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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九大为中国未来发展描绘了蓝图，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速度的持续加快，国内

的区域关系、民族关系、社会结构等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为了更好地适应变化着的新形势，更好地发挥

社会学的服务功能，建议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学科建设和相关研究: ( 1) 在西部地区组织开展广泛深入的

基层社区田野调查; ( 2) 对国内各地区民族关系的历史演变进程开展文献档案分析和口述史调查; ( 3) 对

其他国家在民族关系、民族制度与政策方面的理论探讨和社会实践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进行分析与借

鉴。同时应注意在研究与讨论中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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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央召开十八大以来，中国国内的社会经

济发展速度持续加快，在外交领域中也逐步从改

革开放初期“韬光养晦”的低调发展过渡到今

天大力推动的 “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的发展

目标也从 “建设小康社会”到进一步提出 “建

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远设想。自从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不断加强与完善各地区的基础设施

建设，推动区域之间的经济整合，已经建立起全

国性的网络平台和物流系统。与此同时，由中央

政府主导的省际对口支援、产业转移项目和边境

口岸建设也使西部边疆地区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

之间的经济合作进一步加深。在这些领域中的快

速发展必然推动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人口流动，

在 2. 6 亿流动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从东部和中

部地区来到西藏和新疆等边疆地区。大量汉族为

主的流动人口以及他们从事的新兴经济活动，对

我国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传统经济模式、社会

组织、语言文化环境等造成前所未有的深刻影

响，我国西部边疆地区的民族关系和社会发展也

随之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使得维护社会稳定、长

治久安和民族团结成为当地政府工作的重要内

容。这些新出现的民族关系和社会问题给我国社

会科学工作者提出新任务，展现了一系列全新的

研究课题。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国各学科的学者可以依

据各自学科的传统优势对我国西部边疆地区的民

族关系和社会问题开展系统与深入的研究。一方

面，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民族关

系现状和边疆地区的发展新态势，为国家在新形

势下的政策应对提供鲜活的新知识，也为政府从

长远发展角度出发进行必要的制度与政策设计调

整提出建议，发挥智库作用。另一方面，这些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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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俱进的研究工作和学术实践也必然推动各学科

自身的学术创新和各学科之间的研究合作。在现

代化的发展道路上，13 亿中国人的伟大社会实

践是没有先例可循的，中华民族有几千年延续不

断的历史和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在群体认同意

识构建方面有传统的“天下观”和 “华夷之辨”
“和而不同”等类别理念。鸦片战争后在帝国主

义的侵略冲击下，中国一度陷于受欺凌的低谷，

1949 年后中国人民才真正自信地站立起来，20
世纪 80 年代后的改革开放政策引导中国人民走

出自己独特的社会与文化转型道路。从许多方面

看，中国的发展道路与其他所有国家走过的道路

都很不一样，因此，中国的发展经历很自然地在

人类社会发展模式格局中增加一个有鲜亮特色的

特殊案例。在对 “中国道路”这一案例的研究

过程中，取得的研究成果必然会推动社会科学各

个学科的学术创新。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人类社会从来就是由多

种族、多族群的成员所组成，人群的跨地域迁移

和群体之间的交流交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常态。
正是群体交往中出现的各类复杂模式推动人类社

会呈现出多彩动态的演变与发展。以人类社会结

构变迁、发展规律、主要特征与影响因素为研究

对象的社会学，必然会把社会中的族群关系及其

演变作为研究的重要主题，并在长期对世界各地

的族群研究中发展出深厚的学术积累。所以，我

们看到在社会学学科历史悠久、比较发达的欧美

各国，社会学家们都把国内种族、族群关系研究

和民族主义思潮、民族主义运动作为重要的研究

专题。正是由于白人、黑人、亚裔和西班牙语裔

之间的群体关系直接影响到美国社会稳定、治安

和经济发展，所以在美国社会学会中，人数规模

最大的专业委员会是“种族与族群研究”。
老一辈中国社会学家中有许多人曾经十分关

注中国的民族问题，如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

先生等在上世纪很早就开始讨论中国的民族关系

并开展田野调查。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各民族团

结一致共同抗战，救亡图存的民族危机使 “中

华民族”认同观念深入人心。新中国成立后，

全国各族人民投身到一系列的政治解放和经济建

设的运动当中，历经土地改革、合作化、人民公

社运动以及后来的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

大潮。21 世纪初中央政府推出的 “西部大开发”
发展战略和 “小康社会”建设，给边疆各族人

民和当地社会带来一系列深刻变化，极大提高了

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与社会福利， “多元一体”
的中华民族格局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

