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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相关部门的共同参与而起到很好的作用，值得各地借鉴⑩。 

 

    （作者杨志娟，回族，1971年生，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民族学博士生，西北民族

学院历史系讲师，联系地址：甘肃省兰州市西北民族学院历史系，邮编 730030） 

 

注释： 

 ① 关于银川回族的分布与居住格局，请参阅马宗保、金英花，“银川市区回汉民族居住格局变迁及其对民族间

社会交往的影响”，载《回族研究》1997 年第 2 期。 

 ② 陈明侠，“关于民族间通婚问题的探索”，《民族研究》1993 年第 4 期；方素梅，“细说族际婚”，《民族团结》

1995 年第 12 期。 

 ③《中国 1990 年人口普查资料》（第一卷）（转引自马戎、周星主编《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与发展》177 页） 

 ④ 参阅王俊民，1997，“呼和浩特市区民族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97 年第 2 期。 

 ⑤ 马戎、潘乃谷，1988，“赤峰农村牧区蒙汉通婚的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88 年第 3 期。 

 ⑥ ⑦ 两文件由原宁夏回族自治区统战部部长何兆国同志提供 

 ⑧ 马戎、周星主编，1999，《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459 页；张中复，1999，“论当代

中国回族研究的‘少数民族化’问题”，《“第十二届全国回族学研讨会”论文汇编》1999，北京。 

 ⑨ 杨广恩，1999，“广州蒲氏家族变迁中的文化因素”，《“第十二界全国回族学研讨会”论文汇编》（1999），

北京。 

 ⑩ “‘兰州地区穆斯林婚姻家庭问题研讨会’花絮”，《开拓》1999 年第 2 期。 

 

【启事】 

近期有些同人反映曾通过邮局向我们的秘书处汇过订阅《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的款，但没

有收到《通讯》，我们对此深表歉意。请这些同志给我们写信说明情况，我们将及时把以前的各

期《通讯》补寄给您。   来信请寄：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于长江收（邮编：100871）。 

 

 

【学术纵览】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２０００年主要研究成果（续） 

 

专著、文集、译著、编著（按姓氏拼音顺序排列） 

周星译，渡边欣雄著，《汉族的民俗宗教：社会人类学的研究》，（台湾）地景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邱泽奇， 《社会研究方法》（第八版），（Earl Babbie 著，邱泽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论文、译文（按姓氏拼音顺序排列） 

蔡  华，“纳人亲属制度的结构与婚姻家庭悖论的终结”，《公共理性与现代学术》（三联-哈佛燕

京学术系列第一辑），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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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丙中，“社会团体的合法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 2期。 

潘乃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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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乃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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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泽奇， 《中国大陆社会分化状况的变化》，台北：大屯出版社。 

邱泽奇，“包头禁毒模式评估报告，国家禁毒委员会。 

邱泽奇，“网络社会在中国的形成”，《东亚研究所工作论文》，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 

赵旭东，“本土化与本土化的意识形态——评杨国枢主编《本土心理学研究：本土心理学方法

论》”，《香港社会科学学报》第 18期，冬季号，第 196—204 页。 

赵旭东，“互惠、公正与法制现代性——一个华北村落的纠纷解决”，《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第 5

期，第 42—44页。 

赵旭东，“金钱·庙宇·经济”，《人类学与民俗研究通讯》2000年第 3期，第 43—47页。 

赵旭东，“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人类学与民俗研究通讯》《城乡发展研究通讯》《民族社会学

研究通讯》联合专号，第 19—23页。 

赵旭东和卢晓光，“语言、习惯与象征性权力”，《社会科学论坛》2000年第 6期，第 19—22页。 

周  星，“‘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及其它”，《民俗研究》2000年第 1期。 

周  星，“从族际角度理解多民族的中国文化与社会——人类学者访谈录之四”，《广西民族学院

学报》2000 年第 1期。 

周  星，“村寨博物馆：民俗文化展示的突破与问题”，（台湾）《博物馆学季刊》第 14 卷第 1 期

（2000年 1 月）。 

周  星，“生与熟：关于一组民俗分类范畴的思考”，马戎、周星主编《21世纪：文化自觉与跨文

化对话》（二），北京大学出版社。 

周  星，“习惯法与少数民族社会”，《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 1期。 

周  星，“殖民主义，日本民族学及中日学术交流”，林振江、梁云祥编《全球化与中国、日本》，

北京：新华出版社。 

周  星，“殖民主义与日本民族学”，《民族研究》2000年第 1期。 

周  星，《中华民俗丛书》序，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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