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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蚩尤平反”与“炎黄子孙” 

        ——兼论近代以来中国国民整合的两条路线1 

 

杨志强
2
 

   

摘要：自 1992年开始兴起的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以来，在 20世纪初期民族主义思潮中

诞生的“炎黄子孙”的言说又被重新提起，并成为弘扬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围

绕着“炎黄子孙”这一提法以及在全世界华人中兴起的“炎黄热”，却引起了来自中国部分少数

民族社会中知识分子的异议与争论。以下，本文拟通过对九十年代以后在汉族社会和苗族社会中

                                                        
1 本文刊载于《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0年（第27卷）第4期，第103-113页。日文版刊载于《社会学研究纪要》

64号，2007年，日本庆应大学东亚研究所。 
2 作者为日本东京大学学术博士、日本学术振兴会博士后，现任贵州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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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起的“炎黄热”以及“蚩尤热”的追踪和考察，对在清末民初形成的“炎黄子孙”与“中华民

族”这两个概念所代表的近代中国国民整合路线的不同内涵加以初步的整理与分析。   

关键词：苗族、蚩尤、炎黄子孙、国民整合 

 

一、围绕电视连续剧“炎黄二帝”与“釜山大结盟”的争论 

   

    1997年 2月 7日，正是中国传统旧历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第一频道推出了 14集电视连续

剧《炎黄二帝》。该节目是以中国五千多年前的传说时代为舞台，以传说为汉民族最初始祖的炎

帝和黄帝的事迹为中心展开的。在剧情安排上，这部电视剧把汉民族始祖的炎黄二帝，塑造成慈

祥，正义而充满了怀仁铺义美德的君子，描绘成给人类带来了文明幸福的智慧化身。而与炎·黄

对立的一方的“九黎·三苗”部落首领的蚩尤，则被描写成一个愚昧、凶狠、残暴，给人类降临

灾难的恶魔，以至于最后连他的妻子、儿子都背他而去，投靠到炎黄的阵营中。作为弘扬爱国主

义思想的一环，这出电视剧是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河南省广播电视厅

组织创作的重点节目。在该电视剧播出的同时，中国文联主办的《文艺报》在２月２０日发行的

报纸的第三版用整版篇幅进行了宣传。国务院广播电视部部长孙家正、《求是》杂志副总编荀春

荣、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童道明等人在其中发表了评论文章，对电视剧进行了充分肯定和高度

评价。
[1]
 

  然而，电视剧播出后，围绕着对于剧中反角人物――蚩尤的描写和评价问题，却引起了来自

少数民族的苗族社会知识分子们的异议。这其中，在中国苗族分布最集中的贵州省，以苗族知识

分子为中心组织起来的民间社团组织的“贵州省苗学研究会”（以下简称“贵州苗学会”）内的

苗族知识分子们，纷纷以各种方式对上述电视剧中对于蚩尤这一人物的丑化描写表达他们的不满

以至于抗议活动。时任贵州苗学会秘书长、从事美术创作工作的苗族美术家杨培德为此代表贵州

苗学会，撰写了《电视剧“炎黄二帝”播出引起苗族强烈不满――对电视剧“炎黄二帝”的研讨

意见综述》的报告书，对电视剧连续剧《炎黄二帝》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指出，蚩尤作为苗族

的祖先，他也是中华文明的缔造者之一，而在《炎黄二帝》中，对于蚩尤的丑化描写以及部分汉

族学者对于蚩尤的评价，明显地是把蚩尤剔除在“中华文明”的缔造者行列以外，事实上否定了

有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起源的观点，“其结果必然导致人为地去割裂一体的中华文明，有意

识地在中华文明里播撒下互相排斥的种子，伤害参与创造中华文明各民族的民族感情，损害中华

民族的团结。”在文章的最后，他写道：“电视剧《炎黄二帝》播映后所产生的离心力，可能会

逐渐加大，不满情绪将会蔓延……。希望有关部门能够重视这一问题，尽快采取措施消除其不良

影响。”
[1]
 

  杨执笔的这份报告书，除了提交到各级政府反映情况以外，并且还发表在了苗学会的内部刊

物《苗学研究通讯》上。不久，第八届人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苗族人大代表龙明伍（伍略）、

张明达（均为贵州苗学会的领导成员）就电视剧《炎黄二帝》问题，除上书中央以外，还以人大

代表提案的方式，在对“炎黄子孙”的提法提出质疑的同时，指出该电视剧对蚩尤形象的描写严

重的伤害了少数民族的民族感情，影响了民族之间的团结。这一事件最终引起高层的注意，同年

5月 21日，广播电视部总编室给二位苗族人大代表复函，全文如下： 

      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龙明伍、张明达同志： 

      你们就电视连续剧《炎黄二帝》给丁关根同志（笔者注：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

传部部长）的信，关根同志和中宣部有关领导十分重视，将此信批转我部处理。孙家正部长

立即作了批示，要求我室根据中宣办的有关通知精神再次向电台、电视台打招呼，今后不要

使用“炎黄子孙”的提法，不再重播《炎黄二帝》，同时加强民族团结的正面宣传。 

     我室已及时将此精神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作了传达，

http://art.findart.com.cn/list204_2.html
http://art.findart.com.cn/list18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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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用“通报”的形式传达到全国各广播电视厅（局）、电台、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已做出不

再重播《炎黄二帝》的决定。 

     民族问题是个十分严肃和重要的问题。民族团结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各民族的长远

利益。我们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坚决维护和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加强民族

团结的正面宣传。 

      你们对《炎黄二帝》所提的意见是中肯的，对我们的工作很有启发和帮助。感谢你们对

于广播影视事业的关心，并希望今后对广播影视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 

                                           

广播电影电视总编室 

                                   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抄报：丁关根同志、徐光春同志、孙家正部长
[2]
 

