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3 

罗新：落差永远会存在。专业工作和普通大众之间总是会有很大的落差。数学家和我们的数

学知识之间落差有多大？简直是两个世界。如果我们可以接受那种落差，我们也可以接受历史学

家和普通历史爱好者之间的落差。 

可是有趣的是，对于文史哲这样的基本人文学科，人们意识不到这种落差，人们认为这些内

容都是文字写出来的，都是大家看得懂的东西，因此很多时候会想着去和历史学家对话。不过我

们不能像物理学家一样指出自己和普通大众不在一个层面上，无法进行讨论。而且，我们不仅表

达方式是普通的、容易被理解，而且我们关怀的问题和大众之间共享的太多了，甚至有时候我们

的题目也来自大众的关怀。因为整个社会关心什么，所以我们也开始研究什么。在这个意义上，

历史学家不应该因为自己的专业性而和大众区别开来，认为自己很专业，而拒绝对话。我也从大

众那儿获得灵感。 

过去我不在乎这个问题，以为研究就是研究，而且我研究的时段很早，和现实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一些现实中的问题，比如十几年以前我和老同学讨论现代边疆的民族问题，给了我很大的刺

激。 

从那之后，我做的很多工作有了更明确的目标，研究方向也发生了一定变化，比如我开始讨

论古代政治体，也就是国家，在扩展过程中对不同人群采用的政策、方法引起的后果。我过去不

研究南方，在那之后，我对南方的民族问题也感兴趣了。 

由于专业工作分得高度精细，可能我们某一个点上的专业程度让我们难以和别人平等对话，

但是在另外一个点上，又和普通爱好者知识基础差不太多。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主动和普通读

者交流。这其中，也有科普的一面，把专业认识用比较生动的、容易接受的语言传达给大众。 

 

 

【网络文章】 

罗新：游牧民族是如何参与中国古代的历史进程的？ 1 

《新京报》（书评周刊）2019-10-31 

徐悦东 
 

游牧文明和游牧民族是以怎么样的形式参与了中国古代的历史？又以何种方式塑造了中

华文化？10 月 19 日，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新在建投书局·北京国贸店与大家分享了他

对游牧民族历史的理解。游牧民族是如何参与进中国历史进程的？对游牧民族来说，鄂尔

浑河谷为何如此重要？三十年的汉匈战争带来了什么样的副产品？汉帝国的崩溃与罗马

帝国的崩溃又有什么样的相似之处？我们该怎么看待历史和今天的关系？10 月 19 日，建

投书局邀请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新，讲述了“中国历史上的内亚游牧人群”。在讲座中，

罗新与大家梳理了中国历史上内亚游牧人群的变迁和大家关注的研究问题。  

 

一、讲述边缘人群在共同塑造历史所发生的作用是历史学的救赎 

 

众所周知，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不过，罗新认为，在历史写作中，不同的人讲同一段历史，

差别非常大。因为参与讲历史的人都愿意讲自己愿意叙述的内容，而不去讲自己不想讲的内容。

这使得同样的历史会有着不同的版本和看法。这些不同版本的说法有着竞争关系。 

                                                        
1 https://mp.weixin.qq.com/s/djdJAxn0D5ULYTtqAnMs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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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历史只有一种说法，那这种说法是最终的胜利者。如果我们足够幸运，我们也许可以看

到不同版本的历史。历史与历史叙述之间长期存在着紧张冲突，历史叙述是一场无休无止的竞争。 

中国古代王朝有着独一无二的官修正史的传统，目的是为了排除其他竞争者。国家的历史本

是这个国家所有人共同参与的，但是在一般的历史叙述中，有些人群是被放在中心的位置，进行

着浓墨重彩的叙述，而有些人只在边缘位置，甚至完全不提。 

因此，重新发现边缘人群，讲述他们在共同塑造历史所发生的作用，修正这些不平等的叙述，

对于罗新来说，就是历史学的救赎。 

那么，要分清楚边缘人群和核心人群就成了最基本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中华文明不只是

一个说汉语的文明，中国同时拥有各种各样的人群、语言和文化。华夏文明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