社会发展的道路从来都不可能是一路坦途

的。如前所述，历史造成的不同地区之间发展不

平衡和近年来边疆地区社会经济的快速变化，对

当地民族关系和社会稳定造成一定冲击。面对这

些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社会学研究者可以

从几个方面开展学术研究工作。

一、在西部地区组织开展广泛深入的
基层社区田野调查

这些调查可以用各种不同方式来进行组织和

实施，包括社区调查、入户访谈和问卷调查等。
内蒙古牧区、青藏高原农牧区、新疆城镇 － 绿洲

社区、云贵川山区等都可以作为社会学家的调查

地点。通过这些以社区为对象的实地调查，我们

可以深入了解当地民众的基本生活状况、民众的

真实想法和社区发展现状。同时，社会学家也可

以选择一些重要的议题，如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态

势、城乡居民贫困问题、政府扶贫项目的工作实

效、城乡流动人口的居住与就业、双语教育的进

展、当地各族民众的日常交往情况等，都可以选

择有代表性的地区，组织区域性专题调研。在不

同地区得到的调查结果，可以进行纵向演变分析

和区域间的横向比较，分析各地区具有的共性和

特性。这些调查结果可以为我们深入了解边疆和

各民族地区的历史发展脉络和当前民族关系中的

核心问题提供必要的基础性研究素材。
在进行研究设计时，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国家

学者用于调查分析国内族群关系的研究专题和变

量系统，同时也需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设计

一些符合我国各地现实情况的研究专题和分析指

标，争取在研究方法方面也能有所创新。

二、对国内各地区民族关系的历史
演变进程开展文献档案分析和

口述史调查
今天中国的民族关系是历史上群体关系的延

续，我们不可能割断历史。各朝代在处理疆域内

不同群体和处理与境外族群的关系方面都有丰富

的经验积累。特别是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民族关系

演变，对于我们理解今天中国的民族关系尤为重

要。鸦片战争后，在外部帝国主义势力的军事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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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和政治文化影响下，中国内外群体关系和相应

的话语体系经历了持续的演变与转型，体制和政

策也在不断变化和调整。为了深入追溯和理解这

一转型过程，可以围绕下述专题展开研究:

( 一) 几个核心概念的概念史研究。“民族”
“国族”“语言 － 方言”等有关群体类别的概念

和“中华民族” “汉族” “满族” “维吾尔族”
“回族”等具体群体的概念及词汇符号，以及

“中国本部” “中亚”等具有政治意涵的地理概

念，都是在鸦片战争后才出现在中国人的话语体

系中，其中有的概念直接从外国引入，有的概念

在引入后又发生了调整变化。因此，我们应当对

今天中国社会流行的许多重要的核心概念和相关

话语体系进行源头追溯。
目前汉语中涉及社会、经济、科技等领域的

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甲午战争后

借助日本的汉文译本输入的西方知识话语体系。
许多中国学者的早期译法最终被日文译法所取

代，如 严 复 曾 把 sociology 译 为 “群 学”， 把

economics 译 为 “资 生 学”，把 philosophy 译 为

“智学”，但是最后中国学界普遍接受并沿用至

今的，还是日本汉字的译法 “社会学” “经济

学”和“哲学”。而在民国时期流行的 “国族”
“国文”“国语”等概念，1949 年后在中国大陆

已停止使用。另外，有些外国词汇也曾一度被采

用，如中国共产党在建设革命根据地政权时使用

的“苏维埃”，国际歌词中的 “英特纳雄耐尔”
则直接是外国词汇的音译。有关的概念史研究，

可以帮助我们追溯近代中国人的思想心路。
( 二) 1949 年后中国群体称谓体系的新变

化。首先是对新中国建立后开展的 “民族识别”
工作过程的口述史调查。正是这一由政府主导的

“民族识别”工作，奠定了今天 56 个民族的基

本框架。每个民族的具体识别过程和当时的讨论

都会给我们提供宝贵的研究素材，有助于我们理

解今天中国民族大框架的历史由来和背后的政

治、文化含义。1945 年台湾回归祖国后，国民

政府参照日据时期的称呼，把台湾山区少数群体

称为“高山族”，这一用法在上世纪 50 年代大

陆进行民族识别时被沿用，成为今天中国的 56
个民族之一。20 世纪 60 年代后，大陆学术界经

港台学者由西方引入 “族群” ( ethnic group) 概

念。而台湾受到美国话语体系的影响，把山区少

数群体改称为由多个“族群”组成的 “原住民”