这样，电视连续剧《炎黄二帝》在播出以后，在以贵州苗学会的苗族知识分子们为主体的少

数民族社会发起的集体抗议行动下，没有再被重播。在上述文件中，值得注意的是明文宣示了今

后在官方媒体上不再使用“炎黄子孙”提法的精神。然而，这份文件似乎并没有起到约束的作用，

因为紧接着在 1999年又发生了苗族知识群体对于电视连续剧《釜山大结盟》的抗议事件。 

  1999年 5月到 6月间,湖南电视台播放了由河南新华分社等单位合拍的 20集电视连续剧《釜

山大结盟》。该剧和《炎黄二帝》一样，同样是以远古时代有关在炎帝、黄帝、蚩尤之间发生的

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为题材。剧中对蚩尤的丑化描写,与《炎黄二帝》如出一辙。并且还安排了

“大苗”、“二苗”、“三苗”与蚩尤一道，去侵犯炎帝、黄帝的剧情，以此暗示蚩尤与“三苗”

之间的关系。
[3]
这部电视剧刚刚播出，就遭到了来自苗族社会知识分子的抗议，三大方言的苗族

知识份子们首次结集在一起,以“全国各界苗族人士及蚩尤族团平反委员会联合抗议”的署名形

式,向全国发出了公开的抗议书。 

  抗议书中指出,《釜山大结盟》中对苗族先民蚩尤的丑化,是“试图挑拨民族关系,诱发民族

仇恨,扼杀民族精神”。进而对汉族社会中“民族不平等”的现象,进行了辛辣的批判, 现将该抗

议书一段内容节选如下: 

      《釜山大结盟》一剧中对中华民族始祖的丑化,对苗族始祖及其先民的丑化,有关部门竟

然不干涉,任其泛滥,广大苗族同胞感到迷惑不解。为什么在民族团结、民族共同繁荣、民族

平等这一新型民族关系时期出现歧视、侮辱、侵犯苗族人权的行为。《釜山大结盟》的播放

说明，苗族先民被歧视、被否定、被抹杀现象在一些领域仍然严重存在，如现行中学义务教

育初中历史教材原始社会部分对蚩尤族团的伟大历史贡献一点也没有提及,教育中华民族子

孙一书《上下五千年》的作者们对蚩尤族团也采取否定丑化的态度……。有关部门允许《釜

山大结盟》剧的编导与播放,是新时期丑化中华民族始祖、丑化侮辱苗族，试图从精神领域

扼杀苗族的集中体现,是引发民族仇恨的导火线！允许该片播放的有关部门,无视“中华民族

一律平等”这一新时期的原则,无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历史是由各民族共同缔造的这一历

史真实,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条‘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

为……。”
[4]
  

在上述这封充满了火药味的抗议书中，可以看到，苗族知识群体们对于“炎黄热”中不断出

现的“褒炎黄、贬蚩尤”的现象，已经抑制不住他们的感情，不仅把对这部电视剧的指责提到“侵

犯苗族人权”、“破坏民族团结”等空前的政治高度上，并且对于在其它如教育等领域中存在的

苗族先民“被抹杀”的现象也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在来自苗族社会的强烈抵制下,《釜山大结盟》

一片在放映途中就很快被迫停播。 

  上述在宣传“炎黄子孙”活动过程中，出现的围绕着对于蚩尤评价所引发的来自苗族社会的

http://yishujia.findart.com.cn/188889-rw.html
http://art.findart.com.cn/list143_24.html
http://art.findart.com.cn/list36_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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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满以至于抗议活动，究竟是在什么背景之下产生的呢？在这里,我们就有必要回顾一下自九十

年代以后，几乎是同一时期出现的汉族社会中的“炎黄热”以及在苗族社会中“蚩尤热”的情况。 

   

二、“炎黄热”与“蚩尤热”的纠葛 

   

    从 90 年代初期开始，中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全国性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在这次政治

运动中，我们注意到，与过去强调“中华民族”不同的是，形成于 20 世纪初期，但是新中国成

立以后长期在意识形态领域被封存的“炎黄子孙”的口号又被重新提起，并成为这次运动展开的

重要内容之一。从此，在中国（主要是汉族社会）和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中，就开始出现了经久

不衰，延续至今的“炎黄热”。 

  1991年 4月，在北京成立了“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在名义上它只是一个民间社团组织，

但担任该会会长的，先后有周谷成、萧克、费孝通、程思远等人。这些人在中国的政坛上，既是

属于“国家级”的领导人物，而且在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和学术界（如周谷成、费孝通等）

中，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学会成立以后，在中国内地以及香港、澳门等地区举行了多次以“炎

黄二帝”为主题的各种学术讨论会，并积极参与支持各地方对炎帝和黄帝的“公祭”活动或以“炎

黄”为主题的各种文化活动，成为推动近年来大陆各地兴起的“炎黄热”的最为重要的中坚力量。

除此之外，学会还编辑了许多以“炎黄”为主题的出版物，如 400 余万字的大部头资料集《炎黄

汇典》和百余卷的《中华文化通志》等等。这些活动都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官员以及直

接或间接支持与协助。其中《中华文化通志》一书出版后，在 1998年 11月，该会的领导和部分

撰写、编辑人员，还受到了江泽民总书记的接见。
[5]
2000年 8月，为配合奥运申办运动，经国务

院的批准,由外交部、公安部、体育总局、交通部、中国侨联和国家旅游局共同主办，举办了空

前规模的“普天炎黄贺千年”的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进行了多路“中

华炎黄圣火”的点火和传递活动。由此可以看出，90 年代以后在中国兴起的“炎黄热”，事实

上是得到了国家及各级政府部门的鼎力支持的。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乎与汉族社会中的“炎黄热”同一时期，在中国南方的少数民