部分，而不是全部。 

华夏指的是夏商周三代以来以汉字为主要书写手段的社会体。为什么强调汉字，而不是汉语

呢？因为有学者认为，商和周不是同语言人群，但他们是同文字人群。这些写汉字的人群到现在

都是一个连续和稳定的社会体。这些人群的变化是渐进的。而这个连续稳定的社会体是由不连续

和不稳定的政治体（王朝）创造出来的。 

 

二、汉语人口孤岛的成长是极端复杂的过程 

 

汉语是一种相对年轻的历史混合语言。有关汉语的寿命，汉语史学者一直有着复杂的讨论。

罗新比较认可的是，汉语的寿命可能有五千年左右。因为在五千年前，在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后

期，中原地带出现了一群人，这群人比周围的群族有着某种发展优势，并使他们的势力不断壮大。

而分别说着古南澳语、古阿尔泰语和古藏缅语人群汇集在河南西部、陕西东部和山西南部的中原

地带。 

当时，古南澳语的使用者包括台湾岛和东南亚，以及整个太平洋地带，还包括中国的华南、

黄海和东海的海滨地带的古老人群。而说古阿尔泰语的人群主要分布在北方草原、华北北部、山

西中北部。说古藏缅语的人群分布在今天湖南、湖北、广西、贵州、云南、陕西西部等地方。不

同语言的人群在中原地带接触汇合，并产生了古汉语。当然，古汉语和后来的汉语差别非常大。 

因为在中原地带的人群有着发展的优势，他们逐渐把周边的人群给吸收进来，其社会构造逐

渐扩大。在此后的中国历史中，汉语人口持续扩大，逐渐“淹没”非汉语人口。这个“淹没”以

吸收为主，也存在着驱逐和取代。罗新认为，这个过程是极端复杂的，不是简单的吸收或取代可

以解释的。这个汉语人口的发展的过程，也是华夏化的过程。 

在最初阶段，中原地带的华夏化地区有如孤岛一般，点缀在非华夏化地区的海洋中。这就像

在汉代以前的华南地区一样。在汉代以后的华南地区，在地图上说汉语的人口看起来像孤岛一般，

因为汉朝只直接掌握了某些重要的据点和交通要道，而周围都是非华夏语言的海洋。但是，随着

历史的快速变化发展，到唐代中期以后，在今天中国国境线的主要地区，包括云贵地区，从前的

华夏孤岛的成长和扩张，逆转了原先孤岛与海洋的关系，华夏人口变成了海洋，而非华夏人口变

成了孤岛。这就如今天，我们在语言分布的地图上就能够看到，华南地区的苗族、瑶族、土家族

语言区就如同在孤岛上。 

到了先秦后期，内亚草原的游牧人群出现了，他们被称为“胡”。这群人说突厥语和蒙古语。

在今天的东北地区，延伸到东西伯利亚的森林地带的渔猎地区，这里的人说着通古斯语。在华南

地区的西部，说着苗瑶语的人群被中原人称为“蛮”，而苗瑶语说古藏缅语的一个中原分支。在

华南地区的东部，在今天的江南地带，这里的人被称为“越”。其实在更古老的时候，山东半岛、

黄河中下游地区里，都是滨海地带的诸越人群，他们讲着古南澳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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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游牧民族来说，鄂尔浑河谷为何如此重要？ 

 

阿尔泰语系包括突厥语族、蒙古语族和通古斯语族。每一种语族下都有许多种语言。突厥语

族在中国境内就有十几种语言，包括乌兹别克语、柯尔克孜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突厥语

