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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武进（今常州）人，是二十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和陈垣先生、
陈寅恪先生、钱穆先生一起被推重为“现代史学四大家”。
他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方面，成就卓著，一生著有两部中国通史、四部断代史、五部专门史，另有在
史学界享有盛誉的大量史学札记，共计1000多万字。
    吕先生曾经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致力于中国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
除了著名的《白话本国史》之外，他还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做了深入的研究和普及工作，其成果就是向
普通读者讲述中华民族由来的《中国民族演进史》，和向读者更深一层讲述中华各民族起源和发展、
最终如何融合为一个统一大家庭的《中国民族史》。
为了方便广大读者了解“我们是从哪里来的”——即了解中华民族的起源、发展和融合过程，我们把
《中国民族演进史》和《中国民族史》编辑在一起，以《中华民族源流史》为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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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和陈垣、陈寅恪、钱穆一起被推重为现
代史学四大家。
早年执教于常州溪山小学堂、常州府中学堂，学生中有后来成为文史大家的钱穆、赵元任等人。
1926年后长期执教于光华大学，解放后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一级教授。
他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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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民族演进史第一章 什么叫做民族什么叫做民族？
这个，在西洋民族主义久经发达的国家，尚觉一时难于确答，在中国更不必说了。
但是民族观念的晶莹与否，与实际上民族的存在与否，毫无关系。
在中国，民族观念，虽未见晶莹，然中国民族，则久经存在；而且从其演进之迹说起来，中国民族，
真可称为民族之模范。
然则到底什么是民族呢？
请就我浅陋的见解，先下一个定义，然后再加以申说。
民族，是具有客观条件，因而发生共同（对外即可称为特异）的文化；因此发生民族意识，由此意识
而相团结的集团。
客观条件，自然是先要明白的。
但是这条件的有无，和其重要性，在各时代、各地方，并不一致。
这是因为：条件只是构成民族意识之具；而民族意识，当由何种条件构成，及其各种条件的重要性，
在各时代、各地方，本不能一致之故。
但是条件虽有出入，而无条件则民族意识无由构成，这是理论上当然的结果。
我现在且举出民族的重要条件如下：（一）种族种族在普通见解中，最容易受重视。
尤其是像我国这种种族素不错杂的国家。
①但是种族的当受重视，实不如普通人所想像之甚。
种族是以体质为标准的。
②在普通人的见解上，总疑心貌异则心亦随之而不同。
其实为人类相亲爱、相了解的障碍的，是心理而不是体质。
所以画人类的鸿沟的，是文化而不是种族。
现今世界上，实无一单纯的种族，更无一单纯的种族所构成的民族。
这不但现在如此，在历史上亦然。
用不着什么专门的考据，就通常事实，略加考核便知。
而一种族分为数民族，①一民族包含数种族，②及数种族渐化为一民族的，却不乏其例。
所以种族的当受重视，实不如民族之甚。
然种族纯一，虽非构成民族必要或重要的条件，究不能说没有相当的价值。
因为体格的差异，由于婚姻的不通；而婚姻的不通，则由于文化的隔阂。
所以种族的差异，虽不就是文化的差异，而此两现象，却往往互相平行。
貌异则心不同，虽可说是人类的误解。
然既有此误解，即足以为团结的障碍。
所以民族的团结，虽不要求种族的绝对的纯一，然能有相当的纯一，亦是有助于民族的团结的。
所谓相当的纯一：（1）谓其上溯至相当的年代，不能感觉其种族上之差异。
（2）则此等纯一的种族，占民族中的大多数。
④（二）语言语言为民族构成的要素，其重要，却远在种族之上。
虽亦有少数例外，⑤然通常，大都以一个民族，有一种语言：此语言即为此民族所独有为原则。
语言是表现思想、情感最重要的工具。
