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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 1 期-第 80 期目录 
 

  第 1 期（1995-10） 

中国社会学会民族社会学研究会成立 

  第 2 期（1995-11） 

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民族社会学                                            马  戎 

  第 3 期（1996-3） 

三访赤峰                                                                    费孝通 

关于建立中国民族社会学数据库的设想和倡议                                    郑  凡 

  第 4 期（1996-8） 

但开风气不为师——费孝通学科建设思想访谈                                    潘乃谷 

  第 5 期（1996-11） 

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与都市化                                                    周大鸣 

关于分离指数的计算方法                                                      马  戎 

认知、态度与行为                                                            郭建如 

安图县教育发展状况                                                          于长江 

  第 6 期（1996-12-31） 

简述我的民族研究和思考                                                      费孝通

“Kappas”指数的计算与应用                                                  马  戎 

挖掘移民社区新的内涵                                                        李艳红 

欧洲中心论及其化身：社会科学的两难困境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刘能 译 

  第 7 期（1997-6） 

社会学与人类学在中国的亲和及其生命力                                        周  星 

魁阁——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的雏形                                              谢  泳 

近代内蒙古地区蒙古族人口下降的文化因素                                      张敦福 

当代新疆农村维吾尔族宗教行为分析                                            蒋力蕴 

  第 8-9 期（1997-9，10） 

数量优势下的恐惧  评亨廷顿第三篇关于文明冲突论的文章                      李慎之 

美国国家利益受到忽视                                           （美）塞缪尔亨廷顿 

美国社会发展中的种族与少数民族问题                                          马  戎 

在美国的华人：一部职业变迁的百年史                                          郑  宇 

  第 10-12 期（1997-12）【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学科建设专题讨论】 

探索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                                                  费孝通 

但开风气不为师                                                              潘乃谷 

从我所得学术实践谈社会学学科建设                                            马  戎 

中国社会学一个值得珍视的学术传统                                            周  星 

经济学与社会学：分野与互动                                                  刘世定 

汉学人类学的范式危机                                                        王铭铭 

人类学：理解与应用                                                          麻国庆 

  第 13 期（1998-4-15） 

《云南三村》英文版之“导言”与“结论”                                      费孝通 

田野工作中的文化体验                                                        于长江 

维吾尔族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现代化水平考察                                    蒋力蕴 

  第 14 期（1998-11-25） 

与君同销万古愁──两位人类学家的聚谈                                费孝通  李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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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中的“角色原理”刍议                                                王处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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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宗保 

  第 15 期（1999-3-1） 

温习派克社会学札记(连载之一)                                                费孝通 

关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研究                                                马  戎 

东南亚华族与当地主体民族“剪刀差”现象初探                                  李  红 

  第 16 期（1999-5-1） 

温习派克社会学札记(连载之二)                                                费孝通 

中国各民族之间的族际通婚                                                    马  戎 

  第 17 期（1999-9-15） 

温习派克社会学札记(连载之三)                                                费孝通 

关于“民族”定义与民族意识                                                  马  戎 

乌鲁木齐民族居住格局与民族关系                                              王建基 

费孝通先生谈学科建设                                                        潘乃谷 

  第 18 期（2000-1-5） 

温习派克社会学札记(连载之四)                                                费孝通 

民族与国家——从吴文藻的早期论述出发                                        王铭铭 

认同与融合：民族社会的发展----对一个多民族山乡的文化人类学考察              李秋洪 

苏联解体后各共和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加高兹个案                          Charles King 

  第 19 期（2000-3-15） 

温习派克社会学札记(连载之五)                                                 费孝通 

族群身份和民族国家：多元文化社会的政治社会学        约翰﹒莱克斯(John Rex) 王雪梅译 

核心与边缘国家中的族群抗争                     苏珊·奥扎克 (Susan Olzak)  张宏明译 

  第 20 期（2000-5-15） 

对第二代华裔及朝鲜美国人中的通婚和种族认同的思考       那兹里·克伯瑞尔    晏琼英译 

多元文化主义能解决问题吗？           米切尔·韦凡尔卡（Michel Wieviorka)   杨晋涛译 

  第 21 期（2000-7-15） 

俄罗斯，地区民族主义和联邦政治               格雷姆·史密斯（Graham Smith）、关凯译 

熔炉，沙拉碗——还是大蒸锅                                 Shirin Akiner著、王璇译 

  第 22 期（2000-9-15）【走向 21 世纪的社会学和人类学专辑】 

谈谈社会学的教材建设                                                        费孝通 

社会学在未来的发展与趋势                                                    李培林 

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李  强 

切实从实际出发建设好中国的社会学                                            谢遐龄 

中国的社会学和社会思想史研究                                                王处辉 

社会学者的双重角色与中国社会学                                              马  戎 

中国家族研究的进展                                                          麻国庆 

技术与社会                                                                  刘世定 

我看中国社会心理学                                                          方  文 

20年文化研究的嬗变：从启蒙到表述                                            高丙中 

中国社会学中的人类学传统                                                    周  星 

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                                                          赵旭东 

