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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介绍】 

《凉山彝族企业家——社会和制度变迁的承载者》 

（德国）托马斯海贝勒（王海）著 

民族出版社 2005 年 10 月出版 

 

马戎 

 

在西欧的“民族主义”思潮和“民族-国家”政治建构以各种形式传播和推广到世界其他地区

之前，亚非拉等地已经生存着许多不同的人类群体，这些群体在本地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各自

不同的群体划分体系、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他们在互动中也形成了本地区群体关系的整体框架，

各群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所具有的地位和影响力在本地的整体框架和社会体系中都有

着比较稳定的制度性安排。在东亚大陆的例子，就是费孝通教授总结出来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

体格局”，这样一个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群体关系的体系，是在几千年社会经济发展和群

体互动的进程中逐步形成的。 

在源自西方的“民族-国家”理念和政治建构通过和平传教和文化交流活动、特别是武力殖民

侵略进入到其他地区之后，这些地区原有的政治结构和群体关系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并被迫在

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重新整合。在这一过程中，有些发展较慢、人口较少的群体就在西方军队的

攻击和奴役下消亡了（如南美的印加帝国和北美印第安部落），有些原来的多族群帝国（如奥斯曼

帝国）分解为多个独立政治实体，有些原来并立的多个群体被殖民政权统一在直接的行政管辖之

下，并在殖民者退出后在原殖民地的行政管辖范围内组建了新的国家（如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有

些原来的多族群帝国经受住了外来势力的冲击，基本上保存了原来的领土和人口，但是不得不为

了适应新的国际形势和国内民众的要求而在许多方面进行重大调整（如中国），在这些调整中最重

要的就是在“民族-国家”政体形式下来调整各族群之间的关系。 

为了与新的国际政治环境与国际交往相适应，每个多族群国家必须加强全体国民（特别是边

疆少数族群成员）的国家公民意识，努力把“国家公民”塑造成每个国民心目中最重要的政治认

同，对全体国民进行政治整合，从而维持国家的统一，避免因族群、宗教和意识形态差异而导致

可能出现的国家分裂。同时，国家政权必须促进全国各地区之间的行政整合，当年秦始皇推行的

废诸侯、设郡县、统一货币、统一官职、“书同文、车同轨”等各项措施，是中国古代实行区域间

行政整合的范例。与此同时，国家还必须对具有不同文化宗教传统的各族群进行一定程度的“文

化整合”，推动一种本国各族群通用语言文字的应用，发掘与宣传本国各族群共有的文化传统和历

史联系，在关注各族群之间文化差异的同时一定要强调他们之间历史上即存在的“共享文化”，使

各族群的政治整合、行政整合具有“共同文化”的基础。由于历史上各族群居住地区的发展可能

是不平衡的，处在边远地区的少数族群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教育等方面的发展水平可能低于

国家的核心地区，推动这些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使全国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基础

设施的建设达到比较均衡的水平，是多族群国家进行“经济整合”的前提条件。对于一个具有古

老文明但是在近代被动接受外来“民族-国家”政治体制的多年族群大国来说，在政治认同、行政

体制、文化传统、经济发展这四个方面的整合实际上是不可或缺的“补课”。只要这些必要的“补

课”工作没有完成，国家分裂的前景就像希腊神话中的“达摩克里斯剑”一样，始终悬挂在人们

的头上。 

要发展少数族群地区的经济，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要区别开“少数族群地区的发展”

和“少数族群的发展”。这是 90 年代初费孝通教授根据中国民族人口地理分布的特点而首先提出

来的。因为我国的少数族群地区居住着相当数量的汉族人口，他们大多居住在城镇并从事非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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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有时当地产值的增长可能主要是由这些从事非农产业的汉族职工创造的，实际上从事农牧业

的当地少数族群民众并没有明显受益。所以需要深入和系统地调查当地各族就业人员在各产业中

的分布，关注在制造业、服务业就业劳动力中少数族群所占的比例，调查在政府公务员、法官、

律师、教师、工程师、技术工人队伍中少数族群所占的比例，分析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当地少数

族群真正参与到各产业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之中。 

二是要在私有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需要调查和分析少数族群企业家的成长。美国学者在分

析美国的“族群分层”时，十分关注黑人开办的银行在全美银行中的比例，关注在全美排名前 100

名的公司企业中，由黑人担任董事长的公司占总数的比例。如果各族群的受教育水平相近、在就

业和发展机会上没有受到歧视，那么各族群产生的企业家的比例与他们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应当大

致相等。当然，由于历史上各个族群在行业、职业的选择上具有不同的传统，有些族群（如犹太

人）经商的比例可能高于其他群体。这些都是需要针对具体情况进行系统分析的。 

在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中，我国沿海地区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沿海地区与西部地区

在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也在不断拉大。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央政府制定了“西部大开放”的发

展战略，在投资等各方面向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倾斜。这可以说是建国后对少数族群地区进行经济

整合并通过经济整合进一步推动政治与文化整合的重大步骤。在这样的大形势下，西部地区各个

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得到了千载难逢的契机，也必然会迸发出新的活力。但是，在西部每一

个具体的地区，中央的各项政策和对经济发展的推动究竟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当地干部、民众和

企业家闷是否及时抓住了这一大好的发展契机，真正使当地的经济发展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当

