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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文摘要 

 

我国民族社会工作的发展，推动我们回视我国少数民族的民族身份。上世纪

50 年代，随着我国少数民族政策的改革，大量的少数民族重新获取户籍上的少

数民族身份，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县、少数民族村、少数民族“社区”涌现。本

文的所研究的厦门市钟宅畲族，就是这样一个“年轻”的少数民族。本文对该社

区居民自 1988 年恢复少数民族身份以来的民族身份构建过程进行研究。 

研究发现，在自我塑造和外力塑造地共同作用下，该社区畲族的民族身份在

社区建设实践中不断地被建构。在钟宅社区社区的建设实践当中，基于地缘因素

的认同——钟宅人——逐渐发育起来，弱化甚至取代了原来薄弱的“畲族民族认

同”。钟宅畲族身份建构的过程促使笔者反思我国民族政策，同时反思我国民族

社会工作的价值。我国民族政策实施的过程，客观上推动形成了我国社会“汉族

-少数民族”的二元结构。而民族社会工作的开展过程中，有必要警惕这该二元

结构可能对少数民族群体带来的负面影响，及时修正和树立正确的价值理念。 

 

 

关键词：民族身份；民族政策；民族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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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ethnic social work in China led our attention to ethnic 

identity. After the ethnic identification in last century, Shezu in Zhongzhai, Xiamen 

got its ethnic identity back. To strengthen the recognition of their ethnic identity, they 

made efforts in different ways. This work explored their efforts to construct the 

recognition, and it turned out that a new identity as” Zhongzhai native” was produced 

in this process, even took the place of the Shezu identity. The story of Zhongzhai 

pushed the author look back at the ethnic policy and the value of ethnic social work, 

and found out that the social workers should carefully observe their value when they 

tried to help those ethnic groups. 

 

 

Key words：Ethnic Identity; Ethnic Policy; Ethnic Social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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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 
 

第一章  导论 

 

随着我国民族工作和社会工作的发展，两者日渐结合，上海市民委在其1997

年的《上海民族工作计划》中就已经提出“重视民族社会工作，动用多种形式、

多层次地开展民族团结周（日）活动”。（郑杭生，2011）社会工作是一个助人

的专业，我国民族社会工作将帮助对象定位为少数民族群体。笔者认为，在着

手解决少数民族群体面临的问题之前，首先要回答几个问题，“谁是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是什么样子的？”“怎么区别我国的 56 个民族？”也就是，我们需

要了解，我国少数民族的民族身份建构是什么样的。更深一步，我们需要了解

少数民族身份建构是如何进行的？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将有助于社会工作在助

人实践中，以正确的价值理念指导助人行动，真正的实践社会工作的核心价值

——助人自助。笔者希望通过本文展示一个少数民族社区的民族身份建构过程，

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民族政策以及民族社会工作中价值理念进行反思。 

 

第一节  研究源起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制定了一系列针对少数民族的民族政策，期望凭借

民族政策保障少数民族权益，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保持国家稳定。这些政

策，包括相当数量针对少数民族群体的优惠政策，涵盖少数民族群体从教育到

地方治理等多方面的社会生活，甚至严格著称“计划生育”国策也给予少数民

族群体一定程度的“照顾”——少数民族居民可以生二胎，某些情况下可以生

三胎。为明确落实这些优惠政策的实施对象，我国在 1953 年的人口普查中，对

居民的“民族成分”进行了统计。统计得到的少数民族族称有 400 多个，复杂

的情况使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势在必行（马戎，2000）。同年，大规模的少数民

族识别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至 1979 年基诺族正式被确认为少数民族，我国

的民族识别工作告一段落。以民族识别工作的成果为基础，我国开始大规模的

少数民族成分恢复工作。民族身份识别首先落实在我国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上，

“民族成分”作为身份证和个人户口登记中的必填项，一经确认不允许轻易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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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成分确认后的少数民族身份建构——厦门市钟宅畲族的个案研究 

动。少数民族识别工作和严格的户籍制度的双重作用下，我国的民族结构固化

为汉族和 55 个少数民族组成的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1980；马戎，2012）。 