族中的苗族社会中却兴起了奉传说中与炎帝·黄帝处于对立面的蚩尤为民族共祖的“蚩尤热”的

活动。并进而和“炎黄热”言说之间纠葛不断。 

  1994 年年初，在传说古代炎黄联盟与蚩尤发生了“涿鹿大战”地点的河北省涿鹿县，当地

政府决定利用当时正在兴起的“炎黄热”，计划在该地塑造“炎黄像”，修建“炎黄城”，以此

作为开发旅游经济的招牌。但是，这一消息被当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任职的一名红军长

征出身的苗族老将军陈靖获悉后，他当即给当地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写去一封长信，对于这一举措

表示反对。在信中，陈靖针对近年来的“炎黄热”，警告这样做只能在少数民族中产生离心倾向，

明确地表明了他对建造“炎黄城”以及“炎黄像”反对立场，进而他还建议在涿鹿县修建一个纪

念炎帝、黄帝以及蚩尤这三位“祖先”的塑像或建筑物，认为此举才将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凝

聚力的增强。这其中，针对近年来在汉族社会中兴起的“炎黄热”问题，陈在信中写到： 

      最近四、五年，由于某些人与个别领导者，只顾眼前的一时需要，孤立地、片面地搞一

种所谓的“炎黄热”，而忽视了其他五十几个民族，无意中种下了民族不睦的种子。当前至

少在十几个少数民族中，正在生长着离心力。我们在中、下层（也有少数上层）里常常听到

这样的表白说：“我们不是炎黄子孙”、“那些搞炎黄热的人，不知居心何在？……”据说。

据说有好几个民族的负责人，已经向中央部门，甚至向中央领导直呈意见。[6] 

  在给涿鹿县领导去信后。陈靖接着又在 1995 年 3 月到 5 月间，以一个“苗族红军老战士”

的名义，就蚩尤问题分别致信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著名的马列主义理论家胡绳，中共

http://art.findart.com.cn/list97_70.html
http://art.findart.com.cn/list97_70.html
http://art.findart.com.cn/list16_4.html
http://yishujia.findart.com.cn/150658-rw.html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13 

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协主席李瑞环，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元勋、中华炎黄研究会执行会长萧克将

军等人以及相关机构。在这些去信中，他充分利用了近年苗学研究中的成果，阐述了“蚩尤”、

“九黎”以及“三苗”与苗族之间渊源关系，并通过对汉民族形成过程的追溯，认为“蚩尤既是

苗族的始祖，也是汉族的始祖”，批驳了王朝时代以至于民国年间汉文化的“正统观念”将蚩尤

打入另册的做法。要求为被视为“苗族最高祖先”的蚩尤“正名”和“平反”，并且将蚩尤和炎、

黄一道树立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之一。
[7]
 

  陈靖是贵州省瓮安县出身的苗族，1936 年，他在红军长征途中参加了革命，长期在军队中

从事宣传工作和文学创作活动。他的信件在内外都产生了强烈的影响。首先，他作为一个老红军、

老革命的身份，使得他的去信具有了非同寻常的分量；其次，他在信中指出的在南方十几个少数

民族中产生“离心”倾向的警告，涉及到了中国政治生活中最为敏感的民族问题，也不得不引起

了政府的注意。在收到陈靖的来信后，涿鹿县政府很快取消了原来的计划，重新拟定了建立蚩尤、

炎帝、黄帝的“三祖堂”的方案。而当时任“中华炎黄研究会”会长的萧克将军因内部阻力，没

有立即表态，其后在他即将卸任会长职务之际，专程给陈靖打了电话，对他的行动和观点表示支

持和理解
1
。而在陈靖所属的苗族社会中，他的去信更是引起了各地苗族知识分子们的强烈反响。 

  苗族（英文：hmong）是一支广泛分布在中国南方各省以及东南亚等地的民族集团。据 2000

年的人口统计表明，中国境内的苗族人口共有 890 万余人，在中国 56 个民族中（包括汉族在内）

位居第五位。自 80 年代实行改革开放和恢复民族政策以后，在中国各少数民族社会中“民族意识”

普遍高涨的背景之下，各地苗族社会的知识分子中，也以不同的方式纷纷展开增强民族自我归属

意识的活动。1989 年 11 月，在贵州省率先成立了以苗族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间社团组织――贵

州省苗学研究会（以下简称苗学会），其后，在湖南、云南、北京以及广西等地，也先后成立了

苗学会组织。各地苗学会成立以后，在“苗学研究”的旗帜下，苗学会强力推动苗族知识分子对

于苗族社会的经济、教育等问题研究，并对苗族传统文化进行了大量的整理和发掘工作，成为近

年来促进苗族社会民族意识不断高涨的最为中坚的力量。
[8]
然而，在蚩尤问题上，1991年 7月，

在贵州省凯里市召开的“贵州省苗学会第三次学术年会暨国际苗学研讨会”，来自三大方言区的

苗族知识分子们汇聚一堂，确认了奉蚩尤为苗族共同祖先的意向。但除此之外，这时期，在展开

的“苗学”研究中，基本上没有看到涉及到蚩尤的研究。 

  陈靖给中央以及地方的相关部门和领导的信件，在各地的苗族社会的知识分子中被广为传

阅，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以此为契机，从 1995 年开始，在各地苗学会活动中，不约而同地掀起

了一股“蚩尤热”的浪潮。以占全国苗族人口将近一半（约 420 万人）的贵州省为例，1995 年

11 月在贵州省安顺市召开的贵州省苗学会第五次学术年会上，特别邀请了传说系古代黄帝与蚩

尤发生“涿鹿大战”以及蚩尤战败被杀地点的河北省涿鹿县的县委书记与会，就蚩尤与中华民族

的关系问题作了发言。
[9]
1996年 8月在贵州六盘水召开的“贵州省苗学会第五次年会暨经贸洽谈

会”上，蚩尤问题也成为讨论的热点问题。《贵州民族报》以《蚩尤始祖地位应肯定――贵州省

苗学会第五次年会学术研讨综述》为题报道这次会议的情况。
[10]

