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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人类学评论（第10辑）》为文集，自2007年初起，半年出一辑，是兼有评论性、记述性及
思想性的学术评论集刊。
内容以社会及文化人类学（民族学）为主，不排斥相关学科（如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文学等学
科）学者之作品，主办单位视培养年轻一代学人为己任，故将开辟相当篇幅供新生代学者发表其作品
（特别是述评、书评及研究札记）。
作为学术探讨平台，《评论》将视具体情况，亦开辟相当篇幅选刊相关主题的已发表论文。
 《中国人类学评论（第10辑）》为中国人类学评论第4辑。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人类学评论（第10辑）>>

书籍目录

民族、国家与文明：重读20世纪前期的中国论著按语天下果已转变为世界？
——读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民族与国家——从吴文藻的早期论述出发文化、夷夏之辨与
史学的道统——读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从“夷夏东西说”看民族研究的文明与关系理论读王桐龄《
中国民族史》历史地看民族，民族地看历史——读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交往的历史、“文化”和
“民族-国家”——以马长寿20世纪30～40年代的研究为例李济与20世纪初中国考古学中的“文明观”
与“历史感”跨学科讲坛——少数民族哲学一宇宙观研究及其人类学意义理解少数民族哲学一宇宙观
研究：开场白少数民族哲学对人类学的，意义从东巴经来看少数民族的宇宙观妈妈给的石头：对于“
藏彝走廊”小族群“什巴-觉”崇拜的观察与思考日凉山彝族习惯法、案例及其德古追
忆AnthropologicalandOther“Ancestors”：NotesonSettingupaVisualArchive会议纪要“区域、民族与中国
历史的叙述”学术研讨会简报文化人类学席明纳“藏彝走廊”与民族从《神圣的存在》看伊利亚德的
宗教学思想来自海的故事——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委内瑞拉与尼泊尔旅行随谈马背上的法庭圆桌会议上
海音乐学院仪式音乐研究中心“大音讲堂”圆桌会议（节选）述评宗教学与仪式研究那一片乡土——
评张佩国的地权研究书评《伏羲考》《美术、神话与祭祀》《楚辞的文化破译》《说文解字的文化说
解》《诗经的文化阐释》稿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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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果与美国社会学家戈登用于衡量族群融合的理论模型中的7个主要变量进行比较①，那么族际
通婚、语言融合、认同意识、道德规范这4个方面是与戈登提出的变量相一致的，戈登的其他3个变量
（偏见意识、歧视行为、相互渗透或结构同化）可能是由于中国历史典籍中缺乏直接的相关资料，没
有进入王桐龄的视线。
另外西方社会学在实际调查中所关注的居住格局（是杂居还是隔离，反映了族际间相互接触的客观条
件）和人口迁移（从本族传统居住区迁入其他族群居住区），作为当权族群在促进或阻碍族群交往与
融合的主要政策内容，得到王桐龄的特殊重视，故把“杂居”作为衡量各朝代族群融合的专题。
当然，王桐龄这里所讲的“杂居”实际上更重要的内容是当权族群为了达到“族群杂居”目的所安排
的各族人口的跨地域迁移活动。
　　近代西方欧美国家在服装式样上不断趋同，来到美洲的欧洲移民在“易服色”方面不存在重大问
题，所以戈登从未提出“易服色”作为衡量族群融合的变量。
而在清朝及以前的中华国土，农耕族群、游牧族群、山地族群由于自然环境、生活条件、生产方式等
方面的巨大差异，在各自的“服色”上也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就中国国情而言，“服色”确实应当做
为衡量族群文化融合的一个变量，这从一些皇帝对于“易服色”所给予的特殊重视也可体现出来。
　　“更名改姓”在重视血统和实行祖先崇拜的中国族群特别是汉族当中，是一件非常带有象征性意
义的大事。
尤其是汉人改“胡姓”，更是有悖于儒家传统，不但家族断了“香火”，而且背叛了族群。
西方各国之间固然也有传统的家族姓氏，但在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各国的姓氏都在流行，非欧洲的
姓名让美国人在发音上有些困难，但仍然可以接受，所以美国的族群社会学没有把“更名改姓”作为
一个衡量族群融合的变量。
而在历史上的中国，这确是极具象征意义的大事，而且“改名不改姓”和“改名亦改姓”之间还有差
别。
　　“养子”由于在社会上人口数量相对较小，往往为人忽视，其实这种方式应当是血缘融合的一种
特殊方式。
而在中国古代社会，帝王或贵族中收养是常见的现象，隋代靠山王杨林有十三太保，“皆为其养子”
，安禄山为唐明皇养子，“晋王（李）克用之养子甚多，后唐庄宗之大臣中，赐姓名受养子待遇者亦