族在地球上分布很广，“淹”过了里海，到达巴尔干半岛，但是在高加索地区却少有分布，这种

不连续意味着重大迁徙的结果。 

在历史上，说阿尔泰语系的人群所建立的政权，第一个被记录下来的是匈奴。也许说阿尔泰

语系的人群曾建立过各种政权，但是因为规模很小，没有被记录下来。匈奴是一个大帝国，跟中

国的很多王朝一样久。罗新认为，匈奴人是说突厥语的。也许在匈奴王朝最早建立的时候，其统

治阶级并不是说突厥语的，但是其主要人民是说突厥语的。这样时间一长，其统治者必然也会说

突厥语。 

说突厥语的人群建立的帝国还有突厥第一汗国、第二汗国、西突厥、高车、铁勒、回鹘、黠

戛斯等，说蒙古语的政权有乌桓、鲜卑、契丹、蒙古。而说通古斯语的人群有肃慎、夫余、渤海、

女真、满洲人。高句丽是否是通古斯语族？这是有争议的话题，韩国人并不认为高句丽是通古斯

语族。高句丽的大概势力范围在今天的辽宁、吉林区域，与在朝鲜半岛说着一种古老的朝鲜语的

新罗人并不一样。 

罗新首先和大家分析了地理上的因素。通古斯语族的人群主要分布在大兴安岭以东的森林地

区，这里在气候上是属于沿海气候，条件很好。突厥语族和蒙古语族的人群分布在大兴安岭以西

的大草原上，这个草原西到匈牙利草原，东到大兴安岭，非常开阔。 

在早期的时候，蒙古草原上以说突厥语族的人群为主，而说蒙古语族的人群分布在大兴安岭

森林和草原的狭窄地带。突厥语族的人群的分布西至阿尔泰山。在公元前后，阿尔泰山以西是印

欧语系的世界，那里住着各种说伊朗语族的人群。 

今天的蒙古高原在清代被分为内蒙古和外蒙古。其界限就是“大漠”，这个戈壁沙漠最窄的

地方也有几百公里。在古代，经常被将军们吹嘘的军功就是跨过大漠远征。这种行动牺牲巨大，

因为行军跨过大漠是非常困难的。北魏有一次和柔然作战，军队到了大漠的边界，就把辎重放下，

变成轻骑兵，带够十五天的粮食，去“绝漠”。在十五天“绝漠”之后，要是那边的牧民都把羊

和牲畜赶走了，军队就会找不到食物，风险非常大。 

但是，从明代开始，无论是人口、经济还是其他方面，在漠南的内蒙古都占着优势。而在以

前，强大的游牧民族都活跃在外蒙古。因为外蒙古有一个核心地带，叫鄂尔浑河谷，在今天蒙古

国的哈拉和林地区。这个地区有几条重要的大河，在平缓的河谷地带养育出一个巨大的肥美的草

原。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连续的河谷草原地带。 

所以，这变成了当年游牧民族的天堂。这里的草是最适合马吃的，这是当时世界上唯一能养

一百万匹马的地方。因此，不管那些游牧民族从哪里起家，最终他们都会把政权中心放在这里。

鄂尔浑河谷也是匈奴、柔然、突厥、回鹘和蒙古帝国的政治中心。 

 

四、游牧生产方式的出现其实在农业之后 

 

游牧是人类经济生活方式里最晚出现的。大家过去会有一个线性发展的史观，人类的生产技

术方式好像从原始的采集，过渡到渔猎，再到游牧，最后发展到农业。其实，游牧是发生在产生

农业之后的生产方式。因为在农业发展之后，才有了各种驯化的动物。而驯化的羊、牛和马，才

有可能导致游牧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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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游牧出现之前，人类并不能在草原生活，因为这些草不能直接给人类提供能量。罗新认为，

人类发明了游牧的经济生产生活方式，使得那么大片草原能为人类所用，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这个地区可以养活相当一大批人口，这批人口的崛起又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 

游牧的出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游牧帝国崛起之前，草原上就有了游牧人群，比如斯基泰

人。斯基泰人是一种标签式的说法，用来描述这个时期文化类型接近的游牧人群。 

库尔干式的石堆墓普遍存在于草原地带。蒙古高原上有规模非常大的，方圆几十公里的库尔

干构造。这显然不是一小群人建的。参加仪式的人有很多。这些人能产生什么样的政治军事力量？

这是很值得探讨的。因此，匈奴不是突然出现的，在匈奴帝国出现之前，游牧民族就有很多准备，

形成了许多准帝国。 

但是，能够进入到文字记录的草原帝国最早就是匈奴。匈奴也是唯独只有在汉字记载里出现

的大型帝国。因为那时他们正好威胁到了中国第一个大型王朝秦朝和汉朝。 

 