来自三大方言区的一些著名苗族

学者，如贵州黔东方言的李廷贵（贵州省苗学会会长）和潘定智（贵州民族学院民族语言系教授，

系主任）、湖南湘西方言的伍新福（湖南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苗族史》以及《苗族通史》的

作者）、西部方言的王正义等，纷纷从不同的角度论证蚩尤与苗族的关系。除此之外，还有一些

对要求为蚩尤“平反”持赞同态度的汉族学者，如来自河北省涿鹿县的王大有等也参与这场讨论。
[10]

1996年以后，苗学会出版的年度内部刊物――《苗学研究通讯》，除了第 10期为《苗族杰出

人物》专辑以外，其他的每一期都登载了许多有关蚩尤研究的论文和信息，几乎变成了有关蚩尤

问题的“专辑”。而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而兴起的各地以苗族为主题的网页，都纷纷纳入与蚩尤有

关的内容。这其中，由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青年苗族学者们开设的

                                                        
1 2000年 9月，笔者对陈靖的访谈 

http://art.findart.com.cn/list17_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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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rt.findart.com.cn/list634_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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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苗网》中，还专门设立了以蚩尤问题为中心议题的“祭祖坛”，祭上蚩尤塑像，罗列了许多

苗族学者（包括汉族学者在内）的有关蚩尤问题的论文研究资料，并且在其开设的“苗学论坛”

留言板中，蚩尤问题也一直成为众所关心的议题之一。 

  在上述对于蚩尤问题的热烈讨论中，主要围绕的核心主题包括了以下两个层次的问题: 

  首先，在大力宣传蚩尤是苗族祖先的同时，苗族学者们力图从“科学的”角度来证明蚩尤与

苗族之间的渊源关系。  

  就蚩尤与苗族之间的渊源关系而言，尽管苗族学者根据近代以来部分汉族学者的观点和汉文

献记载，一直坚持传说时代的蚩尤及其他领导的“九黎”和其后的“三苗”部落与苗族有着渊源

关系。但事实上对这一问题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争论。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汉文

典籍虽然浩瀚，但是先秦时代的汉文史藉能支撑蚩尤与苗族有关系的材料，其实只有两条：一是

诸如《国语》、《礼记》等史藉中有关“三苗”是“九黎之后”记载，可以将苗族间接地和被视

为“九黎”首领的蚩尤联系起来。二是如《三海经》等史藉中有关蚩尤所弃之“桎梏”、“化为

枫木之林”的记载，可以和现今见于黔东南一带苗族地区的枫木信仰联系在一起。换言之，仅根

据汉文献记载的历史――即所谓的“书史”来证明蚩尤与苗族关系显然很难成为“定论”，如何

从学术上“科学地”论证蚩尤与苗族的关系就成为苗族学者们的当务之急。在这过程中，最值得

注意的就是苗族的“心史”材料的登场。 

  所谓的“心史”，用贵州苗学会首任会长李廷贵的话来说，指的就是苗族“心灵的历史”，

即在各地苗族社会中流传的各种民间口头传承。
[11]

但是，80 年代以前，在苗族三大方言区中收

集和整理到的诸多苗族民间口头传承中，并没有看到能够直接证明蚩尤与苗族之间关系的资料。

然而，从 80 年代以后，苗族学者们就在分布在云南、四川一带的西部方言苗族中，不断地挖掘

和整理出来了许多有关蚩尤的民间传说。进而 95 年以后，东部方言和中部方言区的苗族学者们

也在民间流传的史诗、神话以及巫辞中发现了不少能够证明古代蚩尤与苗族关系的资料。这些被

搜集、整理出来的民间资料，继而又成为论证蚩尤与苗族关系的重要的论据。 

  其次，要求为蚩尤“平反”，肯定其在中国历史上作为“中华文明”的缔造者以及“中华民

族”的创始人之一的地位。重新评价蚩尤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也构成了“蚩尤热”中的主要内容。 

  自 90 年代以后在汉族社会中兴起的“炎黄热”中，在对“炎黄子孙”大力宣传弘扬之际，

对于处在对立面的蚩尤则基本上采取了一种漠视或者回避的态度。正是这种“重炎黄，轻蚩尤”

或者“褒炎黄，贬蚩尤”的现象引发了苗族社会知识分子们的不满。上述陈靖将军在致政协主席

李瑞环的信中就指出：自新中国成立以后，一大批过去被污蔑、歪曲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如

“闯贼”（明末李自成）、“拳匪”（义和团运动）、“洪逆”（太平天国的洪秀全）等都纷纷

恢复了名誉，唯有上古传说中的人物蚩尤被打入到“另册”中。这无疑会招致奉蚩尤为祖先的少

数民族社会的不满情绪。
[7]
正因如此，在 1995 年以后苗族社会中兴起的“蚩尤热”中，论证蚩

尤对于中华文明的贡献，要求重新评价蚩尤在中国历史上地位问题就成为“苗学”研究以及苗学

会活动的最重要议题之一。 

  上述来自苗族社会要求对于蚩尤的再评价呼声，由于直接关系到少数民族对于国家的认同和

“安定团结”的大局，因而从一开始就超越了“学术”的界线而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在“炎黄热”

兴起以后，与陈靖上书几乎同一时期，对于蚩尤的历史地位的再评价的动向也出现在一部分政府

官员和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汉族学者中。据北京首都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的李庚称，早在

