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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刊 词 

 
方  铁 

 
我国西南边疆是沿边和多民族的地区。i其边界与缅甸、老挝、越南相连，位置与印度、

泰国等国相邻。西南边疆地区地貌独特，丘陵和山地占滇、黔两省面积的 94％左右，广西

亦以丘陵地貌为主。这一地区还有多条汹涌奔流的江河，加剧了地表的分割。复杂的地理气

候条件，是造成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众多，且具有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和形态多样性特点的重

要原因。在我国 55 个少数民族中，人口在 5000 人以上的少数民族在西南地区有 34 个，其

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约 60％。滇、桂两省区与众多邻国接壤，在这两个省区和毗

连境外一侧还居住着约 20 个跨境民族。西南边疆亦是西北少数民族南下、西南少数民族北

上的迁徙走廊，在这一地区保存了极为丰富的民族学资料。因此，国内外学者十分重视研究

该地区的少数民族。 
我国西南边疆经历了嬗变的复杂过程。自秦汉时起，包括滇、桂、黔诸省和中南半岛

北部在内的地区先后纳入封建王朝的版图。以后西南边疆地区逐渐开发，同时封建王朝的统

治辐射到疆界以外的地区。在封建社会后半期，中南半岛北部脱离封建王朝的统治，但安南、

缅甸等国仍与中国王朝保持藩属的关系。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中南半岛诸国与我国西南

边疆地区，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 
西南边疆地区拥有丰富的民族学研究资源以及矿藏资源和生物资源，又是我国通往东

南亚和南亚的重要门户。在党中央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后，云南省委六届九次会议号召

全省抓住机遇，实现建设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大省和中国通向东南亚南亚国际大通道的

奋斗目标；广西、贵州和四川也提出抓住地方特点加快发展的设想。深入研究西南地区的边

疆问题与少数民族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20 世纪初，我国和西方的一些研究者已开始研究西南边疆民族有关的问题。抗日战争

时期，在云南大学任教的白寿彝、凌纯声、向达、闻宥、方国瑜、杨堃和江应梁等学者，潜

心研究西南边疆民族问题，出版了刊物《西南边疆》和一批有影响的论著。四川、广西和贵

州的研究者，也取得了可观的成绩。 
1949 年以后，我国对西南边疆民族问题的研究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仅就云南大学而言，

20 世纪 50 年代设立民族史教研室和中国民族史专业，1979 年和 1990 年分别成立西南边疆

民族历史研究所与西南边疆民族经济文化研究中心。1981 年获得民族史硕士学位授予权和

博士学位授予权，以后又获得民族学硕士学位授予权与博士学位授予权。1998 年云南大学

获准设立文科人才培养和科研历史学基地，西南民族史和边疆史是主要研究方向之一。2000
年以来，云南大学又获准设立民族学一级学科和民族学博士后流动站，以及普通高校人文社

科重点研究基地。近 50 年来，云南大学出版研究西南边疆民族问题的著作近 100 种，发表

论文 1000 篇以上，有多项成果获国家级奖，数十项成果获省部级奖。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云南大学已形成一定的研究特色，尤以西南民族史、民族学、西南边疆人文地理、西南少数

民族文化与经济、中国西南边疆与邻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民族法学、西南边疆现状研究诸方

面的研究，以成果丰硕、研究水平较高和研究力量雄厚为国内外推重。 
“九五”计划期间，我国对西南边疆及其少数民族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据初步统计，

出版相关著作约 80 部，发表研究论文数百篇，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１.按族别研究的

西南各民族史以及对各少数民族历史与现状的研究，包括各少数民族的发展史、文化史和传

统文化的整理与继承等内容。２．研究少数民族的通史和专题史。３．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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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的研究，包括社会调查、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发展、边疆少数民族与边疆稳定的关系等。

４．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及西南边疆各省区历史与现状的研究，包括考古学、地区经济

发展、社会稳定、地方文献整理、宗教与文学史等方面的内容。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有以下

特点：１．继承了历史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相结合的传统，与前期不同的是在少数民族史研

究方面，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到文化史、历史档案、研究史和宗教史等方面；对少数民族现

状的研究，则以其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少数民族与边疆稳定的关系等为重点，对西南边疆境

内外跨境民族的关系，以及西南边疆与邻邦经济文化的交往等也有较多研究。２．注重对应

用性课题的研究，在关注现实问题和为边疆地区经济发展服务方面有明显进步。３．从所知

的材料来看，西南诸省区的研究各有其特色，发展也不平衡。 
就云南省（以云南大学较为典型）而言，在“九五”计划期间，西南边疆民族方面的

研究出现了以下趋势：１．不但研究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而且研究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方

面的问题；２．以民族学学科为主，同时结合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文化学和

法学等诸多学科开展综合研究，已初步形成既有研究核心又有外围学术合作关系的学科群；

３．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既继承了重视基础与理论研究的传统，又注重田野调查并关

注现实问题，为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服务；４．注重历史与现实贯通长时段的研究，并以涵

盖滇、桂、黔和川南川西南等地的地域为研究空间，因此研究具有较大的时间跨度与地域范

围。由此表明我国对西南边疆及其民族的研究，正向贴近社会现实，力图关注并解决重大理

论与实际的问题，进行多学科合作、跨学科交叉研究的方向发展。同时，也应指出，前一时

期我国对西南边疆民族的研究，仍然存在选题分散缺乏统一策划和组织，西南各省区沟通交

流不足，一些选题研究重复或低水平徘徊的情形，学术失范的问题亦较普遍。 
近年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一个重要的动向，是社会科学对推动社会发展所具有的重大作