五、三十年汉匈战争的两个副产品：西域的地理大发现和南方的华夏化 

 

匈奴是跟月氏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罗新推测道，匈奴跟月氏大概是属于同一种文化，他们

一开始都在河套地区。匈奴或许从月氏中分裂出来，被逼着往东走。那个时代，正是说着印欧语

系的人群向东部蔓延的时代。在东亚，秦国的崛起阻挡了说印欧语系的人群向东发展。而对匈奴

来说，匈奴只能选择慢慢往北发展。到秦始皇时代，匈奴的主要力量都被赶到漠北。其实在漠北

发展对匈奴是有好处的，这使得匈奴拥有了鄂尔浑河谷，变成了强大的帝国。 

罗新认为，西汉长达三十年的汉匈战争一个重要的副产品，就是中国对西域的地理大发现。

汉匈战争为张骞出使西域提供了动力。张骞出使西域去搜集情报。因为假如汉朝的军队去到西域，

那边的种植规模可以养活多少人，他们又有多少人可以配合作战，都是汉武帝很关注的问题。 

在汉代的地理大发现之后，汉朝开始对西域进行经营。这个经营非常重要，因为历代王朝的

理想政治版图都要把西域囊括进来。中国古人说的西域大多其实指的不是草原地带，而是今天南

疆的绿洲地带。因为当时北疆是定居人口难以生存的地方，中央政权在清代才把北疆的草原地带

纳入国家的有效版图之内。此外，南疆的绿洲国家很小，并不能形成一个强大的帝国进行反抗。 

据苏联的人类学家的估计，当时整个蒙古高原最多有八十到一百二十万人，比不上汉朝许多

州郡的人口。但是，这一百来万人有着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战略物资——马，这使得十万军队比

汉朝一百万军队的战斗力都强。汉朝军队一来，匈奴人就逃跑，或者绕到军队后面突袭，或者远

程迁徙，跑到其他地方打。这使得汉军在大规模定居社会里作战的优势都难以呈现出来。而且，

汉军主动跑出去打匈奴，消耗非常大。汉军经常跑了上千公里，却找不到作战对象。 

因此，三十年汉匈战争，汉朝没有吃大败仗，匈奴也没有吃大败仗，结果变成了消耗战，看

谁能耗。罗新认为，汉朝的问题很快就耗出来了，年轻战士很快被耗光了，还得等下一拨小孩长

大才能去当“炮灰”。所以，汉朝开始开发南方。当时汉朝只控制南方几个小小的供应城市和主

要的交通线，南方的州郡数目极少。这时，他们要把南方蛮越也变成汉朝人，来提供汉匈战争的

作战资源。这是开发南方的“启动仪式”。到唐代中期之后，南方的郡县密度比北方还高。 

汉武帝发动战争，改变了历史的进程。汉武帝晚年很后悔。罗新认为，战争是消耗的，双方

一定都倒霉，就看哪方的政治构造没那么稳固。当时，在汉武帝执政末年，大家都觉得社会的情

况比秦末还要糟糕。 

其实战争使得匈奴也过得很惨。虽然匈奴没有吃过大败仗，但是他们因为战争经常迁徙，破

坏了脆弱的游牧生活。游牧人群每年要在固定时间放羊转场，在初夏养小羊、小牛、小马。汉军D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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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在那个时候过来侵扰，使得小牲畜养不起来。匈奴的经济因此连续断崖式负增长，而他们又

不能像农民一样把粮食储存起来以后吃，所以匈奴很快就崩溃了。 

因此，在史书上老记载着天灾让人生活不下去。而人们生活不下去，就出现政治危机。后来，

一个靠近汉朝边境的匈奴领导人就倒戈向汉朝，依托汉朝的力量夺取了匈奴帝国的领导权，建立

了和汉朝关系紧密的匈奴王朝，这才有了后来“昭君出塞”的故事。 

在东汉建立之后，匈奴分裂了，出现了南匈奴和北匈奴。南匈奴在汉朝的保护之下进入河套

地区，他们是汉朝的“嘉宾”。南匈奴的单于是汉朝一个重要的“宾附”，相当于一个花瓶，他

在重要的仪式里面必须要出现。 

而北匈奴在公元二世纪的时候基本就灭亡了。东汉对北匈奴采取冷政策，不打仗也不来往。

这对匈奴来说是比打仗更致命的一件事。北匈奴的单于墓葬里有很多西汉的器物，这说明在采取

封锁政策之后，很多物资都进不到匈奴人手里了。最后，说蒙古语族的鲜卑人和乌桓人把匈奴灭

掉了。有一种说法认为，罗马帝国末期出现的匈人，是匈奴在被灭掉之后迁徙过来的后代，但罗

新认为，这种看法是没有证据的。 

 