地的少数民族企业家群体是否真正成长了起来，这些都是需要社会科学工作者去深入进行调查研

究才能够回答的问题。 

凉山民族研究所的彝族学者们关注到了这些问题，并在与德国学者的合作中共同开启了关于

“凉山彝族企业家”课题的调查研究工作。2004 年当我从托马斯• 海贝勒教授（他喜欢人们称呼

他的中文名字王海）那里得知这一课题时，我是十分兴奋的。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彝族学者们对当

地社会的发展情况十分了解，王海教授则是长期研究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的著名专家，相信他们合

作研究的成果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凉山彝族企业家的成长状况一定会提供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并

解答我们所关心的一些问题。 

在我们的交谈中，王海教授表示希望由他和凉山彝族学者共同完成的研究成果能够用中文出

版，希望纳入由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编辑出版的《社会学人类学论丛》，并请我为这本书

写一篇序。那时我的同事于长江教授恰好正在德国图宾根大学从事一年的访问研究，王海教授就

请于长江教授承担了他书稿的翻译工作。原来在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工作的王铁志先生，

过去曾经和我一起组织了我国 22 个人口较少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研究课题，他那时调任民族出版

社的总编辑，表示愿意出版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这本书中文版的出版就这样确定下来了。 

经过了大家一年多的努力，这本书最后终于可以送到出版社排印了。除了王海教授本人的书

稿之外，本书还收入了分别由 4 位彝族学者撰写的论文，这 4 篇论文各有特色，从不同的角度介

绍了凉山地区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历史、彝族传统的经济活动和经济组织、彝族传统的经济观念、

彝族特有的“家支”组织的经济功能，提供了许多作者亲身观察的社会现象并进行了归纳分析。

我相信，参加这一合作课题的实地调查和成果撰写工作将会推动凉山民族研究所的今后研究工作。 

王海教授的书稿“凉山彝族企业家”是这本书的主体，他和合作的彝族学者们一起在凉山彝

族自治州的 10 个县里访问了 138 位民营企业家，并采用西方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问卷调查，

调查的问题涉及到当地社会、经济、政策、民族关系的方方面面，具体而深入，这些实地调查工

作向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表格和数据。当然，从方法论的角度上我们可以提出不少质疑：这些调查

方法的设计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当地社会实际情况，调查时提出的具体问题是否符合当地民众的思

维习惯，这些被访者在彝族企业家当中具有多大的代表性，在使用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和推论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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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西方理论和观点是否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国情，是否存在生搬硬套的现象，诸如这样的问

题，我们可以提出很多。但是，即使对于国内的学者来说，如果他是去一个自己不熟悉的地区去

做调查，这些问题是同样存在的，我们不应过于苛求。在学术观点上，我们需要一个彼此宽容和

平等讨论的学术环境。王海教授多年来一直在研究中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对中国比较了解和

友好，出版过专门讨论中国民族问题的英文著作，也先后主持过多所德国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工

作，在欧洲汉学界很有影响。他这次积极与中国少数民族学者合作，和他们一起到基层去从事实

地调查研究，共同发表研究成果，我想这是应当鼓励的。 

我希望今后能够有更多的外国学者与中国的学者合作开展研究，通过他们的笔向西方国家的

读者们客观地介绍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当代中国的发展新貌，在介绍中国的特点时也发现中国与其

他文明之间的共同之处，我觉得这些外国学者在新世纪的跨文化对话中可以成为文化沟通的桥梁，

扮演十分积极的角色。不同的文明之间确实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会带来沟通中的问题，如果处理

不当也可能出现矛盾，但不是会必然导致美国学者亨廷顿所预言的那样不可调和的冲突。中国人

从历史上就主张“和而不同”，赞成文化的多样性和兼容并包，这种东方的智慧造就了一个延续数

千年历史和拥有 13 亿人口的文明大国，我相信具有这样悠久历史的人类智慧也会为未来世界上可

能发生的文明冲突提供化解的思路。 

（本文为作者为《凉山彝族企业家》一书所写的“序”） 

 

【学术动态】 

 

“中国少数民族教育政策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美国举行 

 

2006年 4月 14-15日，在美国宾州的 Dickinson College 举办了“中国少数民族教育政策

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的组织者为该校的周明朗教授。出席的各国学者包括：Colin 

Mackerras （Griffith University, Australia）, Gerard Postiglion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Walker Conner（Middlebury College，USA)，Evelyn Hu-DeHart（Brown University，

USA）, Ann M. Hill(Dickinson College，USA)，那日毕力格（Carleton College，USA)以及来

自中国大陆地区的雅森（社科院民族所），王铁志（国家民委），曲木铁西（中央民族大学），

滕星 (中央民族大学)，牛汝极（新疆大学），张贞爱（延边大学），格勒（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马戎（北京大学）等。 

     会议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民族理论及其在民族教育领域的应用，介绍了美国自“民权运

动”以来对于少数族群在教育方面的优惠政策及实施效果，讨论了世界各国实行“双语教育”的

情况，并对中国大陆各个地区（北京、新疆、西藏、内蒙古、延边等）的民族教育现状及政府的

民族教育政策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讨论，特别是对“双语教学”的基本理念、实施效果及目前体制

对少数民族学生就业的影响展开了讨论，交换了观点，并讨论了今后在一些具体研究专题上开展

学术交流与合作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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