语言统一，彼此的思想、情感，才得统一，而心理的团结的基础以立。
⑥民族的团结，其源泉是要追溯到既往的。
惟有本族的语言，最适宜于表示既往；惟有本族的语言，最能使人了解既往。
⑦所以语言的合一，就是民族的同化；语言的废弃，往往即是民族的灭亡。
⑧世界上各事都可采用他人，独不见采用异民族的语言为本族的语言的。
语言的扩大，则为文字。
民族的员数多了，所占的地域大了，语言或不能不因方土而殊异，文字的统一，往往足以弥其缺憾。
⑨我国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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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风俗风俗是思想和行动的一种习惯，大多数人守之已久，不期然而然，受其陶冶的。
这可说是最广义的教育。
人，本来是由教育造成的。
一个问题当前，为什么如此？
想一件事情当前，为什么如此做？
这几于无所谓天性，①都是由习惯造成。
所谓习惯为第二之天性。
所以民族性可说是风俗铸成的。
亦可说民族性的特征，即为风俗。
惟风俗统一，然后民族统一。
思想融洽，步调罄齐。
风俗固亦有其成因，然既成之后，则不易骤变。
这又是一个民族，所以不易为他民族同化的原因。
（四）宗教宗教是规定道德、伦理的趋向，及其轨范的。
其作用，似乎和风俗相类。
然宗教能深入人心的深处，而鼓舞其精神，则其力量，非普通的社会规范所及。
同是社会规范，苟为宗教所承认，而成为宗教上的信条，就神化了，美化了，其意义更高尚，而更能
使人死守不渝。
惟宗教能发生信仰。
古代社会的宗教，大抵是发生于本社会之中的。
所以都和其习俗相合。
但是到后来，习俗因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改变了，而宗教的教义如故，甚至仪式也如故，则宗教和生活
之间，就发生冲突。
至于由别一社会中传人的宗教，其不能与本社会的生活吻合，更无待于言了。
而初期的教会，有一种组织公众的力量，②及其在学术智识上所占位置的重要，到后来也逐渐改变。
所以浅演的民族，宗教为使其团结极重要的条件；到后来，就渐渐的不同了。
在今日，信仰既以自由为原则？
而在事实上，一民族奉数种宗教的也很多。
但是宗教，在民族团结上，究仍有相当的力量，如犹太、印度、荷兰、比利时等，都是其适例。
③（五）文学文学是感情的产物，而亦即是所以陶冶、鼓舞人的感情的。
凡事，知其当如此，不如愿意如此，愿意如此，又不如不能不如此。
到不能不如此，就生死以之了。
此非诉诸感情方面不为功。
而文学，就是陶冶、鼓舞感情唯一的工具。
所以文学是民族的灵魂。
即以理智方面论，文学亦能将公众的理想，具体化了，赋无形者以形，而使人易于了解。
若论实际，则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创痛和光荣的事业；地理上美丽的河山，以及足以使人系恋的一事
一物，亦都因文学的歌咏、描写，而其意义更深。
所以文学是民族的灵魂。
文学以语言为形质；惟有自己的语言，最适宜于表示自己的感情和理想；这也是语言所以成为重要条
件的一因。
（六）国土一群人民，必须有一片土地，为其栖息之所。
地理上各处的情形，是不同的，其及于人的影响，也自然不同。
所以一群人民，住居在一片土地上，持续到相当的时间，自能发生一种特殊的文化。
而在地理上，性质相同，可以算做一个单位的一片地方，其住民，也自会联结而成为一个民族。
地理及于人的影响，是很微妙的。
无论怎样荒凉瘠薄，在异域的人，视为不堪居住的地方，住惯了的人，对于他，仍会发生爱慕系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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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爱乡爱国之情，此实为其根源。
所以一民族习惯住居之地，即此民族住居最适宜之地：惟此地方，能产生此特殊的文化；亦惟此特殊
的文化所陶冶而成的人民，最适宜于此地方：民族的品性，实为地理所养成。
然既养成之后，即与其地分离，品性亦不改变。
而此地方，即成为其爱慕系恋的对象。
犹太人的怀念郇山，即其适例。
所以民族或者有无国土的，决没有无故国的。
①此故国为其所爱慕系恋，与国土无异。
但使爱慕系恋的情不衰，即为此民族光复国土的基本。
（七）历史现在是不能解释现在的；现在的所以成为现在，其原因全在过去，所以无过去即无现在。
知此，则知历史所以重要的理由了。
不论什么事，总是时间造成的。
惟时间，能使事物成为如此性质；惟时间，能使具有一定性质之物，达于一定的分量。
时间就是构成事物最重要的因素。
所以人和过去，关系极深。
所以人对于过去，自能发生感谢爱护之情。
惟爱护过去，才想保持现在；才想扩大将来。
