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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大员更加直接地说道：中华民国的国体应该是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因此，

没有了满族、蒙古族、藏族及回族等少数民族，中华民国这个“中国”也就不复存在。
1
从这里

可以看出，包括许多国民政府的要人在内，在当时许多人的想像中，中国是由明确区分开的两个

部分――汉民族居住的“内地”部分和少数民族居住的“边疆”――所构成的。
2
许多强调新疆、

西藏、蒙古地区对于中国具有重要意义的文章，甚至直称这些“边疆”地区为“屏藩”地区。由

此可见，1930年代中国的“边疆”概念中，其实具有“边缘”与“差异”的双重含义。“边缘”

也是一种临界状态，而建筑在这种“边缘”意识之上的“差异”，不仅仅是一种内外有别，而且

意味着“内地”和“边疆”之间的一种主从关系：在地理上，前者为中心，后者为周边；在文化

上，前者先进，后者落后；在经济上，后者应该服从于前者的利益；在国防上，后者是一个保卫

前者安全的存在而已。在 1930年代的国家利益至上的“边疆”意识中，中华民国实质上被想象

成了一个“二重的”国家，而对“政治统一”的追求，不过是一个实现上述理想状态的手段而已。 

这种“边疆”意识中的中国国家想象，令人不能不联想到多重型“天下”体制中“中华”与

“四夷”之间的关系。“边疆” 与英语中的 frontier、borderland 之间是否具有对应关系不是本

文要讨论的主题，但是可以断定，它是中国一个极为古老的概念，
3
它的诞生与古代中国所想象

的多重型天下中的“五服制”有着一定的关系。但是这种关于“边疆”的传统思想，不但在进入

中华民国时代以后也没有减弱，反而在 20世纪 30年代中得到了加强，这与当时中国受到外敌侵

略、中国国民产生了严重的边疆危机感之间不无关系，即使在没有直接遭受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的新疆，“边疆”话语的再起也与当时日本的侵华行为有着分不开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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