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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华民族的结构

陈连开*

传统的说法.世界有四大文明古国:按英国考古学家格林·丹尼尔 (Gl归

DanieI)教授的研究.世界独立起源的文明有六处。上述这些文明古国或独立起源的

文明.延续至今而文化传统从未被隔断的只有中华文明.世界古典的古代与中世纪.

曾兴起为数不少的庞大帝国.但这些帝国的军事力量分裂或崩横以后.帝国也随之土

崩瓦解.再也无力恢复其往日的统一。然而被西方称为.中华帝国.的中国.数千年

来由众多民族形成统一的国家.期间虽有两度大分裂演化为南北分别由汉人和北方民

族建立王朝对峙.却都在大分裂与南北朝对峙之后.达到更高度的统一.终于确立为

巩固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近代以来.资本帝国主义.多次对中国发动武装侵略.同时

使尽了各种分裂中国的阴谋.尤其在中国民族问题上阴谋层出不穷.也泡制了形形色

色旨在制造中国分裂的.理论.。但中国各民族联合成为一个整体.在最艰苦的历史

条件下.战胜了帝国主义.保卫了祖国的统一.获得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与独立。最近

20年来.世界上民族问题是最敏感的问题之一.有些非常强大和相当发达的国家因此

成为分裂和战争的导火线.而中国民族团结.政局稳定.在现代化基础上争取中华民

族的繁荣.正鼓舞中国各民族共同奋斗。

上述这些事实.都激发我们去认真探索中国民族结构的奥秘.去寻求中华民族凝

聚力的源泉。费孝通教授.曾对中华民族的结构作过.多元一体格局.的高层次概括.

已成为研究中华民族的核心观点。作为费老的学生.本人希望以此为核心对中华民族

的形成与发展作较为系统的叙述与论证.近期将出版{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一书。

借此机会.就中华民族的结构略呈鄙见.希望专家们不吝指教。

一 中华大地的地理结构

虽然中国历代王朝的封疆范围时有不同.但当代中国各民族及其先民创造历史与

文化的生存发展空间是比较明确而稳定的.这个空间范围.我们称之为中华大地。

中华大地得天独厚、特点鲜明的地理环境.是中华民族具有特殊的结构.创造了

独具特点的历史文化所依托的自然条件。

中华大地第一个地理特点是四周都有天然限隔.内部构成体系完整的地理单元。

纵观整个中国古代.人们大都相信中国四外环海.内部由中原和四夷共同构成.天下

故天下又称为.四海之内虽然申西交通在陆上与海上都有一定规模的发达.

*中央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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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华大地之外.秦汉以来有了不少了解.但仍基本上是在传统的.四海.范围以内

多民族内向汇聚.共同创造着中华民族的历史。

中华大地地理环境的另一个特点是自西向东构成三个差落显著的阶梯。西部青藏

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其以东以北和东南.有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

及塔里木盆地、四川盆地等浩瀚高原与巨大盆地相间分布，平均海拔降到2000-1000

米以下.是第二阶梯。第三阶梯.包括北起大兴安岭、中经太行山、南至巫山一线以

东及云贵高原东绿以东地区平均海拔低于500米.多为丘陵.仅少数山峰高达2000

米左右:而东北平原、华北平原、江淮平原等大平原.是第三阶梯最低平的地带尤

其滨海地带低于海拔50米，

如此蓓差显著的三大阶梯.像把巨大无比的大躺椅.西北背靠亚欧大陆.东南面

朝太平洋.有近 2 万公里的海岸线。季风气候显著.加上地域辽阔.地形复杂.形成

多种多样的气候。以雨量而言东部低阶梯湿润多雨.中部第二阶梯.除云贵高原外.

一般为干旱和半干旱气候.尤其西北内陆，距海数千里之遥.加之重重山岭阻隔.东

南方从太平洋、西南方自印度洋吹来的湿暖夏季风鞭长莫及.是中国最干旱的地区。

青藏高原则以高寒为特点.自成气候大区。

中华大地东西跨60个经度以上.内陆气候以距海远近而形成湿润、半干旱、干旱

的自东南向西北的明显递变，南北跨30多个纬度呈现出热带、亚热带、暖温带、中

温带、寒温带从南向北递变。大体言之.台南、琼西及滇南河谷一线以南为热带:此

线以北至秦岭、淮河及白龙江一线以南为湿润多雨的亚热带;秦岭、淮河以北至秦长

城以东以南.即辽东、河套、陇西一线以南为暖温带;秦长城以北以西为中温带:黑

龙江大兴安岭北端为寒温带。新石器文化遗存及古代文献记载的物候与气象记录表明.

亚热带与暖温带的分界在过去几千年间有过较大的推移.比如黄河中下游在新石器时

代和商周.均较现代暖和得多。但总体上自北向南平均气温递增的规律并没有多大改

变。

这种南北气温递减、东西雨量递减的气候.把中国明显划分为人口与经济分布均

成鲜明对比的东西两个大部即北起黑龙江省爱辉(黑河) .沿大兴安岭南下.中经

陇山.南至邱睐山.终至云南腾冲一线.以东为中国的东部.农业发达.人口集中.

