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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研究的创新需要坚持
　实事求是 、解放思想
　
[文章编号] 1001-5558(2008)01-0001-08

○马　戎

　　 [摘要] 　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 , 我国建国初期系统接受了斯大林民族理

论 , 以苏联为模式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民族问题的制度和政策 。建国五十多年来 ,

中国社会和世界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 我国各少数民族地区也出现了一些

实际问题 。为使我们的研究工作跟上时代的步伐 , 必须解放思想 , 拓展视野 , 深

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 , 努力推动符合中国最新发展国情的理论创新和学术创新 ,

并进而推动中国社会的制度创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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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中华民族在 20世纪出现的两位伟人

　　20世纪的中国先后出了两位伟人———毛泽东和邓小平。他们所生活的岁月都是中华

民族面临重大危机和历史性选择的年代 , 在他们为中国共产党掌舵的时刻 , 这两位伟人都

及时把握住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向 , 使中华民族在最艰难的时刻得以克服危机 , 走出

困境 , 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在 20世纪的前 50年 ,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排除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发展

道路的错误干扰 , 克服了党内 “左倾” 、 “右倾” 错误路线 , 在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刻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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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决策和发展战略 , 取得了战胜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伟大胜

利 , 创建了独立和统一的新中国 , 使中国人民永远走出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屈辱状态 , 在

世界民族之林中真正站立起来。

在 20世纪的后 50年里 , 一系列的政治运动特别是 “文化大革命” , 把中华民族推到

了另一个危急的历史关头。正是在小平同志的英明决策下 , 党中央在 “文革” 后从根本上

扭转了 “左倾” 意识形态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局面 , 努力恢复国民经济 , 制定了 “改革开

放” 的国策 , 使生产 、 经贸 、交通 、 科教 、外交等各项工作转入正轨 , 通过二十多年的经

济建设 , 使中国经济得到高速发展 , 大大提高了国民生活水平和中国的国际地位 , 同时通

过 “一国两制” 的创新性制度安排 , 完成了香港和澳门的顺利回归 。

这两位伟人 , 一位实现了中国的独立和大陆的统一 , 完成了建国伟业;一位推动了中

国经济的腾飞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 提高了国家综合实力 , 使中国成为国际社会受尊重

的成员。在当前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 社会变迁日趋复杂的历史时刻 , 缅怀这两位中国

的世纪伟人 , 最重要的一点 , 就是深刻理解毛主席和小平同志之所以能够建立这样的丰功

伟绩并在历史重要关头做出正确选择的基本理念和思想方法 。中国历史的发展现实 , 证明

了他们当年在若干重大问题上提出并坚持了正确的观点和主张。今天我们不仅仅是接受和

赞同他们提出的观点和结论 , 特别需要学习的 , 是他们在面对复杂社会与政治形势时能够

做出正确选择的科学精神 , 简单地说 , 这就是 “实事求是 、 解放思想” 的精神。

在 20世纪 30年代 , 党内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 , 打着马列主义的

旗号 , 以苏联 “十月革命” 的成功经验为楷模 , 强制推行一套不符合中国国情的路线和主

张 , 批评毛泽东同志 , 认为 “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 。而毛泽东同志则坚持深入农

村 , 开展大量的实地社会调查 , 不怕当时的领导人给他扣的 “意识形态” 帽子 , 坚持以

“实事求是” 的精神和理念批评教条主义和 “本本主义” 。由于事实证明了他所持主张的正

确 , 他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和根据中国国情所制定的革命战略逐步得到全党的支持 , 取

得了中国革命和建国的胜利 。毛主席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 , 深刻认识到 “实事求是” 精神

的重要 , 所以在延安时期把它作为 “抗大” 的校训正式提出来。

在 “文革” 结束后 , 我国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 , 可有些人还在坚持 “以阶级斗争

为纲” , 用 “意识形态” 帽子来反对党中央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工作中来 , 他们打着

毛主席的旗号 , 提出了 “两个凡是”。小平同志则针锋相对地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的精

髓是实事求是 。” (《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第 10 页)当时关于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 的讨论 , 就是在新形势下捍卫毛主席提出的 “实事求是” 精神。如果没有当时关于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大讨论 , 使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得到解放 , “文革” 的左

倾路线是完全无法纠正的 , 任何基于 “实事求是” 精神而提出来的各项工作规划也是无法

推动实施的。只有 “实事求是” , 才能解放思想 , 同时也只有真正解放思想 , 不受条条框

框的束缚 , 也才能实践 “实事求是” 的认识论 , 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 不可分割 。

