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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发展和演变的进程是复杂和多样化的，由于内部外部各种因素的影响，一个现代国

家的“民族构建”进程和内部的群体关系可能会呈现出各种不同的态势，每个国家都必须面对自

己的历史和现实国情，也都需要从其他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借鉴经验和教训。在民族关系问题上，

我们非常需要广泛了解和研究其他国家在这些方面的理念、观点、政策与实践。印度是一个人口

众多、多族群、多宗教、多语言而且历史发展十分坎坷的大国，情况也非常复杂。对于印度在“民

族构建”方面的努力是否能够算是成功，方向是否正确，学者们尽可以见仁见智；印度在处理民

族关系方面还存在哪些问题，学者们也是完全可以展开讨论的。但是，我们在进行学术讨论时要

本着老老实实做学问的态度，当需要引用文献时一定要尊重文献的原意，这也是对读者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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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推荐】 

[英] 安东尼·史密斯 著，《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Anthony D. Smith, 2003, 

Nationalism: Theory, Ideology, History, London: Polity Press），叶江译，上海世纪出

版集团 2006年 4 月出版。 

本书为英国著名学者安东尼·史密斯在 2003 年出版的一部近作，通过简要地概

述民族主义的概念形成过程、评述当代西方民族主义研究中的主要理论流派与学术贡

献，全面和系统地考察了与民族主义概念相关的社会理论、意识形态和历史演变进程。 

 

李济 著，2005，《中国民族的形成》，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李济先生是我国近代考古学和人类学的著名学者，本书为李济先生在哈佛大学的

博士论文，从考古和人类体质来探求中国民族起源，曾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英

文版在 1928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日本] 吉野耕作 著，2004，《文化民族主义的社会学——现代日本自我认同意识的

走向》，商务印书馆。 

    作者于 80年代留学于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参加了“民族主义研讨班”，师从

安东尼·史密斯、盖尔纳、凯杜里等研究民族主义的著名学者，本文是作者参考西方

民族主义理论来深入剖析日本人身份认同意识演变过程的一部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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