地域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40%. 人口占全国总数却自古至今保持着高达90% 以上;

自唐宋至明清的千余年间.东部人口占全国总数经常高达95% 以上。上述一线以西为

中国的西部.面积占全国面积的60%. 主要是草原游牧区，穿插分布小块河谷与绿洲

农业区.人口占全国总数通常在10% 以下。然而.河西走廊和天山以南是连接中华大

地与中亚、西亚以及南亚的咽喉和枢纽.中国西部并不因为地广人稀.减少其在中华

民族历史与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

受前面两大特点制约.中华大地地理环境的第三个特点是农业区与牧区及农耕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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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与游牧民族发展带分野清楚.而又天然地互相依赖.互相补充。同时也表现出不同

民族之间.甚至同一民族民族不同地区之间社会发展的显著不平衡。大致是:秦岭一

准河以南.是以稻作农业为代表的水回农业和南方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农业民族分布之

区;秦岭一淮河以北至秦长城以东以南是农业起源以粟素为代表的旱地农业区。汉族

起源与早期发展以旱地农业为主.春秋战国楚与吴、越、巴、蜀华化.以及自东汉以

来多次南迁.于是在黄河、长江、珠江等大河的中游、下游及淮河流域，汉人成为兼

容旱地与水田农耕的农业民族。秦长城以西以北是草原游牧区和森林游猎区是游牧

民族和持措、渔猎民族分布发展的区域。

中国经济的多元多区域不平衡发展.全国生产部类多样而各个区域相对单一.形

成了各区域各民族经济的相互依赖和相互补充。尤其是广大游牧区生产的单一性和不

稳定性，既形成了农牧经济的共生互辅.又形成了游牧民族对农业民族经济上的需求

和依赖大于农业民族对游牧民族的需求和依赖。

机器制造工业兴起以前.农业生产是决定性的生产部门。汉族是中国农业最发达

的民族.其精耕细作与农业科学技术.在现代农业科学与集约化现代化农业生产形成

以前.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无论其统治民族是汉人还是北方少

数民族.没有一个不是建立在广大汉地个体农业的基础上。汉地农业生产被破坏.王

朝的经济基础即被削弱;汉地的统一被破坏.国家就会分裂:中原混战不息生产凋

敝.边疆就会出现众汗诸王纷起的局面。

中华民族以农业为基础立国.并非草原牧区的经济无关宏旨。中国是一个拥有广

大草原的国家。

从自然地理角度观察，在欧亚大陆中部有一条带状分布的大草原.西起欧洲多瑞

河下游.经东欧草原地带一直伸展到中国的东北.绵延21∞0多公里.称为.欧亚草

原带'。中国广大的草原.位于这个草原带的最东端。其地域横亘于北纬30. -50. 

之间.蜿蜒万里.整个草原地带属于中国的西部。从人文地理和民族关系角度观察.

辽阔的中国草原上曾兴起过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吃、契丹、蒙古等强大的民

族。他们的历史舞台往往超出中国的范围.成为中国以外世界历史的一部分.然而其

主要发展方向仍是中华民族结构中的内向汇聚。在中国古代，农牧民族的矛盾与对立.

是中国历代王朝民族问题的主要侧重面.秦、汉、明三个汉人建立的强大王朝及北魏、

北齐、北周三个由汉化鲜卑人与鲜卑化汉人建立的王朝.都在北方郡县沿边修筑万里

长城。在封建统治者看来.万里长城是处理农牧民族问题的防御战略的实施.是利用

强大中央集权国家力量修筑的防御工程。从农牧民族发展的客观实际青.它一方面是

把农牧民族分隔开来.对郡县农耕区起了一定保护作用的防御工程.另一方面又在沿

长城一带进行农牧产品交换与文化交流.形成了自辽东、辽西至西域沿长城分布的一

系列以农牧交换为其特点的城镇.所以又是把农牧民族连接起来的宏伟漫长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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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既相反相成.又相辅相成的作用.是农牧两大类型民族极其经济、文化既相矛盾

又不可分割生动而深刻的反映。世界上唯独中国有这种特点也只有中国强大的中央

集权王朝才有力量修筑这种被世界称为伟大奇观的万里长城1)。

万里长城在民族关系方面无需起战略防御作用.因而也没有为民族问题而大兴土

木修茸长城的大统→王朝有汉人建立的唐朝和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及满洲人建立的清朝。

这些朝代都在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发展过程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契丹人建立的辽

朝和女真人建立的金朝.其州县区域跨长城两边、对中国疆域的发展与农牧民族的结

合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国近代、万里长城在中华民族内部关系上的战略防御作用完

全消失了.已成为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不屈不挠精神与中华民族伟大创造力

的象征。当前.长城内外的各民族.都在进行现代化建设.传统那种农牧经济模式及

民族分市格局已发生根本的变化.在长城南北都建立了现代化工业体系。草原牧区畜

牧业的现代化，在现代中国经济体系中已构成中国大农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

国最重要的畜产品和牛羊肉食基地。

中国地区广大.气候、地形多样.农业区除汉族以外.中南、西南农耕经济与长

江、黄河中下游有较大区别。季节风气候对中国农业生产至关重要.也往往带来水旱

灾害。各个地区农业的产品也有不同程度的互辅和互相依赖.而且各地开发过程不平

衡.经济文化重心随时而移，从总体上看.在现代工业和商业兴起以前.中国的东部

较西部发达.尤其是黄河、淮河、长江、珠江流域农业发达区域的农业是中华民族古

代发展的主要基础。唐中晚叶以前淮河流域以北较长江、珠江流域发达.晚唐以后中

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向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沟通南北地区交流的需要.使中国从