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后 , 深入基层体察民情 , 又先后访问了日本和美国 , 亲身体验

和了解西方国家的发展态势 , 在立足本国国情和放眼世界的基础上对原来发展经济的指导

思想和制度安排提出了质疑 。那时的党中央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 , 坚持 “实事求是” 的

科学精神 , 排除了以 “意识形态” 为旗帜的种种干扰 , 制定并推动中国的 “改革开放”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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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和政策 。重新思考了当年作为 “三面红旗” 之一的 “人民公社” 制度 , 毅然在全国农村

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 , 改变了我国农业几十年停滞不前的被动局面。之后 , 对于党内关

于沿海经济特区 “姓资” 和 “姓社” 的争议 , 小平同志明确提出 “不讨论” , 因为当时这

些改革措施与新制度的实际效果还看不大清楚 , 争论不出结果。小平同志认为只要方向看

准了 , 就先干起来 , 有了效果之后 , 在事实面前 , 真理不辩自明。这正体现出小平同志作

为一个务实的政治领导人的英明之处和决断的魄力 。当年不进行体制改革 , 就不会出现农

业的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解放 , 不会有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发展 , 不会出现股份制企

业 , 也不会出现今天多种所有制经济相互竞争 、推动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繁荣局面;不实

行对外开放 , 也不会出现出国留学和今天中国与世界各国开展科技文化经济全面交流的积

极进取态势。

“一国两制” 是中国近年来前所未有的政治制度创新 , 如果从僵硬的意识形态立场看 ,

肯定会被认为是 “投降主义” 和 “卖国” , 但是如果实事求是地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和香

港社会的实际情况来分析 , 这是最稳妥可行的安排 。只有坚持 “实事求是” 的精神 , 放眼

世界 , 才能在思想上得到解放 , 不被传统的意识形态的思想所束缚 , 才能在制度 、政策方

面提出符合事物客观发展规律的创新思路和创新措施。

二 、 研究中国民族问题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

我们研究中国的民族问题 , 从事有关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研究工作 , 同样需要从毛

主席和小平同志的教导与革命实践中深刻理解这两位伟人思想的精髓 , 要时刻关注客观世

界的变化 , 注重社会调查。当我们看到当今的社会发展现实与马列主义经典著述中的民族

理论之间存在差别和距离的时候 , 当我们看到目前的一些体制在实施后开始显现出一些负

面作用时 , 就必须解放思想 , 坚持 “实事求是” , 通过调查研究 、 分析比较和理论反思 ,

在民族理论上尝试着提出新视角 、新思路 、新概念 、新理论 , 在横向和纵向的制度对比中

尝试着剖析现有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和探讨制度创新的新方向 。没有有创新意识的研究工

作 , 也就没有真正推动科学发展的学术研究 , 不会有理论的发展。而没有真正科学意义上

的学术研究和理论的发展 , 也就无法推动我们的制度和政策创新。

世界处于不断的动态发展之中 , 中国社会也在前进和变化 , 21世纪的世界已不再是

马列主义创始人当年面对的世界了 , 帝国主义没有像列宁预计的那样走向腐朽与没落 , 以

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对共产党国家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也没有持续很长时间 。

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不再是 50年代新中国刚刚建立时的情景了。

必须指出的是 , 当前我国民族政策的执行者和执行的对象 , 已不再是 50年前这些制

度与政策设计与制定时的执行者和执行对象了 , 自那时以来 , 已有两代人出生和成长起

来 。在解放后不久 , 各族亿万贫苦农民在土地改革的过程中无偿分到了土地 , 摆脱了原来

的高利贷 , 他们从内心深处感激使他们翻身解放的共产党政权;而那时在我党的基层干部

中 ,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素质 、认真和有原则性的政策水平 、廉洁奉公的工作作风

也很普遍 。50年代中国的社会风气及党和政府在全国人民中享有的崇高威望 , 是在当时

特殊的历史场景中产生的。而我们必须承认 , 今天的各族青年民众 、基层干部的思想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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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50年前的情况相比 , 在经历了这些年的社会运动和变迁之后 , 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

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政府工作的主线 , 法治和反腐败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 公

