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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采取线下与线上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此次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
研究所承办"中国民族学学会协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马援!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
会主席小泉润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王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
作局副局长廖凡!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副院长赵江林出席开幕式#开幕式由中国
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丁赛主持#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法国!印度!伊
朗!日本!马来西亚!塞尔维亚等国家的

%"

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

马援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当下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
体%#从民族学人类学的文化视角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需要以全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之
间的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为基础#小泉润二在致辞中回顾了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与中
国民族学人类学的交往历程"并希望未来有更多中国学者能够加入这个平台来促进全球学术
交流#廖凡在致辞中指出"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具备西方传统话语中民族国家概念
所不具备的独特个性和鲜明特征"如何理解好!论证好!阐释好多元与一体之间的辩证关系"需
要深入挖掘和充分探析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些关键语词的丰富内涵和时代特征#王
延中在致辞中首先对参与此次论坛的各方表示衷心感谢"并强调中国学术界要加深对世界各
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科学!技术的理解"使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既保留传统优秀文化的
品质"又能够适应工业化!现代化!国际化等时代潮流#为增进中外之间的相互理解"人类学与
民族学学科要发挥好独特作用!作出更大贡献#王延中在致辞之后还围绕如何更好地贯彻中
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发表了主旨演讲#

本次论坛共设三个会场"其中主会场的主题是$现代民族国家与各国人类学民族学%"分会
场的主题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继承与发展%"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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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举办的纪念杨先
生诞辰

#!"

周年座谈会#会议期间"与会学者主要围绕以下五大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一是现代民族国家与民族共同体#$民族共同体%建设"是各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重要
议题之一"也是本次论坛最为核心的议题之一#民族与国家既相伴而生又相互依存"国家在民
族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民族是构成国家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在讨论现代民
族

H

国家问题时"与会学者分别从各国实际出发讨论了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关系#比如"王延中
指出"从历史上看"中国和民族国家之间在历史上并不同构"因为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
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特别是今天强调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一定程
度上使中国的国家建设与中华民族建设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关联#加拿大民族研究联合会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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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卡尔加里大学郭世宝教授针对新冠疫情期间加拿大反亚裔种族主义冲突不断增加的趋势"

对过去
%"

年来加拿大多元文化政策进行了深刻反思#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田
德文研究员以欧盟为例系统地总结了强化共同体的欧洲经验"强调要以发展区域经济!增强政
治整合和建构共同文化来推动共同体建设#还有一些学者进一步探讨了法国族群与宗教冲
突!温哥华种族关系!

!#

世纪$新民族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互构论!$民族共同体%与现
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等方面问题#这些问题既是学科理论的话题"也是现
实的国家国际交流的重要内容#

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今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明确提出
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目标和任务#与会学者对中
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内涵!特征!路径与意义进行了多方位!多层次!多渠道的阐释和探讨#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总工程师曹兵武从考古学的角度推演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华夏认同
的形成#马来西亚韩江传媒大学中华研究院特聘教授!闽南师范大学$闽江学者%讲座教授王
琛发对南洋华人移民说提出了质疑#马来西亚中国教育协会马中教育协会荣誉会长!南方大
学学院原校长!天人文化书院院长祝家华先生认为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分歧社会"但在文化上
和教育上是一体的"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存在很多相似之处"二者之间可以相互学习和借
鉴#香港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方伟晶教授重点分析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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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中国人全
球移民流动的具体因素#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基地主任!中国民族学学会副会长
丁宏教授从海外华人视角关注中华文化建设对于中华民族发展的意义#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
与社会学学院民族学系主任!中国民族学学会秘书长祁进玉教授探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
涵!特征以及相关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历史研究室主任彭丰
文研究员从历史的角度探讨多维正统观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塑#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
院长赵利生教授探讨了文化互构论#四川省政协委员!西南民族大学杨正文教授从西南地区
各民族口传根基历史中探究$同源共祖%的民族观#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主任张先清教
授重新审视人类学的东南传统"并借此探讨东南民族志经验对于当前中国人类学发展及中华
民族共同体建构所具有的作用及意义#吉首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罗康隆教授以明清时期湘
黔地区的苗疆边墙为例"探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共享与文化包容特征#云南民族大学
党委副书记刘荣教授从五个方面论述了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全覆盖的理论与实
践体系#北京师范大学高丙中教授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立足于对民族国家建设的
理解#兰州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主任徐黎丽教授从国家!社会!个人三
个层次讨论了铸牢边境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和意义#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
院副院长巫达教授讨论人类学民族学语境下的非传统安全概念界定"并研讨增加非传统安全
意识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的关联#大连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院长张利
国教授基于马克思主义人的意识理论视角讨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在意涵的研究范式与
关系重构#

三是作为民族共同体研究的基础学科"各国民族学人类学承担起构建本国民族共同体的
重任#来自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东南欧人类学联合会!印度人类学联合会!中国民族
学学会等国际性和国家级人类学民族学学术组织的领导人"以及中国和世界各国民族学人类
学不同学术机构的学科带头人分别就各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情况一一做了详细介绍#印度
人类学联合会主席苏门德拉4莫汉4帕特奈克教授提出了整体理解印度人类学的三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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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制度!谱系和实践#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前任资深副主席!伊朗沙希德4贝赫什提大
学索海拉4沙沙哈尼教授以创办$伊朗民族%网站的形式介绍了伊朗的