1993 年他到涿鹿县考查有关炎帝、黄帝、蚩尤的文化遗存期间，就开始意识到传统史学中只谈

炎黄，不提蚩尤的这一历史观所存在的“局限性”。因此，1994 年 4 月，他给涿鹿县政府提出

了建立“中华始祖文化村”的设想，将蚩尤同炎帝、黄帝一同列入到中华始祖的行列中。据他说，

这一设想在当时就得到了国家旅游局的领导和一些专家学者们的肯定。
[12]

此外，河北涿鹿县县委

副书记任昌华认为所谓的“炎、黄、蚩三祖文化”的观点，最初是他在 1993年 10月提出的，其

http://art.findart.com.cn/list16_32.html
http://art.findart.com.cn/list16_32.html
http://art.findart.com.cn/list16_27.html
http://art.findart.com.cn/list52_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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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得到了地区政府以及省一级党委宣传部门主管官员的认同，也得到了国内部分学术团体，如中

国先秦史学会、中华炎黄研究会、台湾中华伦理教育学会等学会中的一些负责人和学者的支持。
[13]

 

  在苗族学者要求为蚩尤“正名”和“平反”的呼声中，主流社会中的部分汉族学者也纷纷著

文响应。1995 年 9 月，在涿鹿县政府的主持之下，在涿鹿县召开了“全国首届涿鹿炎黄蚩三祖

文化学术研讨会”，会上肯定了蚩尤在历史上作为与炎帝、黄帝同为“中华始祖”的地位。会后

还成立了“三祖文化研究会”的学术团体。1997 年，在河北省的涿鹿县，建起了象征“中华民

族”最早起源的“中华三祖堂”。在这座辉煌的殿堂内，摆上了“炎帝”、“黄帝”、“蚩尤”

这三个代表了“中华民族”起源的祖先的塑像。1998 年 7 月，在涿鹿县又召开了“全国第二届

涿鹿三祖文化学术研讨会”。除国内的学术团体和学者以外，还有美国、老挝的华人和苗人代表

共 300多人与会。在这次研讨会上，贵州苗学会常务副会长李廷贵先生代表苗族在会上致了开幕

词。此外，会议期间还为落成的“中华三祖堂”纪念馆举办了盛大的开馆仪式，元贵州省省长、

时任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兼贵州苗学会会长王朝文在剪彩仪式上致辞，来自贵州赫章等地的

苗族芦笙队，以及由贵州苗学会组织的苗族歌舞团和艺术家，身穿民族盛装，进行了精彩的表演。

可以说，作为蚩尤后代的苗族的参与，成为上述研讨会与“中华三祖堂”开馆仪式中最为引人注

目的一道风景。
[14]

 

  然而，上述在苗族社会和部分汉族学者及政府部门中树立“炎帝”、“黄帝”、“蚩尤”为

中华民族的“三大始祖”的动向，在近年兴起的“炎黄热”中，只能算是一段小插曲。苗族社会

为蚩尤“平反”的诉求，事实上一直受到外界会有形无形的抵制。早在《炎黄二帝》播出前，一

些学者在非公开的场合就提出了非议：苗族要求将自己的祖先树立为中华民族的开创者，中国有

50 多个少数民族，如果每个少数民族都提出同样的要求的话，那么怎么办？此外，还有一些人

甚至引用民国时期孙中山先生祭祀黄帝陵时写下的那段有名的祭文: “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

辕自古传。想像指南车，平定蚩尤乱。世界文明，唯有我先。”来加以反驳。90 年代后期先后

播出电视连续剧《炎黄二帝》和《釜山大结盟》中对于蚩尤这一人物的丑化，事实上也是汉族社

会中的这种不满情绪的一种公开反映。 

  以上在“炎黄热”与“蚩尤热”中，围绕着中国古代传说人物炎帝、黄帝以及蚩尤历史地位

的评价问题，在汉族和苗族知识分子之间的发生的一系列争论，我们似乎又嗅到传说中五千多年

前发生在中原的那场战火的硝烟。其实，这一系列争论的背后，与 19世纪末到 20世纪初中国在

从王朝体制向近代国民国家体制转换过程中，苗族作为近代民族集团的形成过程，以及以“中华

民族”和“炎黄子孙”言说所代表的不同的国民整合路线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在这里，我们

有必要在以下对上述问题加以初步的整理与展开。 

   

三，“中华民族”与“炎黄子孙”――近代中国国民整合的两条路线 

   

    1903 年以后开始的旨在推翻满清王朝统治的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最初是在“排满”

的口号下进行的。统治中国的满清政权，被贴上了“异族统治”的标记。而几乎与此同时，革命

派在对于“种族”的各种议论中，以“黄帝”作为“汉种”或“汉族”始祖的言说就逐渐流传开

来。
[15]

然而，1912 年辛亥革命以后，随着“中华民国”的建立，过去清朝帝国的版图也被原封

不动地继承下来。面对“中国”这一国家领域内存在着多民族的现实，革命前形成的“炎黄子孙”

的这种单一的种族主义的思想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国家的现实的需要。于是，孙中山提出了“五

族共和”的思想，作为国民国家整合意义上的“中华民族”的提法，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出现的。
[16]

但是，这时期的“中华民族”的概念，基本上是以汉族和汉文化同化中国境内的其它非汉系族

群为中心展开的理念。两者之间既有不同，但在以汉文化为中心这一点上，双方又是一种互补的

http://art.findart.com.cn/list91_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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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在上述两种言说之间表现出来的“外向与内敛”以及“传统和近代”

之间的差别。 

  首先，就前者的关系来说，“炎黄子孙”的言说是在中华民国建立以前的“排满兴汉”的反

清运动的过程中形成的。它强调的是“种族”关系而超越了“国家”的界线。而这种“种族论”