正 、公平 、个人权利和财富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

既然世界形势和具体国情发生了多次重大变迁 , 那么在过去的年代和社会场景中曾经

一度是正确的东西 , 也可能因为脱离实际而成为阻碍人们去客观和科学认识新事物的障

碍 。毛主席一生中曾经做出过许多正确的重大决定 , 但同时在他的晚年也犯有不少错误 ,

如果对领袖人物的理论和功过评价方面缺乏辩证法 , 不能在 “实事求是” 的基础上进行客

观分析 , 就会成为毛泽东同志早年批判的 “教条主义” 、 “本本主义”。所以在粉碎 “四人

帮” 后 , 一些人提出 “两个凡是” 的口号之所以是错误的 , 就是因为这个口号否认历史的

发展 , 否认社会的变化 , 否认人的认识必须跟上社会的变化 , 否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

标准。

我国在 20世纪 50年代几乎全盘接受了苏联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与基本概念 , 以苏联为

模式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民族问题的制度和政策 , 而且直至今日 , 我国在民族理论 、民族问

题研究方面大致还是沿袭着前苏联的传统 , 从基本概念 、理论架构 、分析思路 、 使用术语

等方面都承袭了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 。我们扪心自问 , 今天我国大学里

有关民族理论的教科书和有关民族问题的政府文件 , 与 50年代相比 , 可曾对近半个世纪

里世界局势和民族问题的新动态做出过新的理论总结和系统分析吗 ?在民族问题的基本概

念 、理论架构 、分析思路方面可曾提出过什么真正带有创新性的东西吗 ?

这些 50年代从苏联承袭来的制度和政策在中国已经运行了半个多世纪 , 十分幸运的

是 , 至今为止总的来说还没有出太大的问题。但是我们必须看到 , 在斯大林指导下形成的

前苏联基本意识形态、 政治制度 、经济制度 、 社会结构 、民族关系等等在今天的俄罗斯大

地上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 斯大林的理论 (包括他的民族理论)以及他和后来苏联

领导人在各方面的实践都已经被置于需要重新认识和彻底反思的位置上了 , 斯大林作为无

产阶级革命的伟大政治领袖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神圣光环已经黯然退色 , 他的历史功

过将会被重新评价 。而我们今天思考的问题之一 , 就是需要改变几十年来把斯大林民族理

论当作神圣不可动摇的经典的观念 , 为此必须解放思想 , 实事求是 , 需要根据苏联 70年

在民族问题上的实践来重新分析和思考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 , 同时也要根据新中

国建国后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来重新分析和思考当年参照斯大林民族理论建立起来的中国共

产党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

我们必须认识到 , 在这半个世纪里 , 苏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 , 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我们在各个方面的理论 、 制度和政策自然也就需要根据客观

形势的变化和我们认识上的提高而进行必要的变动和调整。

以国内情况来说 , 20世纪 50年代在城市里 “消灭资本主义” 、推行公私合营和国有

化 , 在农村推动 “合作化运动” 和全面组建人民公社。对于这些制度和政策 , 今天人们已

经有了全新的认识 , 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又推动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制度变革 。在农村实行

了 “家庭承包制” , 支持乡镇企业的发展 , 推动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 , 同时在新政策环

境下发展起来的私营企业、 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也使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

化 ,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新的政策指导下蓬勃发展起来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 , 中国制

—4—

　马　戎·民族研究的创新需要坚持实事求是 、解放思想



造的商品开始销往全世界 , 中国成了 “世界工厂” 。

这半个多世纪里先后发生的制度变迁和推行的新政策必然会影响我国各少数民族地区

的社会 、 经济 、文化发展和族际关系 。因此 , 在这一重大社会变迁的时代背景下 , 我们需

要及时地对各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 , 了解各地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关

系 、宗教问题的实际情况 , 了解各地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干部 、普通民众的切身感受和真实

想法 , 回答人们在新的社会实践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和困惑。现在国家机关、 各地政府也在

不断地组织各种形式、 各类专题的实地调查活动 ,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 , 在这些调查活动中

是否在思想上能够不带框框 , 是否真正坚持 “实事求是” 的精神 , 是否在面对和分析新的

社会事实时真正解放思想 , 是我们认识新的社会现象和新的发展规律的关键 。

三 、我国民族研究相对滞后的主要原因

近年来中国和世界形势变化很快 , 我国各少数民族地区也出现了一些实际问题 , 但是

在一定程度上 , 我们的民族研究工作没有及时跟上时代的发展 , 我国的民族理论 、民族研

究思路 、 民族研究方法大致沿袭了 20世纪 50年代以来的传统。导致目前这一局面的主要

原因可能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有些研究者在思考民族问题时仍然有政治上的顾虑 。“民族宗教无小事” , 看到过