人类学的中国与世界                                                          王铭铭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邱泽奇 

当前高等院校社会学学科建设中需要重视的几个问题                              马  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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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3 期（2000-11-15） 

从实求知——费孝通先生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迎新会上的讲话 

多民族与多元文化社会之难题                      约翰·里克斯（John Rex）著、周莉译 

民族身份和“异己”                               Anna Triandafyllidou 著、王卓异译 

关于民族研究的几个问题                                                      马  戎 

  第 24 期（2001-3-15） 

试论中国的民族社会学研究                                                    马  戎 

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序言）                         Pettigrew, T.F.著、任道远译 

详析差异，寻求和谐：贝利兹内种族、民族和国家的共同建构  Laurie Kroshus Medina著、高翔译 

  第 25 期（2001-8-15）【潘光旦文集出版座谈会专辑】 

《潘光旦文集》编辑经过                                                      潘乃穆 

学习潘光旦先生的“中和位育”思想                                            韩明谟 

在《潘光旦文集》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邓锐龄 

我的三点感想——在《潘光旦文集》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葛兆光 

“人文史观”——潘光旦与我们这代人的问题                                    王铭铭 

要学习知识与技能，但更需要学习如何做人                                      马  戎 

宁夏城市回族通婚现状调查研究 —— 以银川、吴忠、灵武为例                    杨志娟 

   第 26 期（2001-12-15） 

人类学与二十一世纪                                                          费孝通 

民族生存与发展——第六届社会学人类学研讨班上的讲演                          费孝通 

在第六届研讨班座谈会上的发言                                                费孝通 

在第六届研讨班闭幕式上的发言                                                潘乃谷 

影响族群关系的政策因素                                                      靳  薇 

游走在田野与文本之间——Y村调查琐谈                                胡鸿保、姜振华 

  第 27 期（2002-2-15） 

西部开发、劳动力流动与少数民族教育                                          马  戎 

广西民族经济心理的跨文化比较                                                李秋洪 

我国族际关系的润滑剂                                                        陆天桥 

书评：评路易莎的《少数民族准则》      王富文著、胡鸿保译，孟彻理(Chas Mckhann)著、陆煜译校 

  第 28 期（2002-5-15） 

对上海社区建设的一点思考                                                    费孝通 

跋涉荒野—— 学会寻找自己的路                                  大卫·菲特曼、刘灿灿译 

有关新宗教和教派的经验研究——实践和伦理的考虑              詹姆斯.T理查森、马雪峰译 

田野工作中的守秘与披露                                  理查德·米切尔·JR、陈玲译 

男性主导情境中的女性研究者——短期研究与长期研究                  琼·内夫·格妮、石鑫译 

设法让人信服的自我呈现——关于进入田野的一些个人反思                 威廉·沙菲尔、葛婧译 

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                                              朱庆华、王继平 

  第 29 期（2002-8-15） 

对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回顾与前瞻                                            费孝通 

语言政策                                                科纳（W. Connor）、张文义译 

谓族群性？                                  保罗·布拉斯（Paul R. Brass）、马雪峰译 

文化整合                                                 唐纳德·N·莱文、熊瑜妤译 

  第 30 期（2002-11-15） 

继往开来，建设 21 世纪中国的社会学                                           费孝通 

回眸七十年                                                                  费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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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王桐龄《中国民族史》                                                      马  戎 

民族认同                                  霍洛维茨（Donald L. Horowitz）著、汪澎译 

  第 31 期（2003-2-15） 

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                                                  费孝通 