春秋时期已开始至元朝完全修通南起杭州北达大都(今北京)的南北大运河。在南北

铁路修通以前，运河一直起着北南交通大动脉的作用，沿运河形成了一系列商业都会。

南北大运河.是可以和万里长城相媲美的中国古代独特的人造地理景观。

现代工业和商业兴起.尤其是在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开始以来.形成了沿海利于

开放的地带为东部:长江、黄河中游古代经济最重要区域为中部;其他省区为西部的

发展新格局。

总之.申国古代的历史进程已表明.中国南北三大区域民族的交替作用.农牧两

大类型经济和文化的共生与互补、矛盾与交融.和中华大地的地理环境有密切的关系.

1) 不能把一切出于防御目的的长城与万里长城相提并论.春秩战国时诸侯间的长城的消亡.意

味着华夏诸侯兼并的结束与民族的统一.与北边万里长城为农牧民族关系的产物.性质仍有所区

别.罗马帝国在英格兰修筑的长城有117公里维持了 3 个多世纪.是欧洲历史上可以与中国万

里长城相似的防御的工程。但由于地理.历史、经济.文化.民族迥异，这一工程随罗马帝国灭

亡共同消失.与中国万里长城横亘万里贯通古今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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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内在联系客观条件之所在。在现代化进程中.东部优先发展.

并推动东、中、西部协作.共同发展.各民族共同繁荣.是中华民族现代化和进一步

一体化必然的发展趋势。

二 中华民族的民族结构

中华民族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其族体结构与文化发展.是以.多元起源.

多区域不平衡发展.反复汇聚与辐射.的方式作.多元.与.一体.辩证运动 2 )。汇

聚融合的结果.很早就形成了华夏/汉族.是中华民族结合凝聚的主干和核心川，

作为族称.华夏是汉族的前身.汉族是华夏的延续和发展。这种同一民族前后不

同阶段的直接延续.用华夏/汉族进行表述比较明晰。他是中国远古各部落集群融合

的产物.又在数千年中.不断涵化吸收其他民族成分及其文化而发展壮大.始终表现

出不断汇聚、融合和涵化、眼收的特点。

除了华夏/汉族以外.中国古今都高众多的少数民族。未经认真的统计.仅据一

些文献记载推论.历史上华夏/汉族以外各民族的人口与华夏/汉族比较.相差不像

当代那样悬殊。但自秦汉以来.中国各民族以汉族人口最多并且构成当时全国人口的

多数(在边疆民族地区各不同历史时期汉人数量不同.在清朝前半期以前.边疆的汉

人在当地大致上多是居民的少数) .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在当代中国各民族中.回族

是以元代东来的中亚、伊朗、阿拉伯诸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成分为主.也包括唐、宋

以来久居中国的阿拉伯、伊朗等处的穆斯林商人.并且吸收涵化了汉、蒙古、党项等

许多民族成分.在中国土地上形成的中国民族。他们来源的民族成分如此复杂.并且

全国分散.生活在汉人的汪洋大海之中.却形成了同一个民族.共同信奉伊斯兰教起

了重要的纽带作用.中国近代历史上.也有以邻国朝鲜移民于中国东北形成的中国朝

鲜族;以俄罗斯移民形成的中国俄罗斯族。京族的先民从邻国越南移居中国.他们

是在16世纪初从越南涂山等地漂流到沥尾、巫头、山心三个中国的小岛(今属广西壮

族自治区防城县) .在中国已生活了400多年.形成了中国的京族。除以上几个少数

民族以外.其他中国各民族、均包源于中华大地.是在中华大地上经过漫长历史年代

繁衍生息形成发展的民族。

中国古今各民族.依据其起源、语言系属、经济特点、文化习俗及宗教信仰、分

布等因素分为若干族系。这种族系划分由于各家学术见解与对中国民族史了解的程度

不同而有不同的划分方法.今以语言系属为基干.参照其他因素作个简述.希望有助

于对中华民族民族结构的了解。

2) 参见[陈 1989. 1994] 0 

3) 参见[费 198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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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秦长城以北(辽东、辽西均属长城以内) .是阿尔泰语系各民族起

源之区和活动的广阔天地。最东北是肃慎(先秦)一把委(两汉魏晋)一勿吉(南北

朝)一歌幅(隋唐)一女真(辽、金、元、明)族系各部落或民族起源、发展、分布

之区。部落众多.各有族姓名称.其中曾出现勃海、女真完颜部和满洲等强族.或以

牡丹江流域为中心建立东北边疆王朝(勃海国) .或统治中国北部(金朝) .或统一

全中国(清朝)。由于他们传统的生产和生活.骑射居先.在整个民族的文化与习俗

中占有显著重要的地位.通常误称他们为.游牧民族"。实际上他们都是以持措、渔

猎为主.农业也有所发展.依山结屯族居.从来也不是像匈奴、突厥那样以牧为主.