去有些人曾在民族问题上犯过政治错误 , 研究者依然心有余悸 , 认为无论如何 , 现行的这

些政策和理论都是中央制定的 , 是有中央文件为依据的 , 是中央领导同志讲话肯定过的 ,

即使将来有什么问题 , 也自有上级领导同志承担责任 , 自己总是安全的;而如果自己出来

质疑这些理论和政策 , 就有犯政治错误的风险 , 会毁掉个人的前途 , 所以不敢提出新思

路 。从个人得失的角度考虑 , 这样确实是很实际的理性选择 , 但是如果真正考虑到国家和

中华民族的根本和长远利益 , 站到 13亿各族人民的立场上来考虑 , 个人的安危和得失也

就不算什么了 。况且现在的政治形势毕竟不同于 “反右” 和 “文革” 时的情况 , 研究者实

在不必有太大的顾虑。其实仔细想想 , 在 50年代所制定的政策中 , 在 50年代开始推行的

制度中 , 有许多都已经由党中央自己进行了调整和改变 , 其中最重大的调整和改变就是由

小平同志亲自做出的 , 而且后来社会发展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些在当时备受争议的体制

改革和政策调整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腾飞。

二是有一些民族理论领域的学者基本上是坐在书斋里读经典 , 言必称马列 , 在文件和

首长讲话中找根据 , 在术语和逻辑中做推论 , 很少迈开双腿到少数民族地区去开展系统和

深入的社会调查 , 看看在新世纪里中国社会和世界各国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 他们很少与基

层普通民众交朋友 , 很少真正倾听基层各族民众根据切身体验而对我国目前各项制度和政

策提出的看法 。要知道 , 正是来自民众中的这些朴素话语和生动案例 , 能够为我们思考民

族理论和政策提供最鲜活的基于社会事实的营养 , 民众和基层干部的有些话 , 对一些问题

的症结讲得 “一针见血” 。如果我们能够在思想上不带任何框框 , 虚心倾听民众反映出来

的最朴实的思想和观点 , 就有助于把握社会变迁的脉搏 , 提炼出社会发展的轨迹 , 最后上

升到理论层面 。毛泽东同志在 《农村调查》 的序里明确指出:“要了解情况 , 惟一的方法

是向社会做调查 , 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 (毛泽东 , 1941:747)对于民族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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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 , 就是要调查各地区各民族的 “生动情况” 。他在批评那些只知读书 、脱离民众实际

生活的理论家们时曾说 , (这些同志)“他们忘记了一些最基本的事实 , 即人是要吃饭的 ,

子弹是会打死人的 。” 当我们这些久居于大学校园里的研究者们渐渐忘记了这些基本事实

时 , 基层民众是可以提醒我们的 , 但我们需要深入到他们当中去 , 认真地听取他们的反映

和意见。

三是我们的某些思想禁锢还没有完全突破 , 眼界还没有真正打开 , 思想还缺少有力的

装备 , 研究还缺少恰当的工具 , 在思路上仍然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建国后几十年思想定式

的束缚 , 无论是思考中国几千年的民族关系史 , 了解和借鉴西方国家的民族理论与实践 ,

还是了解其他发展中国家处理民族问题的理论探索与实践 , 我们在这些方面的信息获取与

思考是十分欠缺和落后于时代发展的 。对这些方面不够重视 , 甚至我们还很容易对接触到

的有限信息和研究成果以意识形态不同或 “不符合国情” 为理由而简单地加以否定 , 或以

“与中央文件精神不一致” 为理由武断地封杀不同观点的发表 。

必须承认 , 我国社会科学领域 , 特别是民族研究领域的对外交流方面目前远远落后于

自然科学与应用技术领域 , 这样一种局面在客观上十分不利于我们学习国外社会科学的新

的研究方法 , 不利于我们全面了解与充分借鉴国外学者在民族研究方面的成果 , 也束缚住

我们的头脑和思维 , 限定了研究视野 , 使我们的研究工作很难做出突破性的创新成果 , 这

也是造成我国的民族研究领域相对滞后局面的原因之一 。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在政策领域的

重大突破 , 都取决于学术研究的进展 。

四 、我国的民族研究领域需要广开言路、 百花齐放

如果对比国内大学其他几个学科在改革前后课程内容的不同 , 我们就会鲜明地感觉到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各领域近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和民族研究领域的相对滞后 。

