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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主办&暨南大学承办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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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广州召开$本次年会以"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在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来自国家民委&中央
统战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云南大学&中央民族
大学&暨南大学等部门&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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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专家学者以线上方式参会$国家民委
副主任&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赵勇!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副会长何明&纳
日碧力戈&赵旭东!暨南大学党委书记林如鹏&党委副书记兼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
地主任夏泉等出席开幕式$

大会开幕式由国家民委理论研究司司长张谋主持$赵勇发表讲话$他充分肯定了研究会
的工作!并向年会的承办单位暨南大学致谢$他指出!党的二十大深刻阐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提供了科学指南和
行动纲领$研究会要当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智囊团#&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界的"联络
员#&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建设的"助推器#&人类学民族学界参与对外交流的
"领头羊#&社情民意的"信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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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研究会要围绕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中央民族工
作会议精神!深入开展研究!争取产出一批重大研究成果!努力为构建中国特色人类学民族学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林如鹏致欢迎辞$他向国家民委和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长期以来对暨南大学的关心
与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向研究会会员及专家学者的出席表示诚挚欢迎$他在致辞中回顾了暨
南大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指出暨南大学拥有深厚的民族学研究基础和资料!同
时阐述了此次会议召开的目的和意义$他表示!广大专家学者藉本次大会聚焦重大理论和实
践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必能推动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特别是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新的
贡献$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秘书长张俊豪代表学会秘书处对国家民委党组的关心重视和有
关高校科研院所及研究会会员的支持表示感谢!并做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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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工作总结(一是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二是积极拓展学术交流平台和
项目研究/三是积极支持各专委会开展重点活动/四是不断加强研究会自身建设$他强调!研
究会将继续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守正创新!不断推
动自身高质量发展$

中央民族大学原校长黄泰岩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所长田德文
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副会长赵旭东教授!暨南
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首席专家陈奕平教授作了主旨发言$主旨发言阶段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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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副会长&云南大学何明主持教授$

黄泰岩教授以"中国式现代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通过经济基础和上层
建筑的关系!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问题$他指出!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以
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共同富裕$他认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点人群是

&

亿左右的低收入人群!主
要集中在三个群体!分别是农民&西部民族地区居民&就业困难群体!并对三个群体如何增加收
入提出了相关对策$

田德文研究员在主旨发言中认为!共同体这个概念最初是从欧洲引入!在实现中国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借鉴欧洲建设共同体的历史经验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一
定的意义$他阐述了强化共同体的三种职能(共同体的管制功能&共同体的福利功能&共同体
的文化功能/强调了共同体意识的三个重点(承担共同责任&提供公共产品&加强文化建设/论
述了欧洲强化共同体意识的两点理论启示(一是本末关系!共同体经济社会生活是基础!共同
文化建设是辅助手段!应处理好柔性治理和强化治理的辩证关系/二是一与多的关系!共同体
建构是在多层认同框架中实现的!因此要处理好共同性与差异性!一体化与多元化的关系$

赵旭东教授在以"人类学如何去看待未来#为主题的发言中指出!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研究
的最基本方法!强调我们要尊重和理解不同文化!宽容和欣赏文化的多样性$他认为!人类学
是一门国际性的学科!更有益于对人类所创造的全部文化的兼容并蓄姿态的养成!并指出文化
多样性的表达方式是可以通过撰写民族志实现的$面对新的世界格局!人类学要关注人类群
体差异性共存的状况!探索不同人群之间新的交往方式$

陈奕平教授以"海外侨胞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互构+++历史逻辑和新
时代启示#为主题!探讨了海外侨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国现代化建设之间存在的"双重
互构#逻辑关系$他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海外侨胞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根基和前
提!广大侨胞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参与者和贡献者!新时代背景下要倡导海外侨胞参与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大会共设有
#!

个专题会议!包括"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国际传播研究#"古代民族
志文献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等$这些专题内容广泛!涉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人口&乡
村振兴&华侨华人&粤港澳大湾区&医学人类学&民族传统体育&企业人类学&博物馆文化&法治
文化&符号国际传播&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等热点话题$参会的专家学者们围绕着相关议题作了
精彩发言$

张谋主持闭幕式并做会议总结$他认为本次年会具有三个鲜明特点(一是本次年会是一
次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生动实践!意义重大$他号召全体会员在新时代的征程中
要有新思想&新视野&新面貌!努力做出无愧于时代的新作为$二是本次年会是一场高水平的
学术盛会!广大学界同仁热情参与$三是本次年会形式隆重&务实&简朴!既体现了较高的学术
水准!又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

'谌责义&夏泉整理$谌责义!暨南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文学院博士研
究生/夏泉!暨南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主任!研究员$地址(广州市!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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