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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南”是一个具有多项意指的范畴。
最初也是最基础的含义为地理方位，指中国的西南部，但其边界在何处是不确定的，具有模糊性。
以此为基础，衍生出所指各不相同的语用。
其一是文化地理或族群地理意义上的西南。
西汉时出现了“西南夷”这样一个族群地理概念，所指范围大致包含今云南全省、贵州西部、四川西
部和南部以及甘肃南部地区的族群及其政权。
1930年，梁钊韬先生绘制出《西南民族分布与分类略图》，①将西南的界限明确化，其范围包括当时
的云南、四川、西康、西藏、广西、湖南的湘西以及广东的海南岛、青海玉树和甘肃甘南等地，可视
之族群地理概念的广义语用。
与之相较，方国瑜先生所运用的西南概念所包含的范围却小得多，所指“即现在云南全省，又四川省
大渡河以南、贵州省贵阳以西”。
②1981年，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正式成立，其会员由云南、四川、贵州、西藏、广西五省区的民族
学家构成。
其二是行政区划上的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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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认同一词有许多不同的用法，原本属于哲学范畴，后来在心理学中的应用日益频繁，但作为一
种操作性概念主要是一种能动的与个人主义的价值理念密切相连的归属性。
过去是心理学的一个定义，现在在心理学中本身很少应用，可在别的领域却大量出现。
并成为这个时代民族政治紧张和压力的矛盾中最核心的词。
由于大量使用，因而界定也有多种。
有的解释为“心理学中人的自我概念”。
在社会科学领域，这个概念的使用范围日益扩大，包括社会认同、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等，它们分别
指个人认为自己与所处的特定的社会地位、文化传统或民族群体的统一。
①还有的定义为“认同指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②。
因为“认同”一词起源于心理学，心理学是注重个体研究的，因此一个个体对某一个个体接纳是其本
义。
由于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方面的学者的采纳，后又转为着重揭示个人与群体，甚至群体与群体的
归属，有的学者认为族群认同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族群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③。
在与世隔绝的孤立群体中，是不会产生族群认同的，至少族群认同是在族群间互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如果一个族群中的个体，从未接触过异质的文化，那么就无从产生认同，首先存在一种差异、对
比，才会产生将自己归类、划界的认同感。
这是认同产生及存在的基本条件。
畲族认同的产生与客家人的迁入、与外界的交流增多有很大的关系。
任何族群离开文化都不能存在，族群认同总是通过一系列的文化要素表现出来，族群认同是以文化认
同为基础的，因此这些文化要素基本上等同于族群构成中的客观因素。
共同的文化渊源是族群的基础，族群是建立在一个共同文化渊源上的。
族群组织经常强调共同的继嗣和血缘，这样由于共同的祖先、历史和文化渊源而容易形成凝聚力强的
群体。
通常，社会科学家们认为这是群体中个人认同最重要的，也是其基本的社会身份。
同时文化渊源又是重要的族群边界和维持族群边界的要素。
共同的历史记忆和遭遇是族群认同的基础要素。
每一个族群对于自己的来源或者某些遭遇有共同的记忆，如瑶族关于“千家垌”的传说，珠江三角洲
各姓关于“南雄珠玑巷”，客家“宁化石壁”的传说等，都是族群的共同记忆；这种历史记忆具有凝
聚族内人和区分族外人的重要意义。
人在社会化过程中，逐渐地便获得了他所出生的族群的历史和渊源。
这个族群的历史和文化将会模塑他的族群认同意识。
畲族的历史记忆总是围绕着认同变化的。
在1985年以前的族谱中，每一次族谱的序言有一个逐步“汉化”、“正统化”的过程，受“大传统”
影响的烙印不断明显。
而1985年后修的族谱则是“畲化”的过程，透过这些“精英文化”的变化历程，可以再现一个族群的
变迁。
在寻乌县澄江乡汶口村，1994年修的《黄田蓝氏家谱》中有历次家谱序言的记载，真实再现了历代家
族精英的想法，不愧为记录当时族群状况的活化石。
该谱转载了明朝成化乙未年修的《闽汀蓝氏族谱》原序，中间有这样一段话：“闽汀蓝氏之有谱盖法
敬欧苏之体制兼春秋之精义其事核其文质其义错综而不谬夫信而傅也其可乎哉是帮图之世系以辨伦也
记之事迹以稽行也慎之名讳以昭正也详之生卒以树考也悉之迁徙以重本也列之葬所以示守也⋯⋯是故
伦辨而宗叙不紊矣行稽而宗俗不偷矣正昭考树而宗法不弛矣本重守示而宗统不拨矣法垂训徵而宗谊不
沃矣是谱也作于生而裨于死关于前而信于后厥功伟矣可弗重与蓝氏子姓其世守之毋忽。
”原序中并没有提到蓝氏的起源，也没有关于蓝氏的论述，这段话主要讲修谱的意义。
从族谱看，当时还没有构筑出族群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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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第6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
心学术年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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