定期在本部落冬夏牧场上游牧的民族。他们的文化具有游牧民族骑射为上.社会组织

一直保持部落形式等特点.有传统的萨满教信仰.也与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相通。其语

言属阿尔泰语系.满一通古斯语族。当代中国的满、赫哲、鄂伦春、鄂温克均属这一

族系的茵裔。除满族的发展与汉族相同.其他 3 族直到本世纪50年代以前.都还处在

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社会阶段。

在肃慎族系以西.东北大平原中部.历史上曾经是旗号百一夫余族系分布之区。其

中夫余是中国东北平原农业发达较早并在西汉以前已出现王权的一族。夫余王臣属于

汉朝.享受诸侯王的礼遇。公元48.3年被其同族系的高句拥所灭. 493年勿吉人逐其残

部并据有其地。高句号丽为漏箱一夫余族系另一强族.分布于古盐难水(今浑江)及小

辽水上游(今苏子河)→带.西汉玄莞郡于其地置高句辄县。公元 2 世纪始强大.与

辽东、玄莞两郡时有争战.对东汉及魏、晋王朝时叛时服。公元 5 世纪初.趁当时中

国分裂.占据辽东、玄革两郡.并于公元427年迁都平壤.已属邻国。其所踞辽东地

区于唐高宗总章元年 (668) 年收复.唐于其地建安东都护府。

夫余以西.大兴安岭山原.是东胡族系起源兴起的地区。

东胡之名见于战国.以其居匈奴(胡)之东.中原称之为东胡。秦汉之际.匈奴

单于冒顿灭东胡，并其地。至汉武帝时击败匈奴，东胡同族系的鸟桓人南迁至东北五

郡塞外(今河北北部沿边地区及内蒙古古赤峰市、辽宁省西部一带)。东汉时鲜卑始

强。包括鸟桓、鲜卑在内的东胡族系.起源于大兴安岭山原，氏族、部落众多.以山

原游猎为主。鸟桓人南迁后.逐渐形成以牧为主.同时与汉人杂处.农业也有所发展，

至曹操征鸟桓.以其部众编为骑兵号为天下名骑了 ;随着进一步由迁太多汉化。

鸟桓旧所分布的五郡塞外.由鲜卑人南迁填补。匈奴人削弱以及后来终于西迂以后.

鲜卑继续西迁与南迁.成扇形广布于蒙古草原及代北、河西、陇右等地。在中国历史

的.五胡十六国.时期.曾建立一系列王国。其中拓跋部曾建立北魏王朝.是由少数

民族建立的第一个统一淮河以北中国的王朝。

鲜卑分市如此广大.且有慕容、宇文、拓跋等强部.与他们涵化吸收了大量匈奴

留居于中国境内的部众分不开.也与他们主动积极吸收汉文化分不开。到隋唐.各部

224 



鲜卑除一部分融入羌、突厥、契丹等族以外.绝大部分已融入汉人当中。鸟桓、鲜卑

是隋唐时汉人的重要来源之一。

东胡族系于南北朝时期在东北地区北有室韦.南有契丹与莫:而柔然雄强于蒙古

草原.势力远达西域.族属与鲜卑相近。

室韦诸部与鲜卑有直接的渊源联系。隋唐时.突厥强大，前后突厥汗国都曾在室

韦地区设立吐屯.而唐朝也曾设立室韦都督府。公元 9 世纪中.回吃汗国灭亡并西迁

以后.室韦i者都西迁至蒙古草原.出现了许多与室韦渊源相通的部落.其尤为强大的

有能辑、克烈、蒙兀等部.辽金时臣属辽金.时服时叛。 13世纪初叶.以唐代蒙兀室

韦西迁形成的蒙古部最强大.统一诸部，形成蒙古族.至13世纪中建立元朝.并于

1297年完全统一中国。

契丹人分布在室韦之南以潢水(.今西喇木伦河)为中心的地区游牧为主.唐代

于其地设置松漠都督府;翼分布在契丹西南以饶乐水(今老哈河)为中心的地区半

农半牧.唐于其地设置饶乐都督府.均为羁 府州。至公元10世纪初叶.契丹建立王

朝.史称辽朝.曾统治中国长城南北一带以北的广大地区.与北宋对峙。契丹与翼.

在辽朝的一个多世纪.已合而为一.辽亡以后，大多均汉化.元代是汉人的一部分。

其中有些仍在牧区从事游牧的部落.已化人蒙古诸部之中。

中国北部的大草原.清代及其以前是中国游牧民族的历史大舞台。战国末叶.匈

奴人巳兴起于秦、赵两诸侯国之北.公元前209年冒顿自立为单于.建立游牧国家.

先后东役属东胡.北统一丁零等部，西逐月氏、鸟孙.役属西域诸城邦及游牧各部.

以长城为界与西汉对峙。西汉中晚叶臣属汉朝.东汉中叶北单于西迁.而部众留居草

原者化人鲜卑。匈奴进人郡县者.逐渐半农半牧五十六胡 时期曾建立一系列王

国.南北朝时期这一部分匈奴人汉化.是隋唐汉人的重要来源之一。匈奴人的族系.

