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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中国民族演变特点和民族研究创新》笔谈 

 

编者按 

 

在世界诸古代文明中，虽然各地区都曾经历部族迁移、王朝更替的演变历程，但是中华帝国

确有其他各国不曾具备的特点，这就是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无一例外地把自己看作是中华

皇统和儒家文化的继承者，尊崇孔子，并安排本朝重臣参照传统体例为前朝修史。在中华大地上，

皇朝名称的更替、皇帝族属的变化并没有斩断中华文明的主脉，而是“奉天承运”，谨慎地吸收前

朝覆灭的教训，继续治理这一片国土上居住的各族子民。纵观欧洲、中东和地中海各地历史，在

一个王朝被灭掉以后，征服者都会创立一个新的文明并努力去消灭原有王朝的痕迹。 

中华帝国之所以出现这样十分独特的历史演变轨迹，是与中华文明自东周即形成的看待四周

不同部落、不同族群的独特观念密切相关。中华“族群观”有两个特点，一是以文化而不是种族

为标准来认识“华夷之辨”，主张“有教无类”；二是对于不同的学术流派、不同宗教非常宽容，

主张“和而不同”。所以两千多年来中原群体不断吸收融合周边“蛮夷”的人口，也基本上从未发

生过宗教战争。 

费孝通教授晚年倡导“文化自觉”，努力认识中国的发展历史和中华文明的特点。而努力认识

中华文明的“民族观”，分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之所以能够形成的文化基础，则是今天的

民族研究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个领域。如何去认识中国民族演变的特点，分析其特点及与他国同享

的共性，在此基础上推动我国民族研究的创新，就是这次笔谈讨论的主题。 

这次的笔谈由五篇文章组成，其中两篇是笔谈的核心内容，第一篇是费孝通教授 1991 年 10

月 8 日下午在湘鄂川黔毗邻地区民委协作会第四届年会上的讲话，第二篇是随行的潘乃谷老师对

旅行途中费先生有关谈话的纪录整理。费先生在这两篇文章中对中国的民族发展史、对建国后开

展的“民族识别”工作、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模式和特点，提出一些新颖的观察视角和观点，

对今天中国的民族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另外三篇文章则围绕着费先生在这次武陵行中提出

的观点，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民族历史演变和当代民族关系的具体案例开展了讨论。第一篇关注

的是中华民族这个具有 13 亿人口的民族共同体究竟在历史上是如何形成，历史无法割断，深入分

析这个共同体的凝聚与演变过程，是我们理解当前中国民族关系的基础。第二篇从海外人类学家

的“东西部结合”论谈到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与区域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从《桃花源》

的社会封闭性来探讨少数民族社区的发展前景。第三篇则通过新疆民族社区的调查案例分析了少

数民族传统的文化和保障体系与社区和谐之间的关系。 

各篇作者具有不同的学科背景和研究经历，关注的重点也各不相同，但都围绕着中国的民族

团结和民族发展这一主题。除了王铭铭的文章发表在《书城》之外，这次笔谈的其他各篇都发表

在《北京大学学报》2008 年第 5 期。 

作为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多民族大国，国家统一、民族合作、文化融合一直是中国民族关

系史中的主流，这是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地区、其他民族十分不同的地方。中国的民族交往史在许

多方面都具有自己的特点，非常值得我们去系统和深入地分析和研究，在与其他国家发展历程的

比较中找出其内在的规律，为 21 世纪中国民族关系的发展方向提出一些创新思路。因此，我们非

常希望这组文章会给读者带来一些启发，推动大家共同来关心中国民族问题的研究。 

通过学术讨论中不同观点之间的对话，通过向具有不同学科背景和研究经历的同人请教，我

们就有可能一起来推动中国的学术创新。 

（马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