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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前身是建立于1952年的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在五六十年代，

研究部曾汇聚了中国大部分民族学与社会学的顶尖人才。如中国民族学与社会学的开拓者

潘光旦、吴文藻、杨成志、吴泽霖、费孝通、林耀华和李有义等人，以及他们的学生陈永龄、宋

蜀华、施联朱、王辅仁、吴恒和王晓义等著名学者。， ；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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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研究部更名为民族研究所，不久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民族学系，90

年代扩大为民族学研究院，2000年更名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半个世纪以来，名称和建

制的变化，并没有影响它致力于民族学教学与研究的宗旨，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从该院毕业

的民族学专业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已遍布全国各地，多为栋梁之材。同时出版了大量在国内

影响巨大的专著和教材。如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等人的文集。林耀华先生主编的《民族

学通论》、宋蜀华先生的《民族研究文集》、陈永龄先生的《中国民族学史》(英文版)，还出版

了全所历年研究成果的论集《民族研究论文集》(1981年一1993年，共九册)，这些出版物的

共同特点是，以实地调查的材料为基础，以中国的56个民族为主要研究对象。几十年来，这

已成为我院几代人的学术传统。

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毕竟是一个自西方传来的学科。在中国发展历史较短，近几十年

来又多次受政治运动的干扰，所以与我国一些传统的老学科相比，中国的民族学无论在专业

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方面，都是一个比较年轻、比较薄弱的学科。因此，今后本学科的重

点是加强民族学专业的基础理论和方法的建设。

为此，我们认为需要长期坚持二个方面的工作。第一，积极了解和借鉴国外学者有关的

理论、方法和实践。这就要求我们既要翻译、介绍国外一些经典的名著，又要随时掌握国外

研究的动向，将其最新的代表性作品翻译介绍给国内的读者和同行。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

个方面，继承我院50年来的传统，坚持实证性的研究方法，以中国的56个民族为主要的研

究对象，紧密联系实际，加强实地调查，以此为基础，进行理论的总结，为建立独树一帜的、有

中国特点的民族学理论而努力。

为此，我们认为有必要使我们的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迸一步系统化、规范化，并且在研

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更新我们的教材。因此，我们于2000年成立了“民族学教材与研究丛

书编委会”，目的是以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为基地，系统地编辑出版民族学专业的教材和以

．{◇



实证性研究为主的专著、调查报告和论文。

编委会将重点支持以下内容的教材和著作：

1．民族学专业主干课和紧缺的必修课教材。。

2．以实地调查资料为基础的专题研究著作。

3．国外民族学名著或前沿理论与方法的译著。．

4．有重要学术资料价值且规范的田野调查报告。

5．本院教师实证性研究的论文集。

我们要求教材的编写者，应具有多年讲授课程的资历，并且发表过有关的研究论文。我

们要求本丛书中的教材和论著应参考并引用国内外最新的相关研究成果，能够与国际学术

界对话。编委会将不资助缺乏实证基础的、纯理论著作的出版。
‘

我们希望经过若干年的努力，本套丛书能够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50年学术传统的发

扬光大，为中国民族学学科的建设和中国民族学在国际学术界中较高地位的确立做出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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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我们撰写这本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给民族学及相关学科的学生提供

一本关于中国56个民族基本情况的教材。同时，也为其他学科和对中国民

族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一本比较可靠的参考书。在读者开始阅读56个民族

的介绍之前，我们希望他们简要了解两个方面的背景知识：

一、什么是民族志，民族志的研究有什么特点，有哪些基本的方法。借

以了解本书资料的来源、价值和撰写过程。特别是对民族学专业的学生来

说，应该明白民族志决不是一般的人人皆可为之的情况报告，它有自己的学

科规范，它是科学的调查和研究的总结。 。．
．．

二、中国民族关系的历史特点。这也是56个民族共同的历史背景，是

中华各民族与世界上其他民族不同的基本特点之一。这方面的背景知识可

以帮助读者认识到，56个民族不仅各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来源，而且经过

几千年的密切交往与融合，各民族在文化、经济和政治等各方面早已血肉相

连，密不可分，具有很多共同的特点。 √ t

’●

民族志·i历史、特点与方法

什么是民族志。民族志是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家对于被研究的民族、

部落、区域的人之生活(文化)的描述与解释。民族志是英文“Ethnography

”的意译，词源出自希腊文“ethno$”(民族)和“graphein”(记述)。在古代，

民族志曾经是各种身份和职业的人，根据自己的见闻，对其他地区、其他民

族的一些记录．o当民族学(文化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建立以后，民族志就

逐渐成为民族学家所作调查和研究报告的专称。所以，民族学家(Ethnolo-

gist)也应该是民族志学家(Ethnographer)。

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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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民族志的目的，或者筑我们对所调查和研究的对象进行描述与解释的目的，就是要