首先来看经济学。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各大学所讲授的经济学课程 , 其主体是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 , 所阅读的是以 《资本论》 为核心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 , 新的内容也不外是

斯大林时代编写的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和毛泽东未公开发表的 《论十大关系》 等。改革

开放后在中国大学里教授的经济学课程中 , 以研究市场经济实际运行规律的西方经济学逐

渐占据了主体的地位。

再看其他几个学科 。过去中国大学里的政治课和法学研究的基础是无产阶级革命与无

产阶级专政 , 在内容上和今天中国政治学 、法学所研究的民主机制 、选举制度 、 保障人权

和私有财产的制度与法律安排等相比 , 差别已经非常大了。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学往往以农

民起义为主线来诠释以往的历史 , 而今天历史学的研究视角无疑有了极大的拓展 , 同时也

走出了 “原始社会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 的历史单线进

化论的框架 , 开始采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比较研究的方法 , 依据史实来具体分析中国社会

的发展历史。在 1952年被戴上 “资产阶级伪科学” 帽子的社会学 、政治学在 70年代后期

得以重新恢复 , 在当今的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问题的调查与讨论中也已经成为非常活跃的

学科。在这些学科所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上 , 各种不同观点和学说可以共同讨论与相互争

辩 , 很少发生对不同学术观点戴政治帽子加以批判的现象 , 呈现出 “兼容并包” 的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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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发展的自由空气和科学氛围 。

与以上这几个学科相比 , 可以说我们民族研究的教科书无论在理论体系还是课程内容

上 , 大致保持着 20世纪 50年代的传统。如果我们不否认世界格局自上世纪 50年代以来

所发生的深刻变化 , 不否认自 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与经济生活所发生的巨大变

革 , 不否认其他学科根据客观世界的变化而在其基本框架、 基础理论、 研究方法 、研究专

题上所做出的重大调整 , 那么我们就应当承认民族研究领域在学科发展方面是明显地落后

于其他学科了 。要想缩小这一差距 , 关键就在于要大力提倡和坚持 “实事求是 、 解放思

想” 的科学精神 , 把民族理论和民族关系研究真正看作是一个学术研究的领域 , 而不是一

个意识形态的斗争场所 。为了借鉴西方社会科学在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方面的成果 , 学术

研究不应当有 “禁区” , 对于一些国内外民族理论 、 民族政策的反思 , 需要建设一个自由

民主 、平等交流 、 坚持科学态度 、以理服人的学术氛围 , 从而真正推动各种观念的交流和

争论。在学术研究领域出现不同意见是十分正常的现象 , 只有 “百家争鸣 、 百花齐放” 的

局面和科学求实的讨论氛围 , 才会有效地推动我国的学术研究和理论创新。

不可否认 , 确实有一些西方学者或多或少地从意识形态的 “冷战” 立场出发 , 在他们

的调查与研究中不能客观地看待中国社会的变化 , 他们发表的研究报告带有明显的偏见;

有些西方国家的基金会热衷于支持在中国调查与研究 “民主运动” 、 “公民社会” 、 “非政府

组织” 、 “中产阶级” 、 “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 等与西方意识形态密切联系的专题 。这些都

是事实。但是我们也不应否认 , 在西方学术界也还有一些比较客观 、立场中立的学者 , 其

中有些人自我国实行 “改革开放” 政策以来多次来中国开展实地调查 , 能够用实事求是的

态度来报道 、 研究中国社会的变迁与存在的问题 , 有些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发展持有正面的

评价。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 , 是向西方社会民众介绍中国实情的宝贵渠道 , 而他们在美国

种族问题 、苏联解体问题 、 印度 “民族建构” 问题 、印度尼西亚 “国家认同” 问题 、 非洲

部族社会 、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等专题方面所做出的研究成果和理论探讨 , 也值得我们了解

与借鉴。我们并不需要 “全盘接受” 他们的立场与观点 , 但是他们对研究文献的梳理 、他

们提出的研究命题和分析问题的研究视角 , 都可供我们参考 。

马列主义无疑始终是我们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 , 但是我们不应把马列主义看

作是僵化的教条 , 应当认识到 , 作为解释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 , 马克思 、恩格斯 、列

