-006 邱泽奇：The China’s Emerging Internet Society 

 

 

二、 学术讲座 
 

1．题目：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on Market Forces 

   主讲：Prof. Jonathan Turner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USA） 

   时间：2000 年 9 月 12 日 

   地点：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会议室 

 

2．题目：数码纪录方式（DV）与田野工作 

   主讲：吴文光教授 

   时间：2000 年 9 月 18 日 

   地点：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会议室 

 

3．题目：Producing Guanxi----Sentiment, self, and Subculture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 

   主讲：Prof. Andrew B. Kipnis 

   时间：2000 年 10 月 13 日 

   地点：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会议室 

 

4．题目：一个没有婚姻的社会----影视与民族志 

   主讲：蔡华教授 

   时间：2000 年 10 月 20 日 

   地点：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会议室 

 

三、 主办学术会议 

 

第五届中国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时间：2000年 7月， 地点：福建 厦门） 

 

四、 开设课程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40 

       学期            授课教师                 课程内容               课程类别 

1999-2000学年 

 第二学期           刘世定              乡镇企业研究              研究生选修课 

李建新              环境社会学                研究生选修课 

刘援朝              语言社会学专题            研究生选修课 

麻国庆              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原著选读  研究生必修课 

赵旭东              政治法律人类学            研究生选修课 

马  戎              Ethnicity in China        研究生选修课 

（Dept. of Anthropology, UCLA,the US, Spring Quarter） 

王铭铭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in China   研究生选修课 

              （Dept. of Anthropology, Univ. of Chicago, Spring Semester） 

2000－2001学年     马  戎              人口迁移与城市化           研究生选修课 

 第一学期           王铭铭              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社会       研究生选修课 

                    高丙中              象征与宗教人类学           研究生选修课 

                    赵  斌              文化传媒社会学原著选读     研究生选修课 

                    刘  能              社会运动理论               研究生选修课 

五、 博士后出站报告 

   姓名                        工作报告题目          

周  炜    西藏城乡居民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语言使用、双语现象及文化交融 

王  兵    群体认同的社会心理学研究 

 

六、 主要研究成果 

《社会学人类学论丛》 

第 14 卷  《中国农村教育问题研究》，马戎，龙山主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第 15 卷  《中国乡镇组织调查》，马戎、刘世定、邱泽奇主编，北京：华夏出版社。 

第 16 卷  《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马戎、刘世定、邱泽奇主编，北京：华夏出版社。 

第 19 卷  《中国民族社区发展研究》，马戎、潘乃谷、周星主编，北京：华夏出版社。 

第 22 卷  《中国西部边区发展模式研究》，潘乃谷、马戎主编，北京：民族出版社。 

 

专著、文集、译著、编著（按姓氏拼音顺序排列） 

郭志刚，The Changing Population of China. Peng Xizhe and Guo Zhigang, eds. Blackwell Publisher 

Ltd（英国）,2000（本人为副主编并撰写其中第 10 章： Family 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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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铭，《非我与我：王铭铭学术自选集》，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0 年 3 月版。 

王铭铭，《社会人类学》，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2000 年 5 月版。 

王铭铭，《王铭铭自选集》（新世纪学人文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12 月版。 

王铭铭，《甜蜜的悲哀》（与胡宗泽合译，第一译者、序言作者），北京三联书店。 

 

论文、译文（按姓氏拼音顺序排列） 

费孝通，“21 世纪人类学面临的新挑战’”，《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0 年第 5 期； 

费孝通，“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与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自觉’”，《厦门大学学报》2000 年第 4 期； 

费孝通，“关于西部的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的思考”，《西北民族研究》2000 年第 2 期； 

费孝通，“文化自觉，和而不同”，《民俗研究》2000 年第 3 期。 

费孝通，“中国现代化：对城市社区建设的在思考”，《江苏社会科学》2000 年第 1 期。 

？费孝通，《九十新语》丁、戊、己集，？（工作论文？ 

？《北京大学社会婚姻拥挤研究”（合写），《市场与人口分析》第 3 期。 

郭志刚，“Population ageing in China” (with Du Peng), in Philips, D.R.eds., Ageing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ssues and future trend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p.194-209. 

郭志刚，“从近年来的时期生育行为看终身生育水平——中国生育数据的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

研究”，《人口研究》2000 年第 1 期。 

郭志刚，“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初步理论思考”，《人口与经济》2000 年第 6

期。 

郭志刚，“生育的数量与进度”（邦加茨、费尼著，郭志刚译），《人口研究》2000 年第 1 期。 

郭志刚，“时期生育水平指标的回顾与分析”，《人口与经济》第 1 期。 

郭志刚，“中国 90 年代的生育水平分析——多测量指标的比较”，《中国人口科学》第 4 期。 

郭志刚，“中国婚姻拥挤研究”（合写），《市场与人口分析》第 3 期。 

郭志刚，“中国近期生育水平的研究”，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计划财务司/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

编，《1997 年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论文集》，中国人口出版社。 

郭志刚，“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分析”（与杜鹏、刘金塘合写），载《中国老龄问题对策研究》，