试论语言社会学在社会变迁和族群关系研究中的应用                              马  戎 

社会融合                               罗伯特·安吉尔（Robert Cooley Angell）、张 玲译 

超越自由主义与少数族群权利的自由主义族群性  埃瑞克·考夫曼（Eric Kaufmann）、苏 敏译 

  第 32 期（2003-9-15） 

关于学科建设的一次谈话                                                      费孝通 

对于人脑来说，族群是生物“物种”吗？弗朗西斯     J. 吉尔-怀特（Gil-White）、褚建芳译 

弗朗西斯 J. 吉尔-怀特文章的评论                                             马  戎 

  第 33 期（2003-12-15） 

对族群与种族研究的反思                     Martin Bulmer and John Solomos，梁茂春译 

 如家庭的一分子：种族、民族以及美国民族认同的矛盾          Patricia Hill Collins，黄霞译 

国际迁移的跨国化发展：对隐含的公民身份和文化现象的研究           Thomas Faist，史江华译 

  第 34 期（2004-4-15） 

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                                                    费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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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评：《历史学家的经线：历史心理文集》（美）孙隆基著                           马  戎 

  第 35 期（2004-9-15） 

“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                                                       费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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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族青少年民族意识形塑的研究——一个对义务教育阶段语文课本的内容分析              栗晓红 

  第 36 期（2004-12-15） 

《社会学精品原版教材系列》序言                                               费孝通 

中国城市中的族群聚居地经济：延边的朝鲜族                  哈里斯·H·金（Harris H. Kim） 

族群教育的导向和族群分层的趋势                                               刘卓锋 

  第 37 期（2005-5-20） 

费孝通教授生平 

从昆明的“魁阁”到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马  戎 

研究部之灵                                                                   杨圣敏 

人看我看我们 —— 读费孝通译著 Earthbound China                              于长江 

  第 38 期（2006-5-15） 

武陵地区的“堂祭三献礼”                                               胡鸿保，林春 

影响朝、汉族群关系变迁的因素分析                                             韩  悦 

长江上游水电开发中的民族问题                                                 石  硕 

对“民族”概念的历史唯物主义解读                                             葛  婧 

  第 39 期（2006-11-20） 

谈“民族”                                                                   费孝通 

中国人的种族历史                                                         李济  原著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民族主义                                             杨奎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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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0 期（2006-12-20） 

中国与印度：从人类学视角来看文化边陲                                  (日) 中根千枝 

从化外到化内——鄂尔泰在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                                       李若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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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一体：政治一体与文化多元的统一                                          邹汉歌 

清代民族“大一统”观念的时代变革                                            李治亭 

  第 41 期（2007-2-20） 

“祖国”的吊诡──“现代冲击”下冲绳身份认同的蜕变现象                      林泉忠 

从电影《撞车》透视新世纪美国族群关系                                        赵擎寰 

民族平等政策的不平等后果──关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一点思考                     叶晓恬 

  第 42 期（2007-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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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族群文化的错位现状与前景思考                                            常  宝 

  第 43 期（2007-7-20） 

费孝通先生在内蒙古的调查研究工作                                            潘乃谷 

论中华文明历史共识的国家认同                                                王亚南  

  第 44 期（2007-9-20） 

论中华国民共同体：渊源、发展和定型                                           王亚南 

南疆维吾尔农民工走向沿海城市 ——新疆喀什地区疏附县劳务输出调查                   马  戎 

  第 45 期（2009-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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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Minzu” 和中国“各民族”（Geminzu）的区别与联系 

——理解中国民族关系（ethnic relations）的另一个视角                                  宁  骚 

作为民族-国家基础的公民与族群民族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处在十字路口了吗？  Partha Nath Mukherji 

  第 46 期（2008-2-20） 

斯大林是否在民族问题上犯了历史性错误？——关于苏联解体的反思之一                 马  戎 

普遍的利益诉求还是少数人的诉求——新疆维汉民族关系的调查与研究                     杨圣敏 

中国地方与族群文化的多元化及其前景 

——兼评杜磊（Dru Gladney）论文《民族国家是否建构了民族？》   常宝、阳妙艳 

  第 47 期（2008-4-20） 

双重国籍：国民认同的危机抑或更好世界的预兆？——对 21 世纪国民认同的反思       Nathan Glazer 

新疆民族教育的发展与双语教育的实践                                           马  戎 

  第 48 期（2008-6-20） 

新疆南疆地区维吾尔族青少年国家认同研究                               王嘉毅、常宝宁 

从社会效应看制度安排的必要调整——鄂伦春族个案                                   何  群 

世界各国民族关系类型特征浅析                                                 马  戎 

  第 49 期（2008-9-10） 

在湘鄂川黔毗邻地区民委协作会第四届年会上的讲话                               费孝通 

费先生讲“武陵行”的研究思路                                                  潘乃谷 

“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与“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                                 马  戎 

