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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社会学学会民族社会学

专业委员会座谈会侧记

19 9 3年 5月 7日
,

湖北省社会学学会民族社会

学专业委员会在中南民族学院召开了在民族地区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建立和发展民族社会学理论

的专题座谈会
。

座谈会由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主任
、

中南民

族学院副院长唐奇甜副研究员主持
。

副院长彭英明

教授和刘孝瑜
、

谢志民教授
,

答振益
、

罗东山
、

彭

武文
、

许云详副教授
,

民族学博物馆馆长丁家荣以

及云南省社会学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朱赤平

先生等 10 余人参加了座谈
。

与会同志指出
,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
,

特

别是在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后
,

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出现了一些新情况
、

新问

题
,

迫切需要民族社会学给予研究
。

概括起来
,

谁

些问题主要是
:

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过去在国家长

期扶持下形成的依赖思想与实现
“
三步走

”
战略目

标的矛盾 ; 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落后的社会生产力
与资源开发的矛盾 , 耻于谈买卖

、

做生意与发展商

品生产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矛盾 , 市场经济体系

的培育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和党的民族政策的矛

盾 , 每个民族的民族意识的强化与社会主义民族关

系淡化的矛盾 , 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越拉越大

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矛盾
。

所有这些

矛盾的发展变化
,

必将引起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

社会结构
、

经济结构
、

生产方式
、

生活方式
、

政洽

参与和利益分配以及价值观念和民族关系的深刻变

化
。

如何看待这种变化
,

怎样确保少数民族和民族

地区的社会安定团结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
,

这是斋要民族社会学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迫切给

予回答的重要问题
。

这就告诉我们
,

在民族地区建

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给民族社会学工作者提

出了一系列的新的研究课题
。

与舍同志认为
,
以研究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社

会经济和文化变迁规律为主要对象的民族社会学虽

然在解决这以上间题方面具有其它学科不可替代的

优势
,

但其难度也是不小的
。

这是因为民族社会学

正处在创建的过程中
,

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

和研究方法
。

因此
,

它不得不借用与之相近的民族

学
、

社会学
、

文化人类学乃至政治经济学
、

社会心

理学
、

公共关系学
、

教育学和人口学等学科的有关

理论和方法来协同解决问题
。

有关同志指出
,

在这

种情况下
,

把过多的时间用在划地盘
、

争对象
、

扣

概念
、

谈定义上
,

是不可取的
。

因为
,

一个新的学

科理论的提出
,

都是总结
、

概括实践经验的结果
。

如果离开了社会实践
,

从书本到书本
,

从概念到概

念
,

理论的发展就会变成 “ 无源之水
” ,

就要陷入

枯萎和停滞的困境
。

这不仅不利于学科的建设
,

反

而还会束缚自己的手脚
。

因此
,

有同志认为
,

面对民

族地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出的新情况
、

新问题
,

重要的是在于进行实践研究
,

在于实干
,

在于解放人们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

这样
,

理

论的发展就会获得蓬勃的生命力
。

这是马克思主义

当然也包括民族社会学在内的一切科学理论的全部

发展历史所证明了的真理
。

在谈到有人说民族社会学不被重视时
,

与会同

志指出
:

现在还不能这么说
。

因为
,

就民族社会学

本身来说
,

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
,
尽管自改

革开放以来
,

以费孝通教授为代表的一些专家学者

就开展民族社会学的研究问题发表了一些文章
,

提

出了一些看法
,

但这对于一门学科来说毕竟还是凤

毛麟角
,

并且也不是所有的人都看了他们的文章
、

同意他们的看法
。

也就是说
,

人们对于民放社会学

这门正在创建中的学科
,

既缺乏理性认识又缺乏感

性认识
。

即使是有些从事民族社会学研究的同志
,

也还不能说清楚民族社会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

科
。

所以
,

我们不能以其昏昏
,

使人昭昭
。

应该说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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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
,

为民族社会

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大显身手的好机会
。

我们应当

抓住这个机遇
,

扎扎实实地开展民族社区的社会学

调查研究工作
。

尽管这种研究民族学也搞
,

社会学

甚至经济学也搞
,

这都没有关系
,

因为哪门学科 也

不能垄断这种研究
。

尤其是在当今社会里
,

各门学

科交叉频繁的情况下
,

更是如此
。

正确的态度应该

是
,

不管哪门学科
、

哪路专家
,

只要他研究的是民

族社会问题
,

我们就都应该欢迎并与之配合
,

特别

是要强调社会整合
,

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和科学的

分析与综合
。

只有从不同的角度
,

把民族社区中的

各种问题研究清楚
,

提出综合治理方案
,

才会有助

于问题的解决
。

与会同志强调指出
,

我们之所以着重指出了研

究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出 现 的 新 情

况
、

新问题
,

总结新经验
,

其侧重点在于说明理论来

源于社会实践
,

又是由社会实践赋予活力并在此基

础上得到丰富
、

完善和发展的
。

而决不是说
,

凡是

与民族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没有直接关系的理

论问题特别是散见于国内外的民族社会学理论
,

就

可以不去进行认真深入的研究了
。

民族社会学同其

它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
,

决不能忽视基础理论

的研究
。

因为这种研究是理论工作所不可缺少的
。

因此
,

大家认为
,

我们强调实践就是不要从定义出

发
,

不要等到定义出来了再干
,

而是要脚踏实地地

去做
。

至于民族社会学的定义和概念体系
,

我们应

当从实践中不断地去认识它
、

总结它
。

尽管如此
,

对于民族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问题的研究
,

我们必

须加强
,

对于外国人的一些见解
,

要联系中国民族

社会的实际
,

加以扬弃
,

合用者
,

拿来 , 不合用者
,

弃之
。

只有采取这种科学的态度
,

才能建立起具有

中国特色的民族社会学理论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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