民族识别和民族成分恢复的实践中，存在着民族身份再制的情况。有的群

体虽已经失去民族特征，却被重新赋予了民族身份，如泉州陈埭的回族（杜磊，

2000）；有的群体被纠正了原有的民族自我认定，如四川阿坝部分羌族曾自认为

藏族（王明珂，2008）；甚至有群体被民族识别赋予了新的族称，如保安族（菅

志翔，2004）。这些通过民族识别和民族成分恢复工作才明确自己民族成分的少

数民族群众，是如何看待自己“新的民族身份”的？在获得新身份的这几十年

中，围绕新的民族身份进行了哪些实践？国家民族政策在这一段时间的少数民

族身份实践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近年来，不少学者开始关注民族识别之

后的少数民族身份，以及政府在其民族身份实践过程中的角色（Dru. C. Glandney，

2000；菅志翔，2004，2006；董建辉、林宏杰：2008；明跃玲，2008；范可，

2009）。这些研究均指出，在我国恢复民族成分工作完成之后，国家民族政策对

少数民族身份建构具有重要影响。 

笔者对这一主题的研究兴趣，源于笔者的社会工作观察实习。2012 年 5 月，

厦门市湖里区政府启动为期一年的“湖里区品牌社区建设项目”，旨在探索社区

社会工作的创新途径，以推动社区发展。笔者作为湖里区民政局派出的项目辅

助社会工作员，进入钟宅畲族社区居委会。进入该社区后，笔者发现钟宅畲族

社区在项目资格获取、项目主题选取和项目推进热情三方面，与参与该项目其

他社区状况迥异。首先，钟宅在项目资格获取时享受到“绿色通道”待遇。参

与该项目的社区需分别向湖里区民政局递交本社区项目申请以及实施策划，申

请及策划经民政局组织专家论证筛选，取其中较优者，正式进入区级项目，由

湖里区拨款支持。而钟宅畲族社区提交的材料，专家论证环节并未获得通过，

却 终进入区级项目的名单当中，明显获得了地方政府部门的“照顾”。 第二，

钟宅在项目主题选取上受到湖里政府的限制，而其他社区可以自行决定项目主

题。钟宅畲族社区进入项目参与名单后，却被湖里区民政局要求更换项目主题，

并指定新主题需围绕社区民族文化特色展开，钟宅畲族社区居委会某种程度上

失去了自己社区建设项目主题的决定权。第三，钟宅社区项目实施动力差，其

他社区居委会甫一收到区政府批文，就着手布置项目的开展实施，而钟宅畲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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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居委会直至 2012 年 10 月都未拿出湖里区民政局要求的新项目策划。笔者

多次就项目策划问题与其居委会的相关工作人员沟通，得到的回答却是“我们

不知道要做什么”“我们现在没有空做那个工作”“这种事情（社区居民）没有

人愿意来参加”。显然，钟宅社区并没有参与项目的热情。 

如此状况引起笔者的好奇：为什么钟宅畲族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对这个

旨在促进社区发展，并且获得地方政府“特别照顾”才取得项目资格的项目没

有兴趣？湖里区民政局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才对钟宅“政策倾斜”，将项目策

划没有通过论证的钟宅畲族社区加入“品牌社区建设项目”名单，甚至代替钟

宅畲族社区的居委会确定其项目主题？ 

为回答上述问题，笔者利用在钟宅居委会观察实习的机会收集资料。钟宅

畲族是一个“年轻”的畲族群体。直到 1988 年，钟宅的钟姓居民才通过政府批

准，将民族成分由汉族改为畲族。恢复畲族成分之前，钟宅钟姓居民自认汉族，

并不知道什么是畲族，更对自己的畲族身份没有概念。即使是已经恢复畲族 25

年的今天，钟宅畲族也不认为自己具有什么所谓的畲族特色。“巧妇难为无米之

炊”，没有“民族特色”，怎么把“民族特色”当作社区建设的主题呢？湖里民

政局也觉得钟宅“社区建设没有明显民族特色，民族认同感很差”。但是这个钟

宅不愿开展“民族特色”项目的理由成为了湖里区将钟宅纳入项目的原因，“钟

宅如果以‘民族特色’作为项目品牌，开展社区建设实践，既能推动其社区发

展，又能强化其民族认同”，是必须且有益的工作尝试，甚至会成为地方政府的

工作亮点。可见，湖里民政局和钟宅畲族之间存在着某种认识上的差异，差异

的焦点则是对钟宅畲族民族身份的理解。 

钟宅畲族的民族身份建构，可以分成以下几个层次。国家通过民族识别完

成了对畲族这个民族的宏观建构，创制了一套描述“畲族民族特征”的国家话

语作为识别畲族身份的标准，并赋予这个民族享受国家民族政策的资格。地方

政府作为国家标准和国家政策具体执行者，更加直接的参与了具体畲族身份的

建构。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政府的行政实践，既要贯彻执行国家政策，又要考

虑地方发展，尤其是地方经济发展。多重考量下，地方政府生产出对畲族民族

身份的独特理解，指导其建构钟宅畲族身份。畲族群体作为民族身份建构的主

体，对自身民族身份的想象和实践以及对地方政府具体的建构行为的反思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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