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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后　记

　　本书是2012年在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召 的国际研讨会「中国的社会与民族—人类学的理

论框架及实例研究」的论文集，也是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重点研究—机关研究「中国的家族、

民族、国家的话语Generation and Dynamism of Discourses on Family, Ethnicity and State in China」（代

表：韓敏2012. 4 －2015. 3）的研究成果。作为本次国际研讨会的策划人、机关研究的代表和本书

的主编，能看到本论文集得以出版，感到十分欣慰。这是与本研究有关的所有人员共同努力的结

果。因此，借此机会谨向以下各位学界的师长和同仁的支持和协助，表示诚挚的感谢。

　　2011年末成道男作为民博的客座教授，一年之内数次来访民博。我同他商议并策划了本次国

际研讨会。须藤健一、塚田诚之、横山广子、佐々木史郎、田村克己、黑田悦子、小長谷有紀、

河合洋尚、宫胁千絵、伊藤悟、今中崇文、曹建南、财吉拉胡、乔旦加布等12位国立民族学博物

馆的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此外，作为日本的大学共同利用机构，我们还邀请了来自日本国内的

北海道大学、东北大学、首都大学东京、立教大学、日本大学、东京女子大学、东京理科大学、

国学院大学、东洋大学、爱知大学、京都大学、大阪大学、关西外国语大学、神户大学、神户市

外国语大学、佛教大学等16所大学的研究者，末成道男、渡边欣雄、濑川昌久、聂莉莉、周星、

秦兆雄、田村和彦、川口幸大、清水享、孙洁、李海燕、泽井充生、宗晓莲、川濑由高等出席了

大会，并参加了会议的发言和讨论。本次国际研讨会也是民博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

研究所建立了学术交流协议之后举行的第一次国际研讨会。4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人類学

研究所的学者－色音、张继焦、刘正爱、吴凤玲参加了会议，并做了发言。这次会议的召 不仅

增进了民博与社科院双边交流，也为今后的日中人类学的学术发展奠定了基础。除了日中学者之

外， 金光亿、文玉杓和吴知恩等来自韩国的学者也应邀参加了会议。尤其是金光亿的关于中国社

会和国家之间的共谋、竞合以及妥协的理论思考为日中学者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和角度。本书在

组稿过程中，中央民族大学马茜博士（2011. 9 . 1～2013. 8 .31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外来研究员）

和大阪大学的邹双双博士为本论文集的4篇日文论文做了细致的翻译工作。东京理科大学的李海

燕讲师也为本论文集翻译了一篇韩语论文。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两名匿名审委对本书整体结构以

及个别论文提出了宝贵意见。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吉村美恵子女士为本书的论文格式的统筹、照

片及图片的整理和修改等做了许多不懈的努力。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编辑室的藤川香织女士也为本

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在此再次向以上诸位以及所有为本书的出版做出了贡献的朋友表示衷心的谢意。

　　　　　　　　　　　　　　　　　　　　　　　　　　　　　　　　　　　韩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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