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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召开#本届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
究基地主办"所青年工作委员会承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兰
州大学!厦门大学!内蒙古大学!新疆大学!云南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近百位青年学者参加
会议并进行研讨#

开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以下简称$民族所%(党委书记赵天晓
致辞#他首先向与会代表表示热烈欢迎"之后简要回顾了民族研究青年论坛发展的历史"指出
作为民族研究领域面向青年的全国性论坛"其品牌影响力在不断扩大#他强调"第五次中央民
族工作会议的召开"为今后民族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青年是中国民族研究事业的未来"身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高使命#不同学
科的青年科研工作者应该围绕论坛主题充分交流"集思广益"贡献智慧#最后他预祝论坛圆满
成功#民族研究青年论坛负责人!民族所孙嫱副研究员主持开幕式#

在主旨发言环节"民族所刘玲副研究员在*中国共产党保障少数民族权益实践研究
&

#,!#H#,&,

(+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中国特色人权保障理论的政策化!制度化与法治化
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陈祥军副教授在*历史资源!社会
基础与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边疆视角+中强调"从边疆视角出发"挖掘数千年
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文化资源"对铸牢边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四
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邹立波副教授在*藏彝走廊多族群接触地带的区域史研究+中提出"区
域史研究的国家视野可以部分弥补以往以民族或族群为主线!深陷民族关系史的研究视野的
不足#民族所舒瑜副研究员在*边疆山岳的国家祭祀'从苍山到鸡足山+中以云南大理为个案"

考察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具体地方实现的历史进程#主旨发言环节由民族所陈国玲
博士主持"民族所资深学科带头人王希恩研究员分别对上述主旨发言进行了精彩详尽的评议"

并高度评价了主旨发言的前沿性与时代使命感#

本次论坛设有八个分论坛"研讨情况如下'

分论坛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的近代探索%由民族所陈玉瑶副研究员主持"民族所陈建
樾研究员评议#李正元认为谷苞农牧区共生互动论有助于弥补内亚和中原视角的局限性#陈
玉瑶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成功运用"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推至铸牢共同体意识新阶段#

关楠楠考察了抗战时期西北学界有关中华民族论的讨论及实践#冯乃希梳理$汉化%一词在近
现代学术史!思想史中的起源与流变#王江成认为$五族共和%思想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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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具有重要启示#牛玲玲结合李大钊的民族思想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迁转的百年历
程#严洋宇考察了辛亥革命时期知识精英对$帝国!国家和民族%的认知重构#

分论坛二$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民族工作的理论与实践%分为上!下半场#上半场由民
族所刘玲副研究员主持"民族所马俊毅编审负责评议)下半场由内蒙古工业大学滕驰教授主
持"民族所周竞红研究员评议#武永江指出"美感引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各族人民的
心灵深处#马援认为"研究符号关系机制能够揭示民族!共同体和意识之间的联系#李伟考察
了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程与启示#黄钰利用中共西南局的民族工作经验
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认同的成功案例#马喜梅探究了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百年实
践的行动逻辑#马成明考察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演进!铸牢路径与少数民族精英的
实践#康旭论证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开拓与发展#腾驰提出民族地区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存在五条实践路径#乔国存以延安为例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城市民族工作的
发展进程#张梦媛梳理了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百年实践#郑文婧认为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具有多层次!多重性以及关联性等特点#赵美荣探讨了民族高校专业课
教学中的爱国主义教育问题#段雪柳分析了推广国家通用语言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互构逻辑#

分论坛三$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分为上!下半场#上半场由四川大学邹立波
副教授主持"民族所彭丰文研究员评议)下半场由民族所肖超宇博士主持"中央民族大学苏发
祥教授评议#陈文元认为苗疆边墙与北方长城既有历史共性"又有各自特点#张伯国考察了
$金顶回人%与清代回疆基层伯克培养#黄瑜探讨了王朝$礼法%与村寨$婚俗%的互动关系#刘
惠指出永忠三幅行乐图展现出清代多族群文化的互动#刘晖考察了元代集贤院使任官制度的
特点#苏日朦论述了八旗察哈尔佐领的构成及其演变过程#周涵探讨了李唐王朝$四海一家%

多民族国家整合的理论与实践#李文学对吐谷浑公主及其丈夫所涉九个官爵名号流变进行了
考证#胡箫白考察了明代中期丽江木氏土官层次丰富!面向多元的统治策略#龚方探究了$冰
嬉盛典%与清朝族群政治关系#毛雪彦探讨了西北民族地区鲁沙尔市场的历史与结构变化#

