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35 

极大地改善新疆和藏区的民族关系和社会、经济、文化各项事业的发展。如果他们直接参与“一

带一路”各国（中亚各国、南亚各国）的各项交往与合作工作，他们的母语能力（藏语、维吾尔

语、哈萨克语等）、文化传统（伊斯兰教、藏传佛教等）将使他们比来自国内东部地区的汉族员

工更加容易与当地政府、社区和民众的交往，更加容易得到邻近各国社会的接纳与认同。从这个

视角来看，努力办好内地西藏班、新疆班，在今天中国的全球性战略中，具有远超出一般人所能

认识到的重要意义。 

 

 

【名词讨论】 

中文的“民族”与英文的“nationality” 

 

美国学者郝瑞（Stevan Harell）： 

“事实上，术语 nationality 如其在英语中通常被使用的那样，与‘民族’即中国

同行把它译成英语 nationality 的那种概念，看起来是如此不同，以至于英语人类学家

们推测中国的民族学家们完全误译了‘民族’。他们真正要说的，与其说是 nationality，

倒不如说更像 ethnic group 一些；就此而言，他们对这些‘民族’（等于 ethnic group）

的分类就是不恰当的，因为在现实中‘民族’与英语民族学家们当作 ethnic group 来

看的那种东西显然不符。” 

“伴随人民自决观念形成，术语 nation 和 nationality 就与政治独立或政治自主权

有了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要是存在着某个没有它自己的独立自主的国家的 nation

和 nationality，那么这就是一个应该予以纠正的错误。” 

 

《论一些人类学专门术语的历史和翻译》，杨志明译，《世界民族》2001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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