费孝通与“桃花源”                                                            王铭铭 

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础是什么：一个少数民族社区的案例                              杨圣敏 

  第 50 期（2008-12-10） 

经济发展中的贫富差距问题——区域差异、职业差异和族群差异                          马  戎 

弥合民族裂痕，重建联邦大厦——回顾普京执政八年                                   许  涛  

字母拉丁化与土耳其的现代化                                                      昝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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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51 期（2009-2-10） 

中华民族是一个                                                               顾颉刚 

“中华民族是一个”？——追记抗战初期一场关于中国是不是多民族国家的辩论               赵志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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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新疆政区变革与城市发展——纪念新疆建省 125周年                               黄达远 

  第 52 期（2009-5-10） 

《祖荫之下》的“民族错失”与民国大理社会                                      梁永佳 

关于当前中国城市民族关系的几点思考                                           马  戎 

前秦苻坚的中国观与民族观                                                     李  方 

  第 53 期（2009-7-10） 

美国“肯定性行动”的历史沿革                                                      王凡妹 

土耳其与“东突”的“不解之缘”                                                 昝  涛 

靳薇《援助政策与西藏经济发展》序言                                             马  戎 

  第 54 期（2009-8-10） 

内蒙古草原牧区的蒙汉关系演变及影响因素——以锡盟东乌旗一个牧业社区为个案          马  戎 

寻找满族——思考“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及其影响                         定宜庄、胡鸿保 

中国历史中的政治、族群与边疆：另一张隐在的面孔 

——兼读狄宇宙、韦栋主编《中国历史中的政治边疆、族群边界以及人文地理》                袁  剑 

  第 55 期（2009-9-10）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推动西藏社会发展研究                                     马  戎 

青海民国史研究的进入、定位和难题                                             菅志翔 

【书讯】《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沈志华主编 

  第 56 期（2009-10-10） 

苏联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得失                                                   左凤荣 

唐朝西域东部异族通婚考论                                                     李  方 

外出务工对内蒙古民族混居农村的影响——内蒙古翁牛特旗农村调查                     马  戎 

  第 57 期（2009-11-10） 

近代中国的中华民族认同与国家建设                                             常  安 

疆藏骚乱原因剖析暨新加坡经验的启示                                     郑永年、单伟 

如何思考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乡土教材建设                                         马  戎 

浑身发麻：不讲“日本汉语”就不能说话？                                         裴  钰 

  第 58 期（2010-12-10） 

多民族国家还是多族裔民族国家？                                               王  丹 

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的几点思考                                               马  戎 

从现实生存到文化生存——试论小民族现代化问题的研究范式                            黄  娟 

  第 59 期（2010-1-10） 

中国社会的另一类“二元结构”                                                 马  戎 

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发展与民族融合                                         白  皓 

以不同方式唤醒民众的国家意识——追记安健和他的《劝滇蜀桂黔诸土司文》               秦  亮 

  第 60 期（2010-1-20） 

国民国家与民族问题——关于中国近代以来民族问题的历史思考                          王  柯 

宪法的民族观                                                                 李占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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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关于中国民族史研究中的几个范式“陷阱”                                   袁  剑 

种族骚乱后，洛杉矶如何恢复繁荣？                                             丁学良 

读《为什么餐厅里的黑人孩子都坐在一起》：兼论对构建中国和谐族群关系的启示          阳妙艳、常宝 

  第 61 期（2010-2-10）【苏联民族问题专辑】 

后苏联民族问题的症结                                                         金  雁 

突破民族问题高度政治化的困局—从读 В.А.季什科夫的《民族政治学论集》谈起             潘志平 

苏维埃联邦政治与族群动员                                   Philip G. Roeder，王娟译 

  第 62 期（2010-3-10） 

汉藏交融与民族认同                                                           沈卫荣 

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与“黄帝崇拜”的族群狭隘性                                 马  戎 

俄罗斯的“族群复兴”：后共产主义秩序中地区领导人的分离行动主义   Daniel S. Treisman，孟红莉译 

  第 63 期（2010-3-25） 

也谈东方主义和“西藏问题”                                                   沈卫荣 

“汉化”还是现代化                                                           马  戎 

文化分层下的民族意识构建——再读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                         袁  剑 

  第 64 期（2010-4-15） 

中国大一统的历史根源                                                         赵鼎新 

“排满”革命与国史重建                                                       王春霞 

民族国家的观念与中国实践                                                     吴  飞 

鲁迅与 20世纪维吾尔族知识分子的文化认同                             姑丽娜尔·吾甫力 

“援助”与“感恩”                                                             马  戎 

  第 65 期（2010-4-30）【清末民初“国族”构建研究专辑】 

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                                   沈松侨 