不少；其中多数为汉人。
⋯⋯养子最易乱宗，亦最容易混合。
⋯⋯外族人为汉人养子，当然化为汉族。
”②王桐龄关注各朝代发生在族群之间的“养子”现象，并根据历史记载开列出来，作为衡量当时族
群融合的一个变量，应当说是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思路。
　　在1934年西方社会学尚未系统地对族群融合的具体方面进行分类时（戈登的著作发表于1964．年
），王桐龄即试图提出以上分类方法，并根据中国历史上的实际国情提出一组具有中国特色的衡量族
群融合的变量，应当说具有很大的贡献。
特别对于中国的族群社会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建设，在今天仍然具有特殊的意义。
六、三本《中国民族史》之比较　　下面试图把本文中涉及较多的由王桐龄、吕思勉、林惠祥于20世
纪30年代分别撰写的三本《中国民族史》在几个方面做一下比较。
　　1．结构　　我国近几十年来出版的中国民族史著作，大致有两种体例。
第一种以王桐龄先生的这本《中国民族史》为代表，以历史分期为章节，在各历史时期分析各族群的
交往历史。
1990年江应棵主编的《中国民族史》①、1994年王钟翰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族史》②和1996年田继周
等撰写的《中国历代民族史丛书》④大致延续的也是这一体例，这三套书均以历史分期来划分各编（
章），在各编（章）中分别叙述各族群之间的交往与演变过程。
　　第二种是全书按族群分章节，从其起源讲到演变、消亡，并讨论其各个支系的变迁，吕思勉、林
惠祥两位在30年代各自出版的《中国民族史》是这种体例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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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先生这本书的结构，在“总论”之后，即分为12章对12支族系分别叙述，在书中对于各个族属
的起源及历史演变，根据各种史书典籍，分别加以考证和讨论，对于不同族系之间的关系，也努力做
出清晰的交代和说明。
在某种意义上，吕思勉这本书写的是这些族群各自的历史，而王桐龄写的是各个历史时期的族群交往
融合史。
　　除此之外，黄烈先生把中国古代民族史划分为唐以前和唐以后两个历史阶段，他的《中国古代民
族史研究》④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按族群分章节，下编则着重讨论族群交往融合的专题⑤，在体例
上大致介于以上两种之间。
　　2．分期　　王桐龄先生对于中国民族史的研究以汉族为主线，再把汉族发展的全部历史划分为
一个胚胎期、四次大蜕变和四次蜕变之间的三个修养期。
这一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为林惠祥所接受，林先生也认为“中国诸民族的主干实为华夏系，其他诸系则
渐次与华夏系混合而销灭其自身，或以一部分加入而同化于华夏系，保留其未加入之一部分”。
他认为，“民族史上之分期实可以各民族之每一次接触混合而至同化为一期，⋯⋯每一期之终亦即华
夏系之扩大。
准此以论中国民族史之分期可分为（1）秦以前，（2）汉至南北朝亡，（3）隋至元亡，（4）明至民
国”。
①林书的分期与王书的分别即在于忽略了“汉族胚胎期”，而且把王书的各个“汉族修养期”归并到
四个“蜕化期”。
林惠祥先生的《中国民族史》一书的结构，作为总论的部分分为“中国民族之分类”和“中国民族史
之分期”两章，其余16章则依照中国古代族群的16个“系”分别叙述其各自的历史演变过程，全书的
结构基本上属于上面所说的第二种，但由于有了讨论“分期”的一章，多少兼顾了历史分期和各族历
史演变的完整讨论。
　　费孝通教授在1989年发表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认为“夏商周三代正是汉族前身
华夏这个民族集团从多元形成一体的历史过程。
⋯⋯在春秋战国的五百多年里，⋯⋯是汉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的育成时期”。
②这与王桐龄提出的“汉族胚胎期”观点相一致。
费先生的这篇文章也是对中国民族史的一个综述，其核心观点是分析“中华民族”如何分阶段、分层
次地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多元一体”的结构。
王、林两位对于中国民族发展史都持“族群融合论”和“汉族主干论”。
与他们有所不同的是，费孝通教授注意到了在这一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个从“地区性的多元一体”向
“整体性的多元一体”的过渡阶段。
③具体地说即是从秦汉至明朝大致地存在着中原农业地区和北方牧业地区的两个局部的“统一体”，
两者之间不断接触拉锯，元朝曾短暂地建立了两者的“大一统”，但直至清朝才真正地把这两个局部
统一体牢固地汇合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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