就其本质看，它仍然是汉字以及儒家文化价值观为中心表现出来的。这一言说的诞生和流传，最

初是在海外的留学生和华侨中，因而在海外华人中具有较大的影响，也得到了他们的普遍认同。

而“中华民族”（或“五族共和”）最初则是以整合“中国”这一主权国家内的不同族群为目标

提出来的。辛亥革命以后，新成立的近代国家体制基本上继承了过去王朝帝国的版图。在这一新

生的国家中，不仅有“炎黄子孙”的汉族，同时，也包括了这之前被为视为“异族”的满族以及

众多的非汉系族群在内。如何强化和整合这些不同族群对国家的认同就成为当政者首要的急务。

因此“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与“炎黄子孙”相比较，将其对象、范围明显地收束在“国家”的

范围内，故具有较为强烈的内敛性。 

  其次，就“传统”与“近代”的关系而言，“炎黄子孙”的口号并不单纯是表现“共同的祖

源”的言说，并且也是对于传统的“天下”观念以及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的汉文化的价值观的

继承和发展。换句话说，在近代中国历史上，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在由王朝体制向国民国家体

制的艰难转换的胎动过程中，一方面，近代国家的明确的疆界划分、民族（国民）意识、主权在

民思想等观念逐渐取代了过去朝贡体制下的宗主权思想，以君主为中心的王权思想等；
[17]

另一方

面，通过“炎黄子孙”等种族主义言说的展开，我们也可以看到传统的、基于王朝时代儒家文化

价值观为中心的“华夷之辨”和“天下”观念的扩张和变化的过程。过去被视为“化外之民”的

海外的华人，在这一话语体系之下，也被有机地组合在文化意义上的“中华”范围之内。海外华

人虽然在地理空间上散布在世界各地，但是在他们的文化认同却是和“中国”连为一体。在辛亥

革命前的反清活动中，他们给予了革命派大力支持而被孙中山誉为“革命之母”。同样的，中国

国内对于侨居海外的这一些华人也表现出了强烈的认同感。例如，在面临民族存亡危机的中日战

争时期，人们探讨“边疆”问题时，就时常把“边疆”概念区分为“政治的边疆”和“文化的边

疆”这两种不同的层次。前者主要指的是主权国家的“中国”所统辖的范围，而后者不仅包括了

过去在文化上被视为“他者”的“中国”疆域的非汉系族群，而且还包括了过去被王朝政权视为

“化外之民”的海外华人。著名的民族学家吴文藻在抗战时期就一直非常关注“边政”问题，他

撰文指出：中国国内的“边胞”（分布在边界地区的非汉系族群）作为“国防的前线”，只是代

表了中国的“有形的边疆”；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则是“国防的外围”，代表了中国的“无形

的边疆”。
[18]

他这里提出的“有形的边疆”和“无形的边疆”，也可以理解为“政治的中国”和

“文化的中国”两种形态，事实上是将近代的“国家”概念和传统的“天下”观念都包含在其中

了。 

  无论上述的“政治的疆界”和“文化的疆界”的界定也好，还是“中华民族”和“炎黄子孙”

的提法也罢，其实两者之间在语义上有相当部分是重迭在一起的。在这里我们看到，近代以来中

国在从王朝体制向近代国家转变的过程中，一直隐约地贯穿着两条不同的整合路线：一条是以“中

华民族”的口号为代表的“国民的”整合路线。它基本上是以分布在“中国”这一主权国家内的

各个民族为对象。另一条则是“炎黄子孙”的言说为中心展开的、超越国界的“文化的”整合路

线。它表面上虽然是以“共同的祖源”的想象为纽带，但实际上却是以基于汉字以及传统的儒家

文化形成的共有的价值观为内核，将分布在全世界各地的华人连成一个文化的以及命运的想象共

同体。但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在“汉文化中心思想”的影响下，这两者并没有被严格地区别开

来。许多场合下，“中华民族”不仅指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并且也把世界各地的华人也包括进来

了。也许正因为如此，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兴起的“炎黄热”中，我们还可以时常看到将“炎黄

http://yishujia.findart.com.cn/149996-rw.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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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孙”等同于“中华民族”的现象出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很长一段时期，对于“中华民族”的宣传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

主流，实际上我们很少看到有关“炎黄子孙”的宣传；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实际的政策层面上，

对于海外的华人、华侨甚至采取了一种近似于敌视的态度（例如，这时期连具有“海外关系”本

身都会构成一个政治问题）。因此，对于在 1980 年代以前的中国，我们基本上可以理解为是以

围绕着“国家”为中心的国民整合的过程。 

  这种状况一直到 80 年代的初期才发生了变化。这时期，随着民族政策的恢复和对外改革开

放政策的实施，国内各个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步步高涨。而随着来自海外华侨的投资在中国的外

来投资经济比重中逐步加大，加上面临台湾独立、香港和澳门的回归等问题，对内如何加强中国

国内各民族对于国家的认同，对外如何强化世界各地华人和港澳、台湾同胞对于中国的向心力和

认同感，就成为中国政府所面临的重要的的政治课题。从 90 年代初期开始，中国政府掀起了轰

轰烈烈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的热潮。在这次运动中，值得注意的就是以“炎黄子孙”这一充

满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口号的重新出台。 

  导致 90年代以后“爱国主义教育运动”这一政治运动出现的背景，不用说，它与 89年以后

中国所面临的内外复杂局面有关。然而，从另一个角度上看，在“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中出现的

“炎黄热”现象，也昭示出主流意识形态正在向传统的“中华思想”悄然回归的一面。围绕着“炎

黄子孙”言说的展开过程，我们看到，在汉民族社会中根深蒂固的传统的“汉文化中心主义”不

可避免地开始抬头，“炎黄子孙”甚至与“中华民族”同一而视之。如“中华炎黄研究会”的常

务副会长鲁淳在他的一次发言中就提到：“今日中国是古代中国的延续与发展；今日中国文化，

是古代中国文化的延续与发展。我们要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对炎黄二帝始兴和代

表的中华文化有所了解，中华文化的许多优良传统可以追溯到炎黄二帝极其时代（中略）。古今

源流，虽然相隔五、六千年，却是一脉相承的”。
 [5]