对真实进行重构。重构真实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真正了解这个民族，当然包括她各个主要

的方面。 j ·

、 、

第一节 民族志资料的积累

早在民族学作为独立的学科出现以前，在遥远的古代，世界很多国家就已经积累了极为

丰富的关于异民族的记录——民族志资料。

如在古代埃及的金字塔画像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泥板文书中，在古代印度的佛教经典中，

都有很多这类的资料。在西方国家，比较有名的有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和色

诺芬的《希腊史》，古罗马凯撒大帝的《高卢战记》和史学家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等著

作j其中都有大量异民族特殊文化的记载。
”

在各国的古代文献中，有关异民族的记述，最丰富和系统的当属汉文文献。唐代颜师古

说：“志，记也，积记其事也。”清代学者章学诚说：。国史、方志，皆春秋之流别也0”①也就是

说，早在春秋时期，将记述天子所在的中央地区的文献，称为史，将记述四边地区的文献称为

志。所以晚近学者李泰芬称：“在中央者，谓之史；在地方者，谓之志”。⑦

早在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和金文文献中，就开始记录中原周围各民族有关政治、经济和

文化等方面的情况。如在周代，中央政府中设有专职的“外史”之官，其职责是“掌四方之

志”，并“诵训”(讲解)给天子，“以诏观事”，即帮助天子了解各方情况，更好地治理国家。

此后，由中央政府组织撰写四方之志就逐渐形成了一个传统，特别是在司马迁撰《史记》之

后，历代官修的24史和各种较大型的官、私著述中，几乎都有专门的篇章介绍周围的少数民

族。也有很多专门介绍四方之事的专著。其名称有志、传、书、经等多种。如《华阳国志》、

《蛮书》、《山海经》等。特别是24史中的北狄传、南越传、大宛传、西南夷传、匈奴传、突厥传

和吐蕃传等对四周各少数民族的专门传记，两千多年来，在任何一个朝代的正史中，都是一

种必须具备的内容和格式。正因为有这些系统的古代民族志的资料，如今中国的56个民

族，都可以整理出比较清楚的历史。本书各篇在分别介绍中国56个民族的族源时，也大多

引用了这些古代民族志的资料。

各国丰富的民族志资料的积累，是19世纪以后民族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得以建立的

基础。但民族学是在西方建立起来的，中国的民族志文献一直是历史学家们研究少数民族

史和民族关系史的资料。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民族志资料，一直没有从历史学中分离出

来：但一般来说，“志”与“史”的写法和体裁还是有所区别，被分别称为“志体”和“史体”。
、 ’ T

：

①<文史通义>。

②李泰芬，<方志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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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民族志与中国民族关系的历史特点 ·3·

志体是叙述性的，它全面地述往记今而以记今为主，志体主要是记述现状，将事物作横

向的分门别类的综述。志体是资料性的，它将广泛搜集、调查来的资料，经过整理辨别，分门

别类地编纂，以反映某一地区或民族的社会生活与自然环境状况，因此志书内容广泛、详细。

‘因为志是详今略古的，所以每隔一定年限就要重修，它不能只依赖已有的文献，大量资料必

须从当时当地搜集调查而得，对已有资料也需不断核实增补。因此实地调查，了解当前情

况，是修志过程中最重要的前期工作。” 。．

，

史体是论述性的，它主要是记述过去，详古略今。它所利用的资料以过去的文献为主，

辅以考古和调查资料。它记事较为集中，不像志体之广泛，而往往以时间、事件为中心线索，

侧重事物纵向的发展。它也征引大量资料，但它征引的资料较为集中，主要是为了证明自己

的观点或反映一种客观规律。因此论述部分往往是史书的主体。

在西方，由民族志资料的积累到民族学的建立，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15世纪以后，在西方对美洲、大洋洲和亚洲一些地区的“地理大发现”以后，欧洲人开始