史家历来意见不一.难于定论。现通常归之于与突厥族系渊源相通。

突厥族系的先民为丁零(狄历) .先秦已见于记载.匈奴盛时为匈奴所役属.至

南北朝称诠敖勒(铁勒、高车)。北朝末叶突厥取代柔然在蒙古草原的统治.延至隋

及唐初均号称强大。唐中叶回吃(回懦)兴起.建立汗国.是继突厥之后的强大游牧

汗国。突厥、回吃与隋唐基本同时.并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

突厥族系各族语言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在中亚、西亚乃至东欧都有操突厥语

族语言的民族。这些民族都是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其先民与中国突厥

语族各民族有渊源相通之处.而民族形成的历史背景各不相同。

当代中国的民族属突厥语族的有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撒拉、乌孜别克、

塔塔尔、裕固.其形成均经过由多元融成同一民族的过程.历史上经历了多次大迁徙.

不断涵化吸收了多种来源民族成分与文化因素。这些民族的先民有过共同信奉萨满教

的历史.后来有些曾接受摩尼教、佛教、袄教、景教.现在除裕固族仍信奉萨满教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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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了藏传佛教.其他几个当代中国属突厥语族的民族均信奉伊斯兰教。

新疆古称西域(狭意) .因其地是中国与中亚、南亚，进而至西亚、非、欧交通

的枢纽.历来都是多民族居住和交往的地区。其土著最早见于记载的西汉时西域三十

六国的族系.未能作为明确的判别。依据历史文献所记述古西域诸国人的某些体质特

征和考古发现的当地民族古文字.专家们判断其中多属印欧人种.其语言属印欧语系

伊朗语族或与之较为接近的语言。西域与青藏高原邻近和通道地带各游牧部落.多属

于民羌族系。月氏、鸟孙原是分布在祁连山及河西走廊地区的游牧民族.属印欧人种。

其中月氏先秦已见于中国文献记载.并且与商、周有一些联系交往。匈奴冒顿、老上

单于时先后灭月氏、鸟孙.杀其王.逐之西迁。月氏几经迁徙终定居于大夏.建立贵

霜王朝;鸟孙迁居在以伊犁河流域为中心的地区游牧.并与原居其地部分操印欧语系

伊朗语族语言的游牧人塞种融合发展成为天山以北势力最大的游牧强族.与汉朝结

盟.在打败匈奴单于的战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经过很长的历史演变.其中尤其是前后突厥汗国及回僧人西迁等重要历史进程.

西域地区各族大都突厥化。今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语言的中国民族只有塔克吉族.以

牧为主.信奉伊斯兰教。公元840年回髓人西迁.与世居西域的城邦居民及早先已分

布在西域的突厥人及汉人等融合为一体.形成了维吾尔族.以绿洲农业为主.商业也

较发达。鸟孙人的茵裔则是哈萨克族的来源之一.至今哈萨克人以牧为主。晚唐.西

突厥的一支沙陀人内迁至中原.迅速汉化.五代曾建立后唐、后晋、后汉 3 个王朝和

北汉王国。至北宋统一.这些东来的沙陀人大部分汉化。一部分迁到塞北的沙陀人.

则是辽金时汪古部的重要来源.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诸部.汪古部成为蒙古诸部中

的一部。

民分布在陇山以西.今甘肃、青海、川|西北一带诸部.统称民羌.自成一族系。

虽与羌有密切的历史渊源.实其起源与分布.在今陇南、天水地区及陕甘接壤的

陇东地区和川西北喜陵江上游与白龙江一带.是在这些地区的河谷与山间平坝从事农

耕为主.畜牧业占有较重要地位的诸部。他们地域与甘青川西北羌人相接或在民人分

布区内与羌人杂处.但与羌人以游牧为主有着显著的不同。

民羌的起源与炎黄部落集群有密切的渊源。炎黄部落东进与黄河下游泰山以北以

西的两躁集群诸部落融合.形成主夏、商、周三族的先民;其西进至黄河上游及眠山

等地区诸部则是民羌族系的先民。战国时期.羌人在甘青草原渐强.部落林立.不相

统一.但也形成了一些雄强部落.西汉时成为甘青草原上的主要游牧部落集群.东汉

时曾是西北主要劲敌。

陇山两侧战国时西戎民芜诸部大多被秦兼并而华化.而秦汉时在陇东、陇南、川|

西北仍有诸民分布。东汉、魏晋时.民人、羌人都有相当多的部落内迁.至东晋在关

中已形成与汉人人数相当的局面。其仍居原处游牧的诸羌人部落东汉时称为西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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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胡十六国.时期，底人建立了几个王国.其中前秦存坚曾短时间统一黄河流域。

东进的羌人也建立了后秦。这些进至郡县地区的民羌部落.至隋唐大部已经汉化.是

隋唐时汉人的重要来源之一。

东晋时.鲜卑吐谷浑部西迁.在甘青地区发展.建立吐谷浑汗国.其统治下的民

众则主要是羌人。羌人强部在魏晋南北朝见于记载则有党项、白兰等部。至唐中叶.