#&

个主要民族#日本
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名誉教授中牧弘允通过介绍协会!博物馆!研究项目和教科书等几个方面的
发展情况"阐述了日本人类学的发展历程#东南欧人类学协会主席!世界人类学联合会理事会
前主席!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大学文斯娜教授重点介绍了塞尔维亚民族学和人类学新兴分支
学科的发展情况#云南财经大学陈刚教授对中国人类学的历史和现况进行了详细梳理#中国
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赵旭东教授指出人类学伴随着共和国的成长走过了

$"

年的历程"

形成了在南方的人类学更偏向于民族学的研究取向"而北方的人类学更偏向于社会学的研究
取向的总体格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社会研究室主任张继焦研究员
着重探讨了中国人类学成为继英国!美国!欧洲大陆!苏联民族学四大研究范式之后世界人类
学第五大学术传统#与会学者认为"各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发展与各国现代民族国家
和民族共同体建设是相辅相成!紧密结合的#$文明交流互鉴%是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重要基础"也是各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主要议题之一#各国学者应加强联系和交流"

国家不分大小"文明不分高低"通过各国学者的共同努力"建立起一个国际性的民族学人类学
学术共同体#

四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族学人类学的继承与发展对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民族共同体的建设不可避免地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因此"一百年来"特别是
近二三十年来"民族学人类学新学科领域不断发展"形成了诸如都市人类学!教育人类学!企业
人类学!艺术人类学!旅游人类学!宗教人类学!生态人类学!民族政治学等分支学科"逐渐凸显
出民族学人类学以人民为中心的学科价值与学术关怀#中国人民大学刘谦教授重点讨论了近
十年来"教育人类学的重点在于探讨民族教育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和意
义#辽宁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王焯研究员全面梳理了企业人类学的发展历程!研究范式和
学术意义#东南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基地首席专家!中国艺术人类学会会长方
李莉教授重点介绍了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相关理论与实践#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副院长孙九霞教
授详细地介绍了旅游人类学的中国经验与理论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当代宗
教研究室主任陈进国研究员从人类学宗教研究的传统来反思宗教和文化的关系"以及文化的
机制和逻辑"探讨如何成为一个社会人或者文化人#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张泽洪
教授从少数民族宗教研究的视域初步讨论了中国西南边疆研究的意义#日本神奈川大学周星
教授回顾了中国民族政治学

("

年的发展历程#法国国际中医药高等研究院贺霆教授讨论人
类学西方社会研究对中国人类学界的重要性"以及建立人类学西方社会研究学科的可能性及
实施方法#北京师范大学色音教授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出发探讨了人类学如何保护
中国文化多样性的问题#

五是回顾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传统"探索新的发展方向#在纪念杨先生诞辰
#!"

周年
座谈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王锋研究员致辞"指出纪念杨先生
对于民族学与人类学$三大体系%建设以及研究所发展的重要意义#日本神奈川大学周星教
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翁乃群研究员!王晓丽研究员"新疆师范大学迪木
拉提教授分别从自身的经历缅怀恩师杨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王希
恩研究员回顾了杨先生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云南大学西南边
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何明教授讲述了杨先生从

#,&(

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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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云南大学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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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经历与贡献)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院长赵丙祥教授从$社会种%到$法人团体%的角度深
入考察了杨社会学思想与法国年鉴学派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些学者探讨了杨先生与中国
民俗学史!杨先生对民族学等学科关系的辨析以及中国留法人文社科博士生的困境等问题#

张继焦在闭幕式总结发言中指出"杨先生是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实现
了学科从无到有的突破#他毕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研究"为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
学体系作出了巨大贡献#与会学者表示要秉承杨先生的开创精神"继往开来"实现民族学人
类学$从有到强%的跨越式发展#

本次论坛有两个亮点'一是国际学者围绕共同体建设进行多方位的学科思考和热点问题
探讨"分享了国际社会共同体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同时也揭示了$民族共同体%建设是全球范围
内国家或超国家组织治理!存续的重大主题#无论是多民族国家"如中国!马来西亚"还是单一
民族国家"如日本"都存在民族共同体的构建问题"因此"民族学人类学需要展示出应有的学科
担当"将其自身的发展与现代民族国家和民族共同体的建设紧密结合"在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和
民族共同体过程中实现自身的大力发展#二是基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发展大背景"中
国要继续对外开放"需要海纳百川的态度"积极吸纳各国优秀的学术思想"以促进中国学术的
发展和繁荣#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学科"闭门造车都不利于各国的学术繁荣"对外开放才
有利于各个国家的学术繁荣#本次论坛也体现了民族学人类学对于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一个新发展#

+张继焦"刘仕刚"钟媛婷整理%张继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社会
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刘仕刚!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博士后&钟媛婷!

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民族学系博士研究生%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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