刘欢分析了后弘期藏文文献对松赞干布形象的建构过程#金鹏飞讨论了清中期中央治藏政策
的调整与影响#

分论坛四$中华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分为上!下半场#上半场由民族所舒瑜副研究员
主持"民族所刘海涛研究员评议)下半场由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徐何珊副研究员主持"中央民族
大学杨菊华教授评议#刘诗谣分析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构!机制与秩序#蒋潞杨考察了
西南边境多族群社会生活#杨梅探讨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及王朝国家治边经验#刘嘉峰分析
了增进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渠道#陈国玲认为中国境内混合语的成因机制既存在共性"也具
有各自特点#依斯马依力4艾肯木讨论了维吾尔语库车土语中的汉语借词及其特点#徐何珊
探究了互联网如何承载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周华兰分析了内地城
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聚居社区建设#刘颖考察了广西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空间分布及居留意愿
影响因素#袁琪对广州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身份认同进行了探究#严珉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
口实况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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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建构#

分论坛五$新时代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乡村振兴%分为上!下半场#上半场由云南大学张
雨龙副教授主持"民族所姚宇研究员评议)下半场由民族所宁亚芳副研究员主持"民族所刘晓
春研究员评议#杨愫考察了多民族通婚发展历程及其作用机制#张雨龙分析了元阳县哈尼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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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与家庭!家族和村寨的关系#曾兴华探析了羌族地区乡村振兴的人才政策创新#刘畅讨
论了民族团结与脱贫攻坚双驱发展#徐家贵提出了以乡村文化振兴推动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
兴的有益思考#孙荣垆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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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法讨论了朱仙镇西街村少数民族传统村落的保护#

胡雪考察了南疆地区群众舞蹈与乡村振兴的耦合与互动#丰晓旭分析了文化$双创%要求下的
民族地区旅游商品发展与调整策略#席蒙蒙讨论了文化产业如何驱动西藏内源式发展#约其
佐喜考察了现代道路建设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分论坛六$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由民族所杨春宇博士主持"中央民族大学张
曦教授评议#戴丽霞论述了铜鼓文化的内涵与音乐艺术特征及其传承保护的新举措#倪卓考
察了社会转型中的鄂伦春族萨满身份变迁#汪洋分析了瑞丽傣族$摆%中的礼物交换及其文化
逻辑#杨春宇分析了西镇鸾书中的道德世界主义!宇宙政治等与近代中国保守主义的关系#

王俊探讨了城市化进程中昆明白族文化传承创新方略#胡曼论述了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发展的重要途径#马誉珂探讨了薣染技艺特征与叙事表达之间的关联#黎赵剖析了京族哈
节的孝老传统及创新传承的时代价值#

分论坛七$边疆视角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由中南民族大学陈祥军副教授主持"中国
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李大龙研究员评议#严学勤认为北疆和谐民族关系在混居嵌入!

文化浸染等方面都有体现#周国起探究了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困境及实践
路径#吴曼考察了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互嵌式空间与互嵌式日常生活#马秀萍分析了
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以来新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严俊坤论述了边疆民
族地区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要求!现实困境及策略#

分论坛八$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角下的世界民族研究%由云南大学王越平副教授主持"

民族所刘泓研究员评议#王越平关注越南街从边民互市点到商街再向越南商贸城的空间演化
过程#沈澈考察了跨国劳动者的多重共同体与国家认同#潘艳贤分析了东南亚国家的原住民
政策及其对族群政治的影响#张育蠧详细梳理了罗兴亚人问题形成的历史根源和现代表达#

魏益帆探究了尼泊尔
H

印度间的跨界民族问题#张艳娇探讨了移民群体恐惧情绪产生的有关
问题#王昊午系统考察了南非镇区的形成过程"提出应将族群居住模式纳入城市规划和空间
格局设计#

在闭幕式上"各分论坛代表进行学术小结#民族所副所长王锋研究员致闭幕辞#他指出"

本届青年论坛是对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的一次深入学习#青年论坛秉持$大民族学%理念"

倡导不同学科的青年学者共同对民族研究领域的重点问题进行跨学科研究和交流"鼓励基础
研究和应用研究融合发展"必将有助于青年研究队伍建设"有助于民族研究事业高质量发展#

他希望青年学者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指引下"肩负起学术责
任"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更大的学术贡献#闭幕式由民族所王昊午博士主持#

+肖超宇整理%肖超宇!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历史研究室助理研究
员%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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