大规模地向这些地区扩张，在异民族地区建立了大量殖民地。于是，在欧洲人看来属于野蛮

人、“初民社会”(primitive society)的各种异民族的信息，就源源不断地传回了欧洲。向欧洲

的母国发回各种报告的主要为以下三种人：传教士、商人和殖民地统治者。
j

+，欧洲人在殖民扩张的同时，还源源不断地向这些地区派遣传教使团和牧师，修筑教堂，

传播基督教和天主教。驻在殖民地的牧师不断向本国的宗教领袖、教会组织和自己的继任

人寄回当地情况的报告。这些报告以介绍当地人的宗教和各种信仰为主。

来到殖民地的欧洲商人们，则不断向本国的公司老板和商业伙伴发回有关当地的各种

物产和生产的情况。 t
1

．。 ，，

i驻在殖民地的西方统治者，目的是政治上的征服，所以他们发给本国政府的报告主要介

绍当地人的社会组织和人口等情报。 j。
、’

经过几个世纪的积累，这些资料日益丰富，并且都以档案的形式保存于各国政府、教会
“

和商业公司中。‘ ． ，

‘。

第二节 古典民族学的诞生‘ ．

18世纪以后，工业革命推动欧洲国家加强了对殖民地的扩张：为了配合对殖民地的统

治，欧洲各主要国家纷纷建立了一些专门从事殖民地民族研究的组织。他们都以来自殖民

地的各类档案为研究资料。但这种专门研究并没有造成民族学的诞生，因为它缺乏科学的

理论和方法。

19世纪中叶以后，由达尔文(1809--1882)所创，用来解释动、植物界发展规律的进化

论，被应用于解释人类社会。人类社会是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规律被广泛认同。

于是西方学者们认识到，殖民地那些“初民社会”中的各种状况，正是他们自己的过去：他

-■■I-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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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希望通过对殖民地各后进民族的研究，来了解本民族和人类进化的历史。他们的研究资

料就是积累了几百年的、来自殖民地的大量档案和报告。于是专业的民族学(人类学)家和

民族学(人类学)诞生了。 √： 一”
，： ，、

但是，最初的民族学家都被称为扶手椅里的民族学家，又被称为抽屉里的民族学家。因

为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在书房的扶手椅里阅读由其他人提供的民族志资料。他们中也有人做

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如摩尔根。但他们却将实地调查与民族志的写作分开，没有将这两者视

为科学方法的完整过程。他们轻视实地调查，而将主要精力用于阅读前人留下的各种民族

志文献，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和写作。他们都信奉进化论和传播学派的思想，沉浸于用这些思

想和理论对全球的文化进行宏观的归纳和建构的工作。他们的理论著作都是这些文献资料

的堆砌。这一辈人中最突出的人物弗雷泽，他的名著《金枝》，篇幅达5000页之多。

这个时期的民族学，尽管已经有了进化论的理论来从宏观上归纳和解释各种民族志的

材料，却缺乏科学的研究方法，也缺乏对更具体和微观的文化现象进行分类和解释的理论。

t首先，他们将田野调查与民族志的写作完全脱节；其次，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的写作都没

有科学的规范。于是民族学就完全处于一种开放的状态。任何人，不管他是什么专业背景，

甚至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只要对民族学感兴趣，就可以自由涉猎，并且发表大量的著作。

由于没有专业的规范，民族学处于一种无序的混乱状态。民族学成了公众的乐园。这个时

期的民族学(人类学)，被称为古典民族学。 。

q
．‘ !

第三节科学规范的建立
’

’

：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民族学家们纷纷走出书斋，奔向田野，去做实地调查。这是因

为：一，很多学者注意到，他们研究和讨论的异民族文化正在消失，必须抓紧时间去搜集这些

正在消亡的文化；二，旧材料已被反复引用，没有任何新意，并且由于这些材料之来源与记述

的混杂陈旧，记述者多带着某种偏见，没有足够的可靠性；三，后起的学者们，对于这些被老

一代反复翻检、归纳和论述的旧材料已不感兴趣，他们对社会和文化的新的认识和思想，都

需要用更新更具体的材料来论述。
‘

学者们开始将田野调查作为科学研究的一部分，他们组织了很多综合调查队，对一些异

民族地区进行大面积的综合调查。于是就逐渐产生了一些田野工作的规范。1874年，不列

颠科学协会出版了田野调查专业手册《人类学的记录和询问》。20世纪初，剑桥大学的里弗

斯(Rivers)提出了大面积的泛泛调查(Survey work)与小区域的深入调查(Intensive work)的

区别，而后者是一种新的方法。他认为，应该对调查的范围和深度有所规范，调查者应该在

一个几百人的社区里生活一年或更长时间，了解社区所有的方面，了解他们生活习俗的每一

个细节。他已经指明了新的田野工作的方向。．这个时期，在田野工作中做出最突出贡献的

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第一位人类学教授——博厄斯(Franz Boas 1858—1942)。‘1897--1902