群体。今天，台 湾 十 几 个 “族 群”、澳 门 几 万

“土生葡人”如何纳入中国现有的民族体系? 第

四次人口普查中的 64 万 “未识别人口”如何纳

入中国现行的民族体系? 这些都是今天在思考中

国民族关系时必须面对的实际问题。
上述这些重要核心概念的出现、演变进程及

影响因素，无疑是社会学在概念史研究领域应关

注的重要内容。
( 三) 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各个具体地区

“民族”关系演变过程的考证与分析。如外蒙古

和内蒙古地区的历史演变，新疆 “三区革命”
运动的历史演变，新疆、卫藏、青海、西康、东

北等地区行政区划与行政管理体制的演变，民国

政府对新疆、藏区、青海、蒙古地区地方精英人

士的培养与任用， “回回” ( 回民) 与 “回族”
概念的演变，等等。对这些地区的近代民族关系

演变历史开展深入和系统的研究，对于我们理解

一些重要历史问题的由来和其政治文化含义非常

重要，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辛亥革命后在复杂条件

下，中华民族“民族建构” ( nation-building) 的

具体进程。
( 四) 除了汉文文献提供的与 “民族”有

关的概 念 史 研 究 外， 我 们 还 应 当 对 蒙 古 文、
藏文、维 吾 尔 文、哈 萨 克 文 等 少 数 民 族 文 字

文献中的相 关 核 心 词 汇 ( 相 当 于 汉 文 的 “民

族”“国族”“语言 － 方言”“中华民族”“汉

族”“满族” “维吾尔族” “回族”等重要概

念) 的演变 史 进 行 研 究。例 如 : 在 藏 文 中 如

何称呼藏语 系 内 的 各 群 体 ( 安 多、康 巴 等 ) 、
汉人群体、其 他 群 体 ( 如 蒙 古 人、新 疆 突 厥

语族人群、彝人等) ，如何称呼中原王朝和其

他地方 政 权，如 何 称 呼 喜 马 拉 雅 山 南 麓 的 各

种人群，等 等。以 少 数 民 族 文 献 为 素 材 的 群

体概念 史 研 究，是 当 前 我 国 民 族 研 究 中 一 个

特别薄弱、今后必须加强的领域。

三、对其他国家在民族关系、相关
制度与政策方面的理论探讨和社会
实践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进行

分析与借鉴

由于历史发展的轨迹不同、具体国情不同，

我们不可能把其他国家的发展历程与中国进行简

单对比。但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存在某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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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共性，其他国家在民族事务领域的制度和政

策设计方面的基础理论、政策思路、实践效果

等，仍然可以作为我们研究分析中国民族问题

( 历史、现实状况、发展前景) 的重要参考系。
下面几个是可供研究的有代表性的国家和群体:

( 一) 沙皇俄国自彼得大帝开启了 “大俄罗

斯民族建构” ( nation-building) 进程，十月革命

后有斯大林民族理论在苏联的 70 年实践，再到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和其他前苏联国家在民族

问题方 面 的 理 论 与 政 策 调 整。俄 罗 斯 联 邦 在

1997 年正式废除身份证上的 “民族”一栏，在

“国家民族”和“族裔民族”的话语体系上进行

调整，努力构建“俄罗斯民族国家”。这一系列

理论演变和政策调整背后的逻辑，值得我们研究

和思考。
( 二) 美国从移民群体开拓殖民地起步，独

立后建立联邦制，大量输入黑人时恢复奴隶制，

驱除本土印第安人并设立 “保留地”制度，南

北战争解放黑奴后实行歧视性的种族隔离制度，

20 世纪 60 年代的“民权运动”对种族关系在制

度和政策上进行了重大调整，但是今天美国仍然

面临严峻的种族和族群问题。对美国的 “美利

坚民族”的 “民族建构” ( nation-building) 进

程、种族 － 族群关系演变进程以及美国学术界对

各历史阶段的理论分析与讨论，可以为我们提供

一些有益的启示。
( 三) 印度作为一个古代文明体系，在近代

分裂为上百个土邦，种姓制度和宗教冲突贯穿印

度次大陆的历史。沦为英国殖民地后，印度在英

国殖民政府的统治下开始在群体认同意识方面出

现“共同体”意识的构建。获得独立后因宗教

因素发生“印巴分治”，并参照语言、族群和宗

教因素构建了联邦体制。印度的 “民族建构”
( nation-building ) 有 其 成 功 之 处，也 有 失 败 之

处，值得我们研究。
( 四) 其他一些国家的“民族主义”思潮和

运动的典型案例，如英国的爱尔兰和苏格兰、西

班牙的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加拿大的魁北克、
以色列 －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等等，对于这些案