六、汉帝国的崩溃与罗马帝国的崩溃有许多相似之处 

 

在公元前后的欧亚大陆上出现了罗马帝国、汉帝国、贵霜帝国、帕提亚帝国和匈奴帝国等大

型帝国，控制了地球上三分之二的人口，罗新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现象。罗马帝国和汉帝

国的崩溃，其实也是非常相似的。他们的崩溃都是从内部逐渐发生的，也跟边疆人群的进入有关

系。 

西汉靠义务兵打仗，东汉是靠志愿兵打仗。志愿兵是职业军人，他们世世代代当兵。这些人

通常是边疆地区的人。这跟罗马帝国很相似。在罗马帝国后期的军事构造里，军队的主要成员都

是所谓的蛮人，即日耳曼人。 

类似的，东汉国家财政负担的国防军里最重要的三支，分别是由在幽州地区的鲜卑人和乌桓

人组成的，在河套地区由南匈奴人组成的，和在河西地区来自青藏高原的羌人组成的凉州军队。

汉代的治理方式也跟罗马帝国很像，若日耳曼人的某个小头目不听话，就让另一部分的日耳曼人

去打他们。汉朝的情况也很类似。这样的战争，就让这些军队里冒出一些重要人物，比如来自幽

州的公孙瓒，来自河套地区的吕布，还有凉州的董卓。他们都是边疆人的行为风格，会说好几种

语言。他们还在汉朝的政治体系里，通过军功晋升到了很高的位置。董卓是里面级别最高的，还

有国家最有战斗力的军队。这支军队也是汉朝养了好几百年的。 

罗新认为，在黄巾之乱的时候，底层人民用一种体制外的方式参与政治，这时，因为党锢之

祸被打压的“知识分子”也不合作了，这使得朝廷很难办。所以，朝廷为“知识分子”们平反，

都“收买”下来，让他们自己在地方招兵买马，镇压黄巾起义。这使得每个州的军队都发展了起

来，地方的财政也不会转移到边疆的军队里去，而边疆的军队收不到钱粮，就会出现重大的结构

性危机。“知识分子领袖”袁绍举兵反董卓的事情大家都耳熟能详了。这也说明汉末的知识分子

们并不认可边疆的军事文化。 

 

七、“Tabghatch”、“Kitay”和“Cin”，中国的三种叫法是怎么来的？ 

 

罗新提到，阿贝尔德提出过一个讨论游牧和定居地区的关系的理论，他认为，当中国长城以

内的定居社会变成一个统一的大帝国的时候，草原上的各个人群一定要建立一个大帝国，这是为

了和这个帝国进行对应性的协商来获得物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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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汉朝崩溃后，进入了漫长的分裂时期，长达四百年。这个时代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在

这个时代出现之前的几年，就有人警告说，当时中国北方的华夏人的数量在局部地区已经被非华

夏人压住。比如，关东地区说汉语的人口已经没有不说汉语的人口多了。在离洛阳非常近的，山

西南部、山西中部和南部山西西部地区，也出现了大量的非汉语人口。这些人群还带有自己政治

组织。所以，当时的人提出了一个理论，叫“徙戎论”，他们主张把这些地方的非汉语人口都迁

走。罗新认为，这是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因为它在发生大动荡之前就提出了解决方案。

当然，这个方案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西晋短暂统一之后，北方进入了十六国的阶段。晋朝不得不向南转到以长江为中心，这加