华龄出版社。 

李建新，“倒金字塔理论与 21 世纪中国老龄社会” 《中国人口科学》2000 年第 3 期； 

李建新，“后人口转变论质疑”，《人口研究》2000 年第 6 期； 

李建新，“环境转变论与中国环境问题”，《北京大学学报》2000 年第 6 期； 

李建新，“论生育政策与中国人口老龄化”《人口研究》2000 年第 2 期； 

李建新，“人口与环境的理论研究及意义”《市场与人口分析》2000 年第 3 期； 

李建新，“世界人口格局中的中国人口转变及特点”《人口学刊》2000 年第 5 期； 

李建新，“稳定低生育率与生育政策调整最佳时期”《人口研究》2000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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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新，“稳定低生育率与现行生育政策”， 《人口与计划生育》2000 年第 6 期； 

李建新，“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压缩型’环境问题特征”《社会科学》2000 年第 4 期； 

李建新，“中国西部大开发—人口与计划生育要先行”（与于学军、陆杰华合作）《人口与计划生

育》2000 年第 2 期； 

刘  能，“乡镇运行机制的一次解剖”，马戎、刘世定、邱泽奇主编《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

北京：华夏出版社。 

刘世定，“乡镇财政收入结构和运作机制”， 马戎、刘世定、邱泽奇主编《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

究》，北京：华夏出版社。 

刘世定、邱泽奇、刘能，“湖北省仙桃市毛嘴镇调查”，马戎、刘世定、邱泽奇主编《中国乡镇组

织调查》，北京：华夏出版社 

刘世定、邱泽奇、刘能，“浙江省玉环县陈屿镇调查”，马戎、刘世定、邱泽奇主编《中国乡镇组

织调查》，北京：华夏出版社。 

麻国庆，“House Division: Divided yet Continued and United---A Study of House Division institutions 

in China”,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NO.3, Autumn 2000. 

麻国庆，“比较社会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的互动”，《民族研究》2000 年第 4 期； 

麻国庆，“草原生态与蒙古族的民间环境知识”，《人类学与民俗研究通讯》2000 年第 1 期。 

麻国庆，“国际交往合作中的文化因素”，《人民日报》（海外版），2000 年 8 月 31 日。 

麻国庆，“汉族的家观念与少数民族”，《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 年第 2 期。 

麻国庆，“汉族的家观念与实际”，《应用心理研究》第 5 期，2000 年春，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

公司。 

麻国庆，“借女生子”，《读书》2000 年第 2 期。 

麻国庆，“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日报》理论版，1999 年 12 月 29 日。 

麻国庆，“秘密社会与传统汉族社会结构”，《思想战线》2000 年第 3 期。 

麻国庆，“农耕蒙古族的家观念与宗教祭祀”，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館、2000 年。 

麻国庆，“全球化：文化的生产与文化认同”，《北京大学学报》2000 年第 4 期； 

麻国庆，“社会结合的纽带——日本的神社与中国的庙宇”，林振江、梁云祥主编，《全球化与中

国、日本》新华出版社，2000 年。 

麻国庆，“中国人际关系的解剖图”，《中国青年报》2000 年 2 月 22 日。 

麻国庆，“宗族的复兴与人群结合”，《社会学研究》2000 年第 6 期 

马  戎， “试论藏族的‘一妻多夫’婚姻”，《民族研究》2000 年第 6 期。 

马  戎， “新疆喀什地区的民族人口分布”，《西北民族研究》2000 年第 2 期。 

马  戎，“导言”，《中国西部边区发展模式研究》（合编），北京：民族出版社。 

马  戎，“导言”，马戎、龙山主编《中国农村教育问题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马  戎，“关于民族的定义”，《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 1期，第 5-13页（人大复印《民族

研究》2000.3）。 

马  戎，“关于民族研究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学报》2000 年第 4 期，第 132-143 页（部分转

载于《新华文摘》2000 年第 12 期）。 

马  戎，“论民族意识的产生”，《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 年第 2 期，第 14-18 页（人大复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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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研究》2000.5）。 

马  戎，“内蒙古北部草原畜牧业的发展模式”（合写），《中国西部边区发展模式研究》（合编），

北京：民族出版社。 

马  戎，“内蒙古赤峰地区的发展模式”（合写），《中国西部边区发展模式研究》（合编），北京：

民族出版社。 

马  戎，“西藏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西部边区发展模式研究》（合编），北京：民族出版

社。 

马  戎，“中国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与社会结构变迁”，《西北民族研究》2000 年第 1 期。 

马  戎，“中国居民环境意识与环保态度的城乡差异”（合写），《社会科学战线》2000 年第 1 期。 

马  戎，“中国农村教育事业的经费问题”，马戎、龙山主编《中国农村教育问题研究》，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马  戎，“中国少数民族教育与双语教学”，马戎、龙山主编《中国农村教育问题研究》，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马  戎，“中国乡镇政府对基层学校的管理”，马戎、龙山主编《中国农村教育问题研究》，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钱民辉，“99’高考综合评价及相关思考”，《徐州教育科研》2000 年第 3 期。 

钱民辉，“‘走向田野’也是中国教育社会学的研究方向”，《中国社会学年鉴 1995.7~1998》，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钱民辉，“1949 年以前的中国教育体系”，载马戎、龙山（加）主编，《中国农村教育问题研究》，

福建教育出版社。 

钱民辉，“孔德的社会学方法论与教育研究”，《教育理论与实践》2000 年第 10 期。 

钱民辉，“论学生与教育革新的关系”，《徐州教育科研》2000 年第 5 期； 

钱民辉，“西部人才开发的高起点与西部基础教育质量低下的关系”，《民族教育研究》2000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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