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45 

 

西东列强侵略 

 

“中国”作为流传久远、妇孺尽知的简练称号，当然被朝野所袭用。梁启超、汪康年等力主，

应当扬弃“中国者，天下之中也”的妄见，但“中国”这个自古相沿的名称可以继续使用，以遵

从传统习惯，激发国民精神。他们指出，以约定俗成的专词作国名，是世界通则，西洋、东洋皆

不乏其例。如果说，“大清”和“中国”在清末曾并列国名，交替使用，那么，辛亥革命以后，

“中国”先后作为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以正式国名被国人共用，并为国际社会普

遍肯认。今人当在全面观照“中国”的古典义和现代义及二者的因革转化的基础上，使用“中

国”一词。 

 

 

 

 

 

 

 
 

【书讯】          二十一世纪中国民族问题丛书 
 

《族群交往与宗教共处 

——2007 年北京论坛分论坛文集》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年 7月 

 

马  戎 主编 

 

目 录 

 

导言                                                                      马  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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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森·格莱泽（Nathan Glazer） 

外族统治的社会学分析                               迈克尔·赫克特（Michael Hechter） 

战争、民族主义与神圣性                               约翰·哈钦森（John Hutchinson） 

加拿大、西班牙和英国如何协调民族多样性     蒙特塞拉特·吉伯淖（Montserral Guibernau） 

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和中国的少数族群：比较和对照     科林·马克拉斯（Colin Mackerras） 

“亚裔人”、“黄种人”、“名誉白人”？ 

——亚裔族群在美国种族分层制度中的社会定位和身份认同                   周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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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萨·内斯·慕克吉（Partha Mukherji）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46 

民族身份认同“危机”视角下的美国移民辩论困境                        陈崛斌、梅仁毅 

中文“民族”和中国“各民族”的区别与联系 

——理解中国族群关系（ethnic relations）的另一个视角                       宁  骚 

少数民族教育政策与和谐的多元文化论                            白杰瑞（G. Postiglione） 

作为族群认同担当者的族群企业家 

——中国凉山彝族（诺苏）的个案研究                        王海（Thomas Heberer） 

劳动力市场跨国化和跨国的非正规经济                                          李明欢 

民族形象之擅用：全球化进程中韩国的大米之文化政治学                          金光亿 

茶及其“他者”                                                              王铭铭 

汉藏历史关系的新思考﹕一个反思性历史研究                                    王明珂 

族群孤岛与族群边界的维持                                                    周大鸣 

关于民族地区形象宣传的几点思考                                              于长江 

宗教仪式、边界以及在差异中共存                          罗伯特·韦勒（Robert Weller） 

印度的国家、宗教多数群体和宗教共生现象                         奥门（T. K. Oommen） 

印度的宗教共存                                        阿尼塔·夏尔玛（Anita Sharma） 

宗教行动者：宗教群体资格论                                                  方  文 

马来西亚的族群、宗教多样性和族群和谐                         陈志明（Tan Chee-beng） 

 
 
 
 
 
 
 
 
 
 
 
 
 
 
 
 
 
***********************************************************************************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 1 期-第 237 期均可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图书分馆网页下载： 

http://www.sachina.edu.cn/library/journal.php?journal=1. 

也可登陆《中国民族宗教网》http://www.mzb.com.cn/html/Home/category/36460-1.htm 

在“学术通讯”部分下载各期《通讯》。 

《通讯》所刊载论文仅向读者提供各类学术信息，供大家参考，并不代表编辑人员的观点。 
*********************************************************************************** 

 

—————————————————————————————————————————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王娟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邮编：100871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 

http://www.sachina.edu.cn/library/journal.php?journal=1
http://www.mzb.com.cn/html/Home/category/36460-1.htm
mailto:marong@pk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