_●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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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他带领他的学生们对北太平洋沿岸的土著民族进行了大面积考察，他要求学生们事无巨

细地全面搜集土著人的材料，要学会当地人的语言，直接与被访问者交流。他自己就学会了

12种土著人语言。这些做法都为田野工作的规范化打下了基础。 ，

20世纪，在欧洲和北美，民族学已经形成了一个阵容不小的知识分子群体，但是它的学

科地位尚未确立，公众乐园的状况并没有完全改观。这对学科的发展和从事该专业的学者

都是不利的。要确立学科地位，在科学的领域要求自己的一席之地，最重要的是要证明这是

一门科学，在理论和方法上，都要有自己专业的学术规范，都要达到一定的科学标准。

在这方面做出最重要贡献的是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从他以后，民族

学完成了从古典到现代的过渡。在马林诺夫斯基以前，尽管学者们已经开始亲自去实地调

查，但他们的调查方法还很不成熟，特别是实地调查并没有与民族志的写作很好地结合起

来。也就是说，他们的作品多不是以自己的调查资料为主要基础。．

马林诺夫斯基开始用功能论的理论来解释和分析各种更具体的社会和微观的文化现

象。功能学派认为，民族学应该探讨各种文化现象的社会功能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这种理

论的产生，一方面可以用于解释进化论难以归纳的微观文化现象；另外，也激励学者们为了

更深入地了解社会的各种微观现象，亲自去实地调查。

、： 从马林诺夫斯基开始，产生了全新的田野工作模式，与旧的民族志的生产模式完全决

裂。马氏主张，科学的任务是描述感觉经验，并将其当成一切论证的依据。为此，自然科学

家是在实验室里工作，并将自己实验的过程和观察的结果写成科学报告；民族学家的实验室

是他们研究的社会，他们必须亲自去实地“参与观察”，并将这种亲身的见闻写成自己的科

学报告——民族志。正如自然科学的实验有一套科学的程序一样，民族学家必须结束过去

那种粗糙和随意的调查方式，在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的写作中建立自己的一套科学标准，自己

的模式。马林诺夫斯基并以自己在南太平洋的特罗布里恩(Trobriand)岛上两年的实地调

查，和完全以此为基础撰写的民族志做出了这种工作模式的范本。他在岛上生活了两年，完

全与当地居民同吃住，学会了当地的语言，创造了一整套搜集资料的技术和方法。

他的学术生涯和工作规范为后人竖起了一个榜样：接受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训练——

做田野调查——撰写民族志——获得承认。以后凡是想以民族学为职业的人都毫无例外地

要遵循这样的道路，除此之外的人都成了民族学的业余爱好者j从此以后，“承认那些从未

亲自对至少一种文化进行深入研究的任何权威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①也就是说。

任何以民族学为专业的人，必须至少对一个民族(社区)做过实地的调查，并且以此为基础

写出民族志。马林诺夫斯基及其以后的学者们，为民族志的特点和方法，即现代民族志的工

作模式，都做出了哪些说明、规范和要求呢?

，十L

①夏建中译，R·布朗，<社会人类学方法)，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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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民族志的特点
’

，．

，。-，

’

■

尽管我们说，自马林诺夫斯基以后，现代的民族学已经建立起来，民族志的方法和理论

已经更加科学，但比起其他许多学科，如社会学、心理学和历史学等，民族志的研究和撰写过

程，还是缺乏严格规范的标准。例如，美国的Jackson女士曾专门对民族学家的田野笔记进

行研究，她通过与70个田野工作者对话并翻阅他们的笔记，发现他们大多“缺少规范的方

法，也缺少有关方法论的知识”①。所以，我们只能将学界的一些基本共识，加以归纳。

1．质性的研究
‘

．’

对事物(个案)进行实证主义的研究，探讨它的性质、意义或事物之间相互的关系时，可

以有两种研究方式。一种叫“质性的”(QuMitative)，或称为“定性的”研究方式；另一种Ⅱq

“量化的”(Quantitative)或称为“定量的”研究方式。民族志主要是一种“质性”的研究，或

称“定性”的研究。 ．

质性研究一般是指对单一个案进行独特性和复杂性的探讨，追踪事物产生、演化和发展

的全过程。世间的事物都有产生、发展和消失的过程与原因，质性研究就是要追踪这个全过

程，探讨这个原因与背景。通过对事物本身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和事物内部不同因素之间