用，以及在科学研究中应据有的重要地位，得到了社会各界普遍的认同与肯定。我国社会科

学迅速发展的时机已经到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教育部作出了在部分高校设立 100 个左右的

重点研究基地，以此组织和带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起飞的重要决策。重点研究基地建设的总

体目标，是通过深化科研体制改革、组织重大课题研究、加大经费投入和动态监测评估等措

施，从 2001 年到 2005 年，使每个重点研究基地的科研水平和参与重大决策的能力居于国内

领先地位，再经过几年的努力，力争在国际学术界享有较高的声誉。 
1999 年 8 月，在彻底整合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所等一批研究机构的基础上，云南大

学成立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以下简称“西边民族中心”）。该中心是云南大学领导

与学院平级的实体性研究机构，聘请 9 位专家组成学术委员会，作为学术研究的指导机构。

该中心实行全新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所有人员均打破终身制，主任由校长聘任，实行主

任全面负责制；主任按照“带（或给）课题与经费进基地，完成课题后出基地”的要求聘任

其他研究人员。现任中心主任为方铁教授。西边民族中心下设边疆研究室、民族经济研究室、

民族文化研究室、社会调查综合实验室和资料信息中心。西边民族中心现聘任专兼职研究人

员 50 余人，专职资料与行政管理人员 2 人。所聘任的研究人员，一部分人的工作单位为云

南大学、云南民族大学和云南省社科院，其余研究人员的工作单位分别在中国的北京、四川、

广西、贵州和广州，以及美国、日本和泰国。 
2000 年 12 月，教育部批准西边民族中心为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作为

民族学类重点研究基地之一的云南大学西边民族中心，将担负起西南边疆民族研究领域重要

研究及重大学术活动主要组织者与策划者的重任。西边民族中心近期的建设目标，是集中云

南大学的力量，争取全国相关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支持，3 至 5 年内在重点基地建设方面取得

长足进步，在研究水平、研究条件和科研管理方面达到全国一流水平，并成为西南边疆民族

研究及其资料信息收集重要的基地；在 5 至 10 年内，推出一批国内推重具有国际影响的重

大成果，使该中心成为全国研究西南边疆少数民族问题主要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并初步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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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国际水平和国际知名的研究机构。在已形成一些特色领域的基础上，“十五”计划期间，

该中心将进一步突出“民族边疆、基应并重、学科渗透、方法创新、开拓视野、开放联合”

的研究特色。 
西边民族中心以西南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与边疆问题为研究对象，专兼职研究人员分

别来自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人口学、文化学和行政管理学等学科。通

过不同学科的结合与优势互补，形成 3 个研究方向，即：1．西南边疆地区民族关系与边疆

稳定。主要研究西南边疆地区民族关系发展的过程及现状，以及西南边疆地区民族关系对社

会稳定、民族团结和社会进步的影响；所言民族关系除了边疆民族与内地民族的关系、西南

边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外，还包括跨境民族的关系。“边疆稳定”主要指研究与西南边疆地

区稳定有关各种历史与现实的问题。2．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主要研究西南边疆民

族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以及当前经济建设中理论与实践方面的重大问题。本方

向的研究，还兼及西南边疆与东南亚、南亚地区经济上的交流与合作等。3．西南边疆民族

地区文化建设。主要研究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掘，传统文化推陈出新，以

及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构建，新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整合等问题。 
由于西南边疆及其少数民族所具有的特点，以及前期研究学术传统发展的延续性，在

“十五”计划期间，西南边疆民族研究领域初步表现出来的趋势将进一步发展，预计会出现

以下局面：１．少数民族研究与边疆问题研究的结合更为紧密，立体或纵深型的宏观研究以

及对具体问题的微观深入研究并重；２．将出现多学科合作攻关、跨学科交叉研究以解决重

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的情形，不仅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相互渗透，而且产生人文社会科学

与自然科学结合研究的重要成果；３．在进一步深化基础研究的同时，高校的学术力量将更

多地介入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与政府职能部门和应用研究单位的学术

合作明显加强，并成长为应用问题研究领域重要的主力军；４．更为重视对研究理论和研究

方法的探讨，并对今后的研究产生积极与深远的影响。５．由于重点研究基地的组织和推动，

重要研究成果将呈现系列化和持续推出的特点，并有可能产生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学术精

品；同时将初步形成合作研究与总体策划指导下分工研究的局面，以改变诸高校各自为战、

一些课题重复及低水平研究的状况。 
同时，也应指出，由于受复杂的社会与时代诸多因素的影响，学术界目前出现的浮躁、

片面追求成果数量而不重质量、学术失范等问题在短期内还不可能解决，这也将会影响到西

南边疆民族研究领域。我们愿与学术界同仁携手合作，为尽快消除上述不良现象而共同努力。 

从 2003 年开始，西边民族中心编辑电子期刊《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主要刊载本研究

中心专兼职研究人员的成果，同时欢迎其他研究者投稿。我们希望，在学术界前辈、同仁和

广大读者的支持与爱护下，学术界的这棵幼苗能够茁壮成长，同时也更好地为大家服务。 
我们处在社会进步、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时代，处在充满机遇同时也面临挑战的时

代。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给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天

地，我们对少数民族研究领域的繁荣充满信心。作为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事业的后继者，我们

深知肩上担子的份量和薪火相传的艰难。我们将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面向太阳，面向未

来，同时也将拥抱未来。 
是为序。 

 
 

2003 年 4 月 10 日 
 
 
                                                        
i
 本文所说的西南边疆地区，主要指云南省、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四川省的南部西南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