在这里可以看到，过去对“中华民族”的“多

元一体格局”的强调，通过“炎黄子孙”言说的展开，变成了“一元一体”；“炎黄二帝”成了

“中华”的源头与主体；“炎黄文化”也变成了“中华文化”的代名词。换句话来说，“中华民

族”也在这一意义上被巧妙地与“炎黄子孙”融合起来。 

  上述这种将“中华民族”与“炎黄子孙”混同的看法，被苗族学者指责为是一种典型的“大

汉族主义”以及汉文化“正统观”的表现。其实，这两个概念无论从政治上还是学术上，事实上

也是很难重迭在一起的。将“炎黄子孙”作为一个建立在“共同的祖源”基础上的“想象的共同

体”，将其等同于“中华民族”，实际上也等于否定了官方关于“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的基调。 

  在“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兴起的初期，对于“中华民族”与“炎黄子孙”这两个提法间所隐

含的区别，实际上官方并非毫无意识。江泽民总书记在 1990 年的一次讲话中就指出：“我们都

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我到中央工作以后，从整体对一些问题做了些研究。我感到，‘中华民族’

这个词，比我们过去常讲的‘炎黄子孙’的概括性更强，它包括了我们国家的各个民族”。
 [19]

其后电视连续剧《炎黄二帝》受到苗族社会的抗议以后，尽管中央部门也发文规定要限制“炎黄

子孙”媒体上的使用。但是，这似乎根本难以阻止在汉族社会中“炎黄热”持续升温的势头。对

于单方面宣传“炎黄”会引起的负面效应，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也只是在其内部的文件中表明：

宣传“炎黄”的同时，也要注意照顾到少数民族的感情云云。也就是说，传说中处于炎黄二帝对

立面的蚩尤，在这里明确地是与汉族区别开来而将被划到“少数民族”的阵营中。由此看出，苗

族社会中的“蚩尤热”和汉族社会中“炎黄热”之间发生的纠葛中，我们看到：事实上它也是传

统的“华夷之辨”、以及近代以来的“国家”（“中华民族”）与“民族”（“炎黄子孙”）这

两条不同的整合路线之间表现出来的最具有象征性意义的冲突。苗族社会的知识分子在许多场合

都强调：“我是中国人，但不是炎黄子孙”，对在“炎黄热”过程中“褒炎黄、抑蚩尤”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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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电视剧《炎黄二帝》之所以会不顾苗族的反对而播出，并且将被苗族视为

自己民族始祖的蚩尤置于对立面，其背后的原因，正如广播电视部部长孙家正在《文艺报》上发

表的评论中指出的：“编织这样一个故事，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期望……，也符合全世界华人的感

情和心理”的那样，它主要是为了满足分布在中国和全世界的汉族或华人的民族感情的需要而策

划出来的。于是乎，我们可以看到，在 90 年代以后兴起的“爱国主义教育”中，面对蓬勃兴起

的“炎黄热”，同样是“中国人”的国内的少数民族，除了苗族知识分子公开的抗议之外，其它

少数民族则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冷淡而出现了“一冷一热”的现象。对于这一事态可能会导致的民

族问题，如前所述，一些政府部门和汉族学者也试图通过“三祖共立”来加以弥合，但从以下所

叙述的电视剧《涿鹿大战》的流产过程中可以看到，这些努力事实上也遭到来自各方面的强大阻

力。 

   

四、电视剧《涿鹿大战》的流产与“南长城点火” 

   

    令人饶有兴趣的是，就在与电视连续剧《炎黄二帝》拍摄的几乎同一时期，同样在“中华炎

黄研究会”内部，也在酝酿着表现同一历史题材的另一部电视连续剧《涿鹿大战》的制作。同样

表现的是炎帝、黄帝联盟与蚩尤的战争的这一历史的题材，但这部电视剧剧本但故事表现的主题

和内容上，却与《炎黄二帝》截然相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与《炎黄二帝》中将蚩尤塑造为一个野蛮、暴虐的人物形象不同的是，《涿鹿大战》这部电

视片在表现五千年前发生的这场大战的时候,其剧情中没有安排一个反面人物。有关于此，最初

受“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的委托而从事这一剧本创作的汉族作家黄谷子在他的创作构想中就写

到： 

      如果人们放弃传统的历史偏见和狭隘的民族意识,从巩固国家的统一和维护民族大家庭

团结的整体利益出发,用唯物史观去审视‘涿鹿之战’会得出一个全新的历史概念。即“涿

鹿之战”是我国原始部落文化的第一次大撞击,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

我们不应当在五千年前祖宗们的成败中寻找藉慰或怨恨。
[10]

 

  正是从“维护民族团结”的大义名分出发，作者力图从“融合”的角度对于这场传统上被视

为“文明”对“野蛮”的战争进行一次观念转换的重构。1996 年,该电视剧剧本的初稿完成,并

于 1997年初在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召开研讨会,据说有 20多位将军及 200多名学者参加了讨论。

从会议地点及参加人数规模看,规格不可谓不高。其后在《炎黄二帝》引发苗族社会的抗议风波

以后,《涿鹿大战》剧本的作者进而主动与贵州苗学会的苗族作家以及学者们取得联系,共同探讨

剧本的内容及构成等问题。“贵州省苗学会”也与“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先秦史学会”

一道，成为《涿鹿大战》的创作组织委员会的单位成员之一。 

  然而,反映新的“历史概念”的《涿鹿大战》电视剧至今仍然未与观众见面。而同期制作的

《炎黄二帝》和其后产生的电视剧《釜山大结盟》却顺利播出。除了一些客观原因以外,了解内

情的陈靖就指出主要是受到来自“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内部一些反对意见所致。而《涿鹿大战》