吐蕃东进.灭吐谷浑.唐迁吐谷浑、党项等部于西北郡县安置。吐谷浑人内迁不断分

散.或汉化.或化人其他民族之中。党项人则经过两三个世纪在西北的积累. 1038年

元吴建立西夏.至1227年西夏灭于成吉思汗。西夏灭亡以后.党项人分散.分别化人

不同民族之中。仍居甘、青、川|西北的羌人诸部则经过与吐蕃长期融合.成为甘、青、

川藏族的主要来源。

羌人的先民及羌人诸部南下.在川西及云贵高原发展的过程.新石器时代已经开

始.秦汉以来不断继续. (史记}将这些部落统置于.西南夷.当中。实两汉时西南

夷.大体包括民羌族系、百越族系和属南亚语系孟一一高棉语族的闽楼等族。今属汉

藏语系藏缅语族的云贵川各民族.大体都是以南下诸芜为核心融合多种成分形成的民

族。当代中国民族中仍有羌族.以农业为主兼事畜牧.其分布地区属古羌人分市之区。

历史上的民人分市区内也还有少部分居民保持民人遗裔的意识.其风俗习惯也颇有古

民人遗风。

西藏高原上发现的旧石器与新石器文化.说明西藏民族起源同样具有本土与多元

的特点.其文化与黄河流域尤其是黄河中上游文化有相通的渊源。在公元 7 世纪吐蕃

王朝建立以前的千余年间.西藏也是部落众多.又逐渐形成了象雄(羊同)、孙波

(苏毗)、博(雅隆) 3 大部。象雄以牧为主.农牧结合;孙波为古羌人的一部.分

布在藏北高原一带.是游牧部落:博人在雅隆河谷以农业为主.至隋唐之际兴起.统

一诸部。 7 世纪初叶.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经过几代人在统一西藏的基础上东进.

并甘、青、川|的诸羌.也包括少量吐谷j军人、汉人、回骨是人等.融合形成了藏族。有

些著作将藏与羌合而称为羌一一藏族系.是合理的划分。为了将藏族的起源及其融合

过程中各种不同来源给读者以清晰的印象.在此分别加以叙述。

在中南与东南.最大的两个族系是百越和茵瑶。另有百模.起源于江汉地区.或

已融入楚人、巴人之中而华化;或巳南下.与百越、民芜部族杂居.部众分散.分别

化人不同诸族。在汉代西南夷中有哀牢所属闽旗、魏楼等.隋唐时盲棋子蛮(朴子

蛮) .或其中也可能融合了南下的江汉百模茵裔。现有些论著将南亚语系的#妻子蛮及

其茵裔:今之倪、德昂、布朗 3 族列人.百模.族系。然而先秦百楼与两汉闽楼、螺

模及唐代模子蛮仅族称有同音.旗.字.起源地域大不相同.很难说是属于同一族系。

苗瑶族系先民是三茵的一部分.汉代有长沙一一武陵蛮.是今日中国民族茵、

瑶、舍的先民.中南地区.与西南地区汉代以.蛮.为族号者还有一定数量的部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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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族系当与这一族系有一定联系.其苗裔则大多已经汉化.或成为其他少数民族的来

源。

百越在长江下游及岭南、云贵乃至中南半岛广泛分布。其中在长江下游兴起吴、

越.春秋晚叶曾争霸于中原.至战国已经华化。秦汉时百越分为东团、闽越、南越、

西固、骆越i茜部分.南北朝隋唐时又有惺、僚(佬)等泛称.中国今属汉藏语系壮伺

语族各民族.是百越族系的茵裔.分布在岭南及云贵广大地区。

台湾现在也是以汉人占居民多数的多民族杂居省分，其原住民，是有不同族称、

语言差别也比较大的几个部别(一般认为是 9 族) .现在统称为高山族。他们的来源

与中国东南的远古居民有密切的渊源，有些部落说南岛语系语言，可能与其他说南岛

语系语言的民族有共同的历史渊源。目前.台湾学术界.其中包括高山族的学者.越

来越重视对高山族历史与文化的调查研究.将会以新的研究成果充实对高山族历史的

认识。

从以上中国各族系诸族的起源、分布、经济、文化及族体形成与演变等基本情况

可以看出，中华民族.是以多元起源.多区域不平衡发展，反复汇聚与辐射方式作矛

盾统一的运动。各兄弟民族间.农牧分区明显而又互相依存互为补充;语言族属复杂.

而又在全国范围内共同使用汉文作交际工具;各有自身形成发展的历史而又共同缔造

了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历史。在数千年发展中.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的民族单位.

经过接触、斗争、混杂、融合.同时也有分化和消亡.形成了一个由众多民族你来我

去此兴彼替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既各具个性.又具杳多层次共同性的统一体。

三 中华民族的政治结构

任何民族都是以一定的政治结构组成民族.其最高形式就是国家。中华民族当代

的最高政治结构.是统一多民族的社会主义中国。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随后澳门回

归祖国.将完全消除殖民统治的遗留.创造一国两制的模式并终将导致整个中国的完

全统一。

统一的多民族中国.所经历的数千年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中华民族由众多

分散孤立的民族单位形成多元一体格局的过程。统一多民族中国在古代形成发展过程

申.以秦iX为开端，三国西晋和南北朝经历了仕裂和南北王朝到蜻的考验.隋唐达到

了重新统一和空前的繁荣。五代十国再次分裂.辽宋金再度形成南北王朝对峙.到元

明清进入确立的时期。这个历史进程表明.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形成确立是以统一(秦

