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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在清末民国时期的萌生与确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于吾

国吾民完成自身的独立和解放，对于晚清以来本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实现统一完整，都曾经产生过、

并还在继续发生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本文尝试着进行上述历史考察的动因之一，即是肇缘于此

种感知。笔者相信，随着“中华民族复兴”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人们对于“中华民族”观念认同

在近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的认识，也将会越来越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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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讯】 

《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 

谢立中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年 5月出版 

 

本书为《北大社会学·专题系列》文集之一，以马戎在 2004年《北京大学学报》发表的“理

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一文为主线，共收集了与这一主题相关的 13

篇文章。 

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                        马  戎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民族关系                                      郝时远 

从族群视角评价民族政策需要两个准则                                  周大鸣 

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的构建与民族问题的解决                            陈建樾 

引用文献不能断章取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对印度“民族构建”的评价            马  戎 

也谈在我国民族问题上的“反思”和“实事求是”——与马戎教授的几点商榷    王希恩 

民族问题能否去“政治化”论争之我见                                  陈玉屏 

“族群、民族：概念的互补还是颠覆”研讨会专栏                        潘蛟等 

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与出路                                        马  戎 

民族关系新思维                                                      田  磊 

中国传统“族群观”与先秦文献“族”字使用浅析                        马  戎 

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选题与思路                                    马  戎 

民族研究的创新需要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                            马  戎 

这 13 篇论文均与主题及相关理论争论密切相关。除马戎以外的其他 7 篇文章，多对马戎观

点提出不同观点，有的还提出了相当严厉的批判。不同的学术观点上能够开展公开的争论，这是

一件大好事。这些学者来自不同单位，有不同学科背景，所提出的观点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充

分反映出学术界对这一热点问题的关注。阅读这本文集，无疑将有助于了解各方观点和立论基础。 

                                                                    （马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