剧本的作者也因各种原因,在北京无法创作下去，只好求助于贵州苗学会,来到贵州,寓居在李廷

贵宅中继续从事剧本的撰写。结果，也因无法获得资金支持而流产。其后陈靖在一片文章中指出：

《釜山大结盟》是中国作家协会苦心经营的产物，作为《炎黄二帝》姊妹篇，也是经过广播电视

部批准的，这不是正好与他们 1997年针对《炎黄二帝》所发的 49号文件的精神背道而驰吗？在

这里，他讽刺道：“莫非炎黄子孙中出现‘信仰危机’，从而把党的民族政策置于不顾，要揪出

五千年前的蚩尤来作为‘靶子’，大加诛伐，以增加那一份‘凝聚力’？”
 [20]

 

  电视连续剧《炎黄二帝》和《釜山大结盟》受到苗族知识分子的抵制后，最终停止了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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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广播电视部有关限制使用“炎黄二帝”提法的文件似乎对于汉族社会中的“炎黄热”丝毫

没有起到抑制的作用。尽管中央发文限制使用“炎黄子孙”，但是中国作家协会在其内部文件中

（1997年 7号文件）只是把它视为“属于正常的学术争论范畴”，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1]
。这些

事实和现象表明：近代以来，“炎黄子孙”言说在主流社会中已深入人心，要想在现实中改变蚩

尤的“残暴”形象绝非是可以一蹶而就的。这从九十年代曾流行一时的国内制作的网络游戏《轩

辕剑》中，“蚩尤”依然被设定成游戏中最大“魔王”也可窥见一斑。
[21]

 

  2000年 8月，为配合奥运申办运动，经国务院的批准,由外交部、公安部、体育总局、交通

部、中国侨联和国家旅游局共同主办，举办了空前规模的“普天炎黄贺千年”的活动,在全国范

围内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进行了多路“中华炎黄圣火”的点火和传递活动。意味深长的

是，也许是组织者意识到了这一活动会引发的负面效应之关系，便特别将其中一路的“炎黄圣火”

的火种，选择在了苗族聚居区的湘黔边境的“南长城”——过去中央王朝为防止“生苗”的侵入

而在湘黔边界修筑的城墙遗址下点燃。那一天，还特意安排一对“汉族”和“苗族”的男女青年

在“南长城”下举办了盛大的婚礼，并由他们点燃了“炎黄圣火”的火种。
[22]

但是，对于这一以

“汉苗联姻”作为象征苗汉之间“一笑泯恩仇”的创举，苗族知识分子非但感到欣慰和认同，反

而激起了他们的对于过去的痛苦记忆与愤怒。据说，就在结婚和点火仪式举办的前一天晚上，一

场大雨，冲毁了在“苗疆长城”旁搭起的典礼台，苗族老一辈学者巴青达络·熊喀（苗青）在他

的一篇杂文中,将此揶揄为“炎黄要来取火，蚩尤发怒灭火”。
[23]

而苗族青年作家龙建刚在《三

苗网》上刊载的一篇题为《别人的奥运会》的杂文中写道： 

      今年 8 月 25 日，新华社有篇“四路炎黄圣火在长沙汇集”的专电，其中一路是在湘西

凤凰县苗长城下点燃。当然，选择在什么地方点火是人家的权利，但在苗疆一个非常敏感的

地带点燃的火焰却被命名为“炎黄圣火”，我们忍不住要好好想想：同志哥，你们搞的是什

么名堂？翻开历史，你可以清楚地看到：苗长城上的每一个砖头都沾满了一个被压迫民族的

鲜血，它至今仍然弥漫着浓浓的腥味……。这样的“圣火”，应该灭了算球。” 
[22]

 

    

结语 

   

    当今社会，“民族”或“民族集团”常被视为一个具有最大外延的“假性血缘团体”。从这

一意义上说，对于民族共同祖先想象、追溯与树立，必然地就成为整合、强化自身民族认同意识

的最为基本的和核心的内容之一。自 90 年代以后在汉族社会和苗族社会中兴起的“炎黄热”和

“蚩尤热”，至今仍然在行进之中。2000年 8月 17日，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

境内的香炉山上，来自全国各地的苗族，隆重举行了“蚩尤陵园”的奠基典礼；2001 年 8 月 9

日，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一尊巨大的“苗族始祖蚩尤像”雕塑举行了落成典

礼。另一方面，“炎黄热”在中国以及全世界各地华人中持续高涨。2004 年以后，对黄帝陵的

祭拜仪式升格为国家级；2006年清明节，世界各地华人万人公祭黄帝陵。而苗族社会要求将“蚩

尤”树立为中华民族祖先的呼声一直从未停止过。上述“蚩尤热”与“炎黄热”的兴起与碰撞，

从中显现出来的中国近代国家体制下国民整合过程中出现的龟裂现象，该如何解释与总结，尚还

有待进一步观察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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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苗女”争论及其背后 

 ——论 80年代初期的苗族知识界的民族意识的“骚动”1 

 

杨志强 

                                                   

在现代对国民国家民族集团问题的讨论中，其民族集团的自我认同意识，以及相互之间在互

动状态下“内外境界”的形成问题成为关注的重点
2
 。苗族是中国人口位居第五位的少数民族，

                                                        
1 本文刊载于《青海民族研究》（第 21 卷第 1 期）2010 年 1 月，第 5-13 页。日本版刊载于《中国研究月报》

2002 年 9 期，日本中国研究所。 
2
  本文所使用的民族境界这一概念，主要以日本学者江渊一公所作的定义为参考。即：所谓的民族境界，是指

http://yishujia.findart.com.cn/156767-rw.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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