振大汉之天声——民族英雄系谱与晚清的国族想象                                 沈松侨 

  第 66 期（2010-5-1） 

略论公民权与少数民族权利                                                     范  可 

“汉奸”：想象中的单一民族国家话语                                            王  柯 

论近代思想史上的“民族”、“Nation”与“中国”                                 方维规 

  第 67 期（2010-5-15）【清末民初“国族”构建研究专辑之二】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兼论民族主义的两个问题                               沈松侨 

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                      黄兴涛 

  第 68 期（2010-6-15） 

民族宗教政策的新疆现实                                      《瞭望》新闻周刊 王健君 

自由战士还是恐怖分子？——探究维吾尔族人民的真实情况        （美国）杜磊  Dru Gladney 

  第 69 期（2010-7-10） 

重审“苏报案”                                                               黄  波 

国际政治视野下的“新疆建省”                                                 王  柯 

朝廷与藏传佛教                                                               陈  波 

失序的吉尔吉斯斯坦——内部撕裂与大国较力中的新国家                      昝涛、石晨叶 

  第 70 期（2010-7-15） 

“民族”，一个来自日本的误会——中国早期民族主义思想实质的历史考察            王  柯 

清末民初宪政世界中的“五族共和”                                               常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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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71 期（2010-8-15） 

对苏联民族政策实践效果的反思——读萨尼教授（Ronald Suny）的《历史的报复》       马  戎 

族群政治的制度逻辑——兼评菲利普·罗德的文章《苏维埃联邦政治与族群动员》       王  娟 

“左右多元化”最能淡化民族认同多元化：多民族国家的多元与认同之道——印度与南斯拉夫的比较    秦  晖 

  第 72 期（2010-8-30） 

从王朝到民族-国家：清末立宪再审视                                             常  安 

民族国家的胜利：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解体的教训   菲利普·罗德 Philip G. Roeder 著，卢露译 

  第 73 期（2010-9-15）【苏联民族问题讨论专辑】 

俄罗斯族群复兴的推动者——读丹尼尔·特瑞斯曼的《俄罗斯的“族群复兴”》         孟红莉 

区隔化制度的失败和民族国家的胜利——读《民族国家的胜利》                       卢  露 

  第 74 期（2010-11-1） 

华夏之“汉”与族群之“汉”的辨析——兼论王明柯、张兆和对“汉”的理解及学界误读许烺光的原因 王红艳 

伊斯兰复兴运动中的“原教旨主义”：现实与历史的成因                             董正华 

【历史小百科】宗方小太郎 

  第 75 期（2010-11-15） 

21世纪的中国是否存在国家分裂的风险？                                         马  戎 

“民族”概念翻译中的难题                                                        郝  瑞 

  第 76 期（2010-12-15） 

瑞士族群治理模式评说——基于“宪法爱国主义”的公民联邦制                      田飞龙 

从权利保障视角看族群自治与国家统一                                          张千帆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与现代中国的危机                                          李勤璞 

  第 77 期（2010-12-31） 

西藏社会发展与双语教育                                                       马  戎 

如何开始用比较的视角去思考苏联的族群问题                Donald L. Horowitz 著   袁剑译 

  第 78 期（2011-1-15）【民国民族史研究专辑】 

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精英：理解中国从“天下帝国”到“民族国家”进程的钥匙         马  戎 

“寻找国家”——清末民国时期蒙古地方精英国家认同的演变与形成                  常  宝 

满族民族性：帝国时代的政治化结构与后帝国时代的去政治化结构                    关  凯 

马麒的身份转换与政治抉择——兼议民国时期地方割据势力的国家意识               菅志翔 

  第 79 期（2011-1-31）【苏联民族问题讨论专辑之二】 

苏联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经验教训                                               左凤荣 

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改革及其教训——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体制的确立与影响           左凤荣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与苏联解体                                                 左凤荣 

2009 年国外社会学的族群研究回顾         马戎，马雪峰，祖力亚提·司马义，阳妙艳，赵蕊 

  第 80 期（2011-2-15） 

共产主义中国之前的国民党、穆斯林军阀和“开发大西北”运动            林孝庭著，卢云译 

乌鲁木齐城市社会空间演化及其当代启示                                        黄达远 

新疆城镇发展和双语教育的进程——南疆地区两个专题调研报告                 马  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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