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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族（ethnos）跨境而居是民族一国家（nation-state）时代普遍存在的现象。
虽然这种现象大都有历史脉络可寻，但是造成具有跨越当代国家边境的跨居现象，主要是近世人类社
会进入民族一国家时代的产物。
如果我们翻开当代的世界地图，面对非洲大陆那些具有几何线条特点的国家边界线，不难想象那些笔
直的线条两边可能存在着历史上属于同一民族、部族、氏族的人们共同体分属于不同国家，而其在所
居国家享有的现代民族身份（national identity）则体现为“国家名片”——护照所规范的国民身份。
　　事实上，这不是一个需要想象的现象，即便是在创建现代民族一国家模式的西欧地区，这种现象
也并不鲜见。
法国南部的巴斯克人与西班牙北部的巴斯克人之间，他们的共同历史经历较之他们跨境而居的时间要
长久的多。
正是构建领土完整、边界清晰、国民统一的民族一国家时代，使这种跨境而居的现象成为一种普遍现
象，而且至今仍在继续。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之一，曾使1600万人脱离了自己民族的母体而成为其他国家的少数民族；第二
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结果，则在世界范围，特别是亚洲、非洲、拉美地区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推
动下，很多处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古老社会在步入现代民族一国家的进程中并重新确定了国家边界，
同时也造成了众多的民族跨境而居现象；冷战结束以后，2500万俄罗斯人成为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境
外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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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中国南方与大陆东南亚跨国民族地区特殊的地理、人文环境入手，对中国南方与大陆东南亚跨
国民族互动现象及其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几个突出问题进行描述，进而运用民族学人类学族群关系理论
、国际政治理论以及民族社会学理论，尤其是环境与文化的综合理论，对中国南方与大陆东南亚跨国
民族“和平跨居”文化模式进行了深入研究。
    本书全面梳理了缅甸各民族概况，并就中缅跨国民族进行了系统研究。
    为了更好地说明中国南方跨国民族地区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本书在第六章对本地区存在的几个突
出社会问题以及相对平稳的民族宗教问题进行了材料归纳，并分析了社会问题突出而民族宗教问题相
对缓和的原因，为跨国民族“和平跨居”文化模式分析提供了扎实的田野材料和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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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法学博士学位。
现任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中国人类学与
民族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常务理事，教授，广西壮族自治区新世纪十百千人才，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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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短期访问学者，爱尔兰国立梅努斯大学人类学系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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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个人历程与选题由来　　额尔齐斯河畔一个名叫切尔克奇的小村子，
是我出生的地方，它就坐落在距离北屯镇不远的额尔齐斯河畔，我出生不久就离开了那里。
我出生的地方以及我后来成长的地方——福海二农场，都位于新疆天山以北准噶尔盆地边缘的哈萨克
族聚居地区，可以说，我是与哈萨克族小朋友一起长大的。
那里是边疆，也是少数民族地区，因此，我从小就对边疆和少数民族有着较深的感性认识。
20世纪60一70年代，生活在中苏对峙的最前沿，到处可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
人”的毛主席语录，因此，国家、边界和领土等概念在我少年的心中成为深刻而永远的记忆。
我的父亲是名公安干警，母亲是名普通工人。
小时候，我们和少数民族同学同班上学，父母和老师从来没有告诉我们民族之间有什么差别，而是一
直教导我们应当彼此友好相处，我们只能通过自己的观察发现一些问题，比如我们之间语言和服饰的
不同。
除此之外我们从未感觉到距离，彼此之间那种童真的友好情谊至今还在心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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