的关系的细致描述来揭露事物的性质和意义。

定量研究一般是要同时对多个个案进行调查与研究，通过对多个个案的数量程度、比率

关系，事物之间量的高低或事物之间量的比率的归纳、统计与对比，来揭露事物本身及事物

之间关系的性质和意义。

量化的研究方法从现象的重复中寻求意义的浮现，质性的研究方法在单一事例的演进

过程中寻找意义的浮现。在质性研究中，每个个案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要探讨的是它的细

节，通过对细节的探究和描述，来揭露个案的独特性和复杂性。质性研究的途径通常是要找

到一些有代表意义的点，加深描述，来显示个案独具的复杂性。

量化研究则要找多个个案或一种能反复出现的关系，用许多能够重复观察的场景，来进

行比率的统计，以获得涵盖那种关系的代表性说法。

一般来说，自然科学是以量化研究为基础，这类研究主要是在实验室中进行，研究者观

察和记录在一种固定的变量关系中，相同的结果出现的频率，借以建立这种变量关系的模

型。如：电阻×电流=电压，就是这样的一种模型。

属于社会科学领域的心理学与社会学，也较多使用量化的研究方法。如心理实验与社

① Jackson，J．E。I眦a field note”，FieM 110teB越a symbol 0f professional identity．In R．sanjak Ed，Field nott碧：The

making 0f Anthropology PP．3-33．Idmca。N Y：Comell University Press．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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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充实表明事物真相的架构；3．对整个事物的意义进行诠释：7 ．。。

一t

诠释是否能做好，基础在于是否有现场经验，而且与现场是否确实看到或访谈到了有重

要关系。民族志的撰写者不能轻易地提出假设，到实地调查也不要只是想检验假设，而是要

观察足够长的时间，找出看似平常的事物的内部关系和意义。除了问人之外，要尽量自己涉

入现场的活动过程，作自然观察，才可能了解事情的真相并撰写出有价值的民族志作品。自

马林诺夫斯基以后，参与观察已成为民族志的生产模式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基本和首要的环

节。 u：f‘： ’．1 o 。·⋯·
，，’7‘‘ 一、，：’

- 一、
‘

?：
．．

，

3．厚重细致的描述 ’l’ ；'。 ．。．t、 ：
，’

。： 厚重细致的描述，是质性研究的重要特点。在质性研究中，研究者的观点是通过事物本

身的细节来表达的0为了将研究者在现场的认真观察与体验直接而真实地表达出来，质性

研究就要将一些能够表达独特关系的情节和背景，深人而细致地描述出来，以加深读者的印

象和对这种关系的理解。
+’

。。一

。

厚实之描述，目的是要尽量为读者建立一种感同身受的了解，要通过这种厚实的描述，

尽量把真实的情境和经验带给读者，使读者分享研究者的感受，受到较深的刺激，促使他们

关注和思考这个问题，达到自然的概括，以争取他们对研究者观点的认同。详细的描述，就

是要让自己的观点显得合情合理。研究者在现场要认真观察与体验，并在写作中把这种现

场的观察和体验直接表达出来。 一．
，‘．

‘

，；，

在进入实地进行调查以前，我们都会确定一个研究的主题。进入实地以后，我们就要将

研究主题(Issue)逐渐演化为所调查的社区、人物和事件的问题(problem)。研究主题一般

比较简单明了，但纳入被访者的问题以后，就会成为较复杂、琐细、实际的问题。好的问题会

提供有力的悬念结构，借此可组织对一个个案之深入的探究，使研究主题最终由对被访者的

问题的调查、描述和解释而被证明(解释)。当通过调查而对被访者的问题给以细致的叙述

和解释时，研究主题的结论也就呼之欲出了。 -‘+ ： 。 ，

4．与自然主义的区别 ：i’‘

民族志虽然在理论探讨上没有很明显的目的性，但它与自然主义的描写也是有区别的。

自然主义往往是追踪事物表面的现象进行描述。而民族志的特点则在于，它更重视了解事

物内部的结构和关系、事物的背景。

彳 质性研究是要用一些具体的描述来说服读者，它铺陈的是单一事物的过程。而在叙述

之前，民族志的作者要先建构一个该事物的架构，然后把实地调查到的各种材料，充实进这

个架构之中。但这个架构的建立，不是一个虚拟的过程，这是真相的架构，不是虚构的小说

结构。因此这个架构的建立，需要实地的调查、认真的推理和思考。当研究者经过初步的调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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