汉)→分裂后逐步形成南北朝对峙(三国、两晋、南北朝)→重新达到更高度统一与

繁荣(隋唐)→再度分裂和南北朝对峙(五代十国辽宋金)→巩固和确立(元明清)

这样的形式螺旋式发展的。

中国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凝聚力.原因很多.其根本的原因.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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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多民族形成统一的国家.华夏/汉族起了主干作用.其他各民族也作了不可磨灭的

贡献。这种各民族以凝聚结合的方式缔造成功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与世界古代及中世

纪的大帝国以及近代殖民地大帝国都有显著的不同。

中国如此广大的疆域.是中国各民族的先民共同开发的。这一点从中国各民族起

源、分布、迁徙的事实中足以得到说明。中国的统一也是以如下的方式逐渐扩大和巩

固的.即:各族局部性的统一→较大的地区性多民族统一→全国性的统一。分裂了以

后.重新以上述形式凝聚结合.从而谱写了各民族共同缔造中国的历史。以下从几个

主要方面叙述其梗概。

(一)中国历代王朝的统治民族以华夏/汉族为主.也有其他少数民族;中国的

疆域和统一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

从夏、商、周到西晋(公元前21 世纪到公元316年)的2500年间.华夏/汉族一

直是统治民族.其自身也处在从民族雏形不断发展壮大和形成的历史进程当中。

公元304年.匈奴人刘渊建立政权.从而揭开了少数民族逐鹿中原的序幕。自公

元317年开始.正式开始了汉人在中国南部.北方少数民族在中国北部以不同王朝对

峙的历史.到公元581年隋朝建立结束. 589年南北完全统一。

隋唐是汉人为统治民族的统一时期。五代当中的后唐、后晋、后汉 3 个朝代是沙

陀人建立的.十国中有沙陀人建立的北汉。

辽宋金夏时期.契丹人建立辽朝.女真人建立金朝.党项人建立西夏.汉人建立

两宋.都是对中国历史有重要影响的王朝。

元、明、清时期.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明朝是汉人建立的.清朝是满洲人建立

的。元和清两朝.实现了整个中国的大统一。

在边疆.不同时期也有过许多由当地民族建立的国家，对当地的多民族统一起了

很大的作用.并且是构成中国大统一的地区基础.他们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

一个环节.今日中国的疆域.是对所有中原与边疆各王朝、汗国、王国疆域的继承.

也是历史上所有中原与边疆各民族建立政权历史的继承和发展。无论在当时这些政权

之间以何种关系同时存在.其历史发展的结局都构成了中国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在数千年中.各民族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中国.是中国民族关系的主流.

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

中国众多的民族. 自然存在民族矛盾.在剥削阶级为统治阶级的古代.也不可避

免地存在民族歧视。民族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时就发生民族间的战争。同一民族当中.

也有不同地区、不同阶级、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并激发出起义、分裂、割据的

战争。矛盾的对立.使统一中包含着分裂与割据的因素.并且实际上造成两度大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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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和相互不可分割的联系.促进了中国的统一.并且是中国历史发

展的主流，统一不断扩大和得到巩固.各民族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统一的中国和平相

处.各自得到了发展。

现在分为:统一、大分裂、南北地区性的多民族统一与南北朝对峙三种情况.看

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

统一:先秦是统一多民族中国起源与孕育阶段.夏、商、周都具有诸侯共生的性

质.其统一与秦汉中央集权不同.仍当归人统一时期.即公元前21 世纪至公元前771

年约1500年为统一时期。

秦、汉是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的肇端时期.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220年是中国历

史第一次中央集权制大统一的时期。

隋、唐是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发展时期.公元755年安禄山吸乱以后.中晚唐虽然

有河北藩镇割据.总体上还是艰难地维持了唐朝的统一。隋4 唐以581年到907年共

326年。

元、明、清是统一多民族中国确立的时期.从公元1260年元世祖即位到辛亥革命

结束帝制.共650年。

以上三次大统一.都有政权擅替、民族间、阶级间、各政治集团间的战争.总体

上是中国历史上的统一时期。如果以夏代到清末4000年王朝史计算.以上统一时期共

有2970年左右.约占中国古代历史年代的 3/4 :如果以秦皇统一后各王朝的历史计

算. 21∞年中.统一时期共约1370年.占 2/3 弱;如果加上西晋 (265--- .316) 、北

宋 (960---1127)的200余年.约占 2/3 强。

大分裂:春秋(前770---前477) 、战国(前476---前222) .西周灭亡.共主统一

的局面分裂.前后有448年.诸侯争霸、兼并.割据混战。

三国 (220---225) .虽然晋灭东吴在公元280年.三国鼎立的局面从西晋建立起

为一个历史时期已基本结束.大分裂前后半个世纪左右。实际上从黄巾起义失败以后.

