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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讯】            《21 世纪中国民族问题丛书》 
《社会转型中的族群关系》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 5 月，33.9 万字） 

 

马  戎 著 

序言  

旗帜不变，稳住阵脚，调整思路，务实改革 ——对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解读 

民国时期的社会转型、政权建设与民族关系 

1940 年的盛世才与他治理下的新疆——读《盛世才上莫斯科斯大林报告书（1940）》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民族关系演变 

族群分层、文化区隔与语言应用模式 

我国藏区青年学生思想状况调查 

他山之石：美国种族关系困境症结与启示 

民族平等与群体优惠政策  

戈登《美国生活中的同化》译后记 

国家建设视角下的中国民族问题——马戎教授访谈 

中国的“族群分层与流动”研究亟待加强——马忠才《分化与整合》序言 

建议改称“汉语”为“国语” 

中国的民族问题与上世纪 50 年代的“民族识别”——祁进玉《历史记忆与认同重构》序言 

不必将民族主义贴上负面标签 

 “一带一路”各国的跨文化交流应从我国西部边疆做起 

21 世纪中国和平崛起的人才工程建设 
 

《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 5 月，26.5 万字） 

 

熊芳亮 著 
 

本书所关注的主题，并不是“中国民族理论政策要往何处去”，而是“中国民族理论政策是

由何处来”，对“五族共和”、“国民党一大宣言”、“民族自决”、“国族主义”、“国族-宗族论”、

“中华民族是一个”等引领和影响民国时期民族政治基本走向的主要理论政策和重大历史事件，

做了深入、系统的解读和阐述，在理论和史实上有了一系列突破和创新，对更加客观、准确、全

面地认识和理解新中国民族理论政策形成的历史背景和理论渊源有启发和参考意义。 

全书除“前言”外，共分为 10章，第一章 “皇权一统”与“族类隔离”，第二章 “五族共

和”的思想渊源于理论局限， 第三章 “民族自决”与《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历史真相， 第四

章  从戴季陶到蒋介石（上），第五章  从戴季陶到蒋介石（下）， 第六章  “国族主义”的起

源与异变（上）， 第七章  “国族主义”的起源与异变（下）， 第八章  共产国际、联共（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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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形成（上），第九章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新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形

成（下）， 第十章  走向人民共和。此外还有两个“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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