惟流浪之子，不知其祖先的光荣；而忘其祖先之人，亦最易成为流浪之子。
③所以无历史的人民，很难说会成为一个民族。
。
一个民族而自弃其历史，也可以说是等于自杀。
以上七种，都是构成民族客观上最重要的条件。
此等条件备具：即或缺其若干，或有若干种不甚充足：共同的文化，自会发生。
其人民，自然会发生同类的感觉；觉得彼此相互之间，较诸和他人相互之间，更为亲密，就会发生一
种相亲爱、相扶持的情绪。
至此，则民族意识，可云业已完具。
但还有逼迫之，而使之人于觉醒的状态的，是为外力。
（八）外力我，自然是继续存在的。
但非与人相对之时，我之观念，亦朦胧而不清晰。
民族，国家，也是如此。
使一民族自觉其为一民族的，是异民族相当的压力。
使一国家自觉其为一国家的，是异国家相当的压力。
压力愈重，其觉醒之程度愈高；其团结的力量亦愈厚。
所以说：“殷忧可以启圣，多难可以兴邦。
”世界各民族：自身的条件，业已备具；民族的组织，可谓完成；而其自觉的意识．总在若明若昧之
间；及至近世，乃一齐觉醒；民族主义，随而伸张；民族事业。
因之完成；近世史中，其例不胜枚举。
我国到现在，才盛言民族主义，亦是苴一例。
民族的团结，固因外力而促成；即团结既成之后，亦因外力的压迫，而更形坚固。
有外争时，即内争因之消灭；经一次失败，即愈兴奋其恢复的精神，都是彰明较著的事实。
所以外力虽为外的条件，而实是民族构成重要的条件。
但外的条件，对于民族的构成，虽具有一种促进之力，能使之急速完成，而其成就的大小，与其坚固
不坚固，则仍视其内的条件，是否充实而定，此又不可不知。
如此，则像我国这种演进极深的民族，自然足以自豪了。
怎样说民族的成就有大小；而其既成就之后，其性质还有坚固不坚固之别呢？
须知民族的本身，并非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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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本无不变的事物，民族亦何独不然。
民族是怎样变化的呢？
民族的成因，总说起来，可以说是原于文化。
一民族，就是代表一种文化的。
文化的差异不消灭。
民族的差异，也终不能消灭。
而文化之为物，并不是不变的。
文化，只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生活的方式变，即文化变；而人所遭遇的环境变，即其生活方式，不得不因之而变。
环境是无时无小变的，所以人类社会，也不绝的在渐变。
到环境生大变化时，人类要求适应他，乃罄其潜力（即平时储蓄之力以应之），就发生所谓突变了。
①此等变化，劣者必改而从优，乃是自然而然，不可避免的公例。
所以两个以上的民族相遇，其文化必有变动。
变动的结果，劣者的文化，全无可取，悉数改而从优。
此项文化，即随之而消灭，而其民族亦即随之而消灭。
劣等民族的消灭，即是优等民族的扩大：我们中国民族，依据优胜劣败的原则，也不知其扩大过若干
次了。
这是讲《中国民族演进史》时重要的观念：若其两个民族，文化互有短长，彼此互有弃取，则或者互
相融合，而新民族产生；或虽有所取于人，而其固有的特性，仍不消失，则为旧民族之革新；亦即一
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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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当时常州府中学堂诸师长尤为余毕生难忘者，有吕思勉诚之师。
　　——国学大师钱穆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
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钱穆）先生肄业府中三年余，⋯⋯而治学则受吕思勉诚之先生影响最大。
　　——著名史学家严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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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民族源流史》由九州出版社出版。
所有中国人都应该看的书，史学大师写给大众的书，品思勉，与陈寅恪、钱穆、陈垣称为史学四大家
，是钱穆最敬重的恩师，易中天引用最多的史学家。
中国人是从哪里来的？
汉族、匈奴族、鲜卑族、蒙古族等民族是怎样融合成一个中华民族大家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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