军阀混战.到西晋建立前有80年左右的大分裂时期。

五代十国 (907---960) 前后53年.这个时期从镇压黄巢起义开始军阀割据.到荆

南、南汉、南唐、吴越、北汉等南北割据政权最后消灭.前后也有80年左右的分裂混

战。

以上从夏代到辛亥革命以前约4000年中.完全大分裂的时期约有650年左右.仅

占中国古代年代总数的15% 左右。如果以秦始皇统一以后21∞年计算.则大约分裂的

时期共约100年，仅占 5%左右;再加上汉末、唐末军阀混战与.五胡十六国.的百

数十年.则也是15% 左右。

南北地区性统一:东晋、 .五胡十六国.之后.从公元420--- 580的160年|同.南

北多民族地区性统一.形成分别由汉人和少数民族南北两王朝对峙.是中国历史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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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南北朝。北宋统一南北诸王国，与辽对峙.以及南宋与金对峙.从公元960---

1034前后274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南北分别由汉人与少数民族建立对峙的时期。

两次南北朝共有434年.约占夏到清4∞0余年的10% 强.占秦到清2100年的20% 强。

从统一的范围与各民族成为中国一部分的统一程度看也是越来越大.越来越紧

密.越来越巩固。近现代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各民族从自发向自觉大联合发展，在

最艰苦严峻的历史条件下.保卫了祖国的统一和疆域基本完整.争取了中华民族的独

立解放.所以.中国广大的疆域是中华民族共同开发、共同缔造、共同保卫的.统一

的多民族中国是中华民族共同缔造的.这是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客观的历史事实.不是

任何人主观可以臆造或能够加以抹煞的。

(三)从秦汉至清代中央集权制度以汉文化为基础.同时实行农牧民族文化的交

融结合;对边疆民族.实行在统一中国内.因俗而治

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制度.是秦汉奠定的.以后历代王朝在基本继承中有所因革

省益;隋唐在中央集权君主制度发展过程中.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明清两代发展到

极端.大权集于专制君主一身。这个制度从秦汉至清代一脉相承.以汉文化为基础.

同时贯穿着农牧民族文化的交融与结合。这种基本精神.在历代王朝制度体系各个层

面都有一定的反映。客观地研究中国农牧民族关系发展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不能不认定: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在整个古代的形成发展.本质上是以华夏/汉族为

主体的农牧两大类型民族的统一:以华夏/汉文化为主干.农牧两大类型文化的撞击、

结合与交融;以汉地耕作农业经济为基础.农牧两大类型经济的相互依赖与相互补充。

没有这些客观的深层次不可分割的联系.任何单纯依靠军事力量维持的统一都不可能

长久.更不可能在完全分裂以后又重新达到更高度的统一.以致于完全得到巩固与确

立。

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管辖制度和政策历代王朝有基本的继承性也有各自的特点。

毫无疑问.这种制度与政策.是封建压迫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民族压迫制度.造

成了民族间的歧视与隔阂.但与殖民制度和强迫同化有根本的区别。总的原则在{礼

记·王制}中已提出.即.修其教不移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在维护国家统一的

前提下.各民族保持其固有的制度、宗教、习俗.实行.因俗而治各民族的统治

阶级.不因接受王朝封号而丧失权力.反而可以借助朝廷的封敷加强其统治地位.各

族的习俗与宗教信仰等也可以兼容并存。这种制度.一方面保障了中国的统一.各民

族都是中国人的认同观念和民族地区既是各民族的家园.也是中国统一版图的观念.

不断得到加强;另一方面也保障了各民族传统的延续与各自有特点的发展。从而形成

了在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各民族中有多种社会制度、多种宗教、多样的习俗等等.兼容

并存和平交往的格局.这种统一与多元兼容.是中国的统一能不断得到发展的重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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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之一。当然这种兼容并存.是建立在各民族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基础上.与当代

中国所推行的各族人民当家作主在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区域自治的

制度有本质的区别。

(四)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民族问题有历史渊源的联系.更有本质的区别.既要

重视其历史渊源的联系.更要区别其本质上的不同。

中国自古是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历来是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影响全局的重要问

题之一。

中国古代.各民族社会发展不平衡.中国由多民族形成统一的国家.经历了从秦

汉至清代2000余年不断发展巩固的过程。 2100余年间.统一、分裂交替出现.各民族

不同政权间相互的封贡、交聘、盟誓、和亲、战争.不同时期各不相同。无论这些政

权之间当时以何种关系相处.互相以何种称谓交往.都是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过程中

的问题.各民族各种政权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环节.是中国古代历史的

一个组成部分。在当时可能是互为敌国.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结局看则没有超出中国

历史的范畴。自 1840年至1949年.虽然经历了旧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同阶

段.也无论当时是否已形成民族自觉意识.在100余年中.中国的民族问题的两个主

要方面:一方面是中华民族联合成整体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以求中华民族的

独立和解放.这是中华民族的民族革命.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一方面是中华

民族的各族人民反抗国内的民族压迫制度以求各兄弟民族一律平等.这是中华民族反

对和废除封建压迫制度的斗争.是中华民族民主革命总任务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各兄弟民族实现了平等、团结、共同进步.建立了新型的社会

主义民族关系.民族问题的主要内容是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各兄弟民族互

相尊重、共同奋斗、相互支援、团结协作.以争取协调平衡的发展和整个中华民族的

共同繁荣。在现代化基础上中华民族的振奋.不仅是中华民族历史的新发展.也是对

世界和平与文明发展的伟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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