例的分析将有助于丰富我们的知识体系和拓展我

们的理论视野。
对于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这些国外的经验和案

例，如何看待其他国家在处理民族 － 族群关系方

面的具体实践，在中国学者当中会有不同的观点

和解读，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十分自然。应当把

这些相关的研究讨论作为学术问题来开展，在讨

论中允许发表不同意见，切忌乱扣政治帽子。

四、在研究与讨论中要坚持
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在调查研究和学术讨论中，我们一定要坚

持 “实事求是” “从实求知”的科学态度，学

术研究不是简单的政治表态，认识到什么程度

就讲到什么程度，尚未认识清楚的就坚持继续

研究。在 中 国 的 民 族 问 题 研 究 中，必 须 克 服

“两个凡是”式的僵化思维。马列主义经典作

家的论著、不同时期的党中央文件和领导人讲

话，都是我们开展研究工作的重要基础，但是

这些经典著作和历史文献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发表的，而且受到当时的时代限制和人的认识

水平的局限。历史潮流不断推进，社会不断发

展变化，因此我们不能把这些文献作为绝对的

教条来尊奉。研究工作自然要认真关注这些历

史文献和政府文件，但是我们的研究设计和讨

论不能 片 面 地 从 这 些 文 件 中 的 词 句 和 概 念 出

发，而应当从社会现实问题出发。我们必须坚

持 “不唯上、不唯书”的科学态度。这些历史

文献和领导人讲话中提出的观点，也需要在今

后的社会实践中加以检验。 “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唯一标准”。
最后我想指出的是，在社会科学的诸学科当

中，社会学是直接以现实社会中活生生的人群为

研究对象的一个学科，当今现实生活中复杂的族

际关系问题必然是社会学家重点关注的研究领

域，这也是民国时期老一代社会学家关注民族问

题的主要原因。1952 年大学 “院系调整”中取

消了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当时原来研究社会

学 的 老 一 代 学 者 都 被 调 到 中 央 民 族 学 院 从 事

“民族问题研究”，并参与 “民族识别”工作。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后，各大学逐步恢复传

统学科，社会学在 1979 年得以恢复和重建，同

时各民族院校长期从事 “民族研究”的学术队

伍设立了民族学学科，90 年代一些院校重建了

人类学学科。所以，当前我国的学科设置体系有

其历史根源。但是，也正是因为各院校的民族学

学科注重研究民族问题并在这一领域有深厚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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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传统与积累，所以各大学的社会学学科便很少

涉及民族问题研究。
从目前的格局来看，在北大、清华、人大、

复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我国著名综合大学

里的社会学系里，基本上没有学者研究民族问

题。我这些年坚持研究民族问题，其原因是我曾

在美国学习，回国后关注民族研究，算作一个例

外。考虑到我国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及其

关系全局的重要性和我国社会学界的研究现状，

我想在这里呼吁，国内各重点大学的社会学系在

今后应更加关注民族问题研究，引进青年人才，

拓展研究领域。这不仅仅是中国社会学今后发展

的需要，也是中国社会发展实践的需要。我们在

21 世纪如何加强 “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如

何真正构建一个牢固的 “中华民族共同体”，这

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维护国家统一、社会稳

定、民族团结的头等大事。

A Study of Ethnic Ｒelation Issues in Border Areas of China
under the New Situation———A Speech at the Conference of the
Departments of Political Science，Sociology and Ethnology
Hel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n December 17，2017

MA Ｒong
(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083)

［Abstract］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has drawn a blueprint for China’ s future development，
and with the accelerated speed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profound changes will continue to
take place in regional relations，ethnic relations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China．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new
situation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service function of Sociology，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or carrying out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nd relevant studies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1 ) organizing and conducting
extensive and in － depth field surveys in grass － root communities in Western areas; 2 ) making analysis of
document achieves and oral history surveys of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process of ethnic relations in various
regions of China; and 3 ) making analysis of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and lessons of other countries in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social practice of ethnic relation，ethnic system and policies and taking them as
reference． Meanwhile，the scientific attitude of“seeking truth from facts”should be adhered to in research
and discussions．

［Key words］ the new situation; border area; ethnic 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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