宁的著作和马列主义是汇集了当时人类社会在各领域所获得的一切知识的结晶 , 是在对当

时社会变迁的深入调查研究和对当时各种思想流派 、学术观点的分析与批判性继承中诞生

的 , 马列主义的政治观点都是在 “实事求是” 的社会调查和学术研究的科学基础上提出来

的 。如果脱离了社会实际 , 脱离了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和新问题 , 我们一些打着 “正统马列

主义” 旗号的研究者也可能会走到事物的反面 。

毛泽东同志在 《反对本本主义》 中曾尖锐地指出:“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

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 , 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吗? 就是明显的证据。我们

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 , 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 `先哲' , 而是因为他的理论 , 在

我们的实践中 , 在我们的斗争中 , 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

这个理论 , 丝毫不存什么 `先哲' 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 。 ……马克思主义

的 `本本' 是要学习的 , 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我们需要 `本本' , 但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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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 ?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

(毛泽东 , 1930)

我们今天面对国内外形势的巨大变化 , 要想真正继承马列主义的科学精神 , 在新形势

下发展马列主义 , 就必须对现实社会进行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 , 同时需要广泛参考世界各

国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 , 坚持 “实事求是” 的科学精神 , 解放思想。

我认为 , 只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 只要坚决维护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 , 只要真正为各

族广大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着想 , 有了这三条前提 , 我们就应当广开言路 , 积极鼓

励在学术研究中努力开拓视野和进行理论创新 。“只要你说得对 , 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

法对人民有好处 , 我们就照你的办 。” (毛泽东 , 1944:905)人民的利益是我们的追求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在学术讨论中 , 我们不应当给任何人戴政治帽子 , 在民族理

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领域 , 应当逐步造成大家平等讨论 、 各抒己见、 相互尊重的氛围 , 都能

够以开放的态度来倾听不同的观点 , 如果不能说服对方 , 各自都可以长期坚持自己的观

点 , 最后等待社会发展的实践的检验 。

中国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 ,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 , 正是小平同志在

改革开放方面所做出的正确决策 , 才使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纪元 。小

平同志一直告诫我们:“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 。” 我们从事民族研究工作的学者 ,

需要真正解放思想 , 打消顾虑 , 拓展视野 , 深入实际 , 实事求是 , 与时俱进 , 以我们的实

际工作来实践毛主席和小平同志倡导的 “实事求是” 精神 , 努力进行符合中国最新发展国

情的理论创新和学术创新 , 并进而推动中国社会的制度创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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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 经常守在调查点和住所之间” , ① 同时也十分注意从历史文献中获取资料以及思考的

灵感。这种研究方法是否可以成为中国人类学海外研究的参照呢? 我想这是需要进一步思

考的。但是 , 无论如何我们恐怕都可以说 , 只有当中国人类学在 “天下观” 的指引下在海

外研究方面取得和农村人文区位学民族志调查 、少数民族研究一样的丰硕成果和骄人业

绩 , 从中建构出适合不同文化的理论 , 并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 “文化自觉” 的时候 , 中国

人类学才可以向世人宣告:人类学在中国已经实现了真正的本土化 !我想这是王铭铭在本

书中怀有的期待 , 也是他对有志于中国人类学事业的所有人发出的一份邀请与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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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 Research and Open Mind are the

Conditions for Developing Ethnic Study in China

Ma Rong
Abstract:China accepted S talin's theo ry of nationali ty and established an administ rative

sy stem and po licies tow ards ethnic mino ri ties in the 1950s.Since then , China and the

w o rld have experienced tremendous changes and there are new phenomena and issues ap-

pear in e thnic minority areas in China.In o rder to catch up the social changes , Chinese

scholars should be mo re open-minded and learn the dynam ics from the field research , and

then the new progress in our know ledge can be achieved.

Key words:Open mind , f ield research , catch up the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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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One Folio of the Uighur Text Sutra of

the Great White Lotus Society(Part Three)
Geng Shimin

Abstract:After checking up wi th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w o rk Amitabha -sut ra

(t ranslated by the famous Kuchar monk Kumarajiv a in the fourth century), we have found

that although the tit le of the manuscript i s Abi taki w hich is the Uighur spelling of Chinese

Amitabha-sut ra , but in content the Uighur Folio Tex t has nothing to do w ith the lat ter.

I w ould rathe r insist that the co rrect t it le of tex t should be the Uighur ve rsion of The Su-

t ra of the Great Whi te Lo tus Society , which has been lo st in Chinese manuscript of

Dazangjing and belong s to the Jing tu Order of Budhhism.

Key words:Uighur;Sutra of the Great White Lotus Socei ty ;Amitab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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