剧了中原说汉语的人口对南方不说汉语人口的改造，并把他们拉进了政权体系里面来。在公元五

世纪，这个历史任务在长江流域就基本完成了。 

拓跋鲜卑的北魏终结了十六国的局面，而留在草原上的鲜卑人就成了柔然。他们之间的对抗

呈现为传统定居地区与草原地区的对抗。但北魏其实不是纯粹的定居人群。 

罗新提到，很有意思的是，柔然人在北魏灭亡之后还是用“Tabghatch”（拓跋）来称呼他

们的南方。直到唐朝，北边的游牧民族还用“Tabghatch”来称呼南方。这个称呼还传给了突厥

人。突厥人称唐朝为“Tabghatch”。因此，后来中亚人也用“Tabghatch”来称呼中国人。元代

长春道人丘处机带着他的几个弟子跑到中亚，发现当地人管中国人叫“桃花石”，而这个“桃花

石”其实就是“Tabghatch”。不过，后来随着波斯语对突厥语的影响，波斯语中称呼中国的 Cin

（和 China 同源）慢慢把突厥语里面的“Tabghatch”淘汰掉了。 

俄国人对中国的称呼是“Kitay”（契丹），随着十九世纪俄国人统治了中亚，使得中亚人

对中国的称呼也受这个称呼的影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俄国人是从蒙古人那里学到这个词的。

当时，在蒙古人的南边是契丹，这个词就这样流传给了俄国人。所以，世界上的主要称呼的系统

都是他称。时间长了，大家都那样叫，最后自己不得不接受那样叫。 

 

八、最强盛的唐朝恰恰是周边民族开始有强烈民族文化自觉的时代 

 

“我们经常会说，隋唐皇室有鲜卑血统。”罗新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是有道理的。其实每个

人身上多多少少都有着各族的血统。但其实，鲜卑这个名称更具有文化性质，而不是强调他们的

生物学意义。这是带有族群性质的，类似今天“华人”的称呼。当时，来自六镇的人都自称鲜卑

人。其实他们都是各种群族的混合，鲜卑是与汉人相对应的词。而到了唐代，与汉人相对应的词

是胡人。胡人就包括了许多种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必须要承认，一到六世纪的鲜卑人

是唐代汉人的祖先。 

七世纪后期到八世纪，那时的唐朝是号称东亚大陆上定居王朝最强盛的王朝。可是，正是在

这个时候，唐朝周边的各民族就开始有了强烈的文化自觉，他们开始觉得，他们不必写汉字。在

那个时代，吐蕃人借用南亚的文字来拼写自己的吐蕃语。突厥人可能借用粟特文的一种变体，书

写自己的突厥语言。日本也开始出现假名和还有其他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语言。这个影响直到今天，

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 

在政治史上，东突厥帝国很重要，这是因为他们的政治中心在鄂尔浑河谷，这使得他们的军

事力量很强大。在东突厥强大的时候，他们经常把西突厥纳入自己的麾下。但是，罗新认为，从

世界史的意义上来看，史学界应该更重视西突厥。西突厥是从东边过来的突厥人。但是，正是西

突厥使得他们统治的地区上的各种说印欧语系的民族最终都说了突厥语，并实现了突厥化。从这

里边突厥化了的人继续向西发展，还打败了拜占廷帝国，并继续自称突厥人。 D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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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怛罗斯之战之后的几百年时间里，中亚地区急剧地伊斯兰化，而伊斯兰化和突厥化也是并

行的。大量的非穆斯林变成了穆斯林，大量的非突厥人变成了突厥人，突厥化和伊斯兰化有着时

空交错。这个过程在十三、十四世纪在中亚地区完成了。这段历史是非常重要和值得研究的。 

此外，在突厥第二汗国覆灭之后，回鹘汗国发展了起来。回鹘帝国后来被黠戛斯灭掉了。这

使得回鹘的政治中心就转移到了今天的吐鲁番。而在回鹘帝国及之前，草原帝国传统一直可以追

溯到匈奴帝国。这是一个连续的帝国传统，就跟中原连续的帝国传统一样。但是，在黠戛斯灭了

回鹘之后，黠戛斯没有留在鄂尔浑河谷，建立黠戛斯帝国，而是撤回北边。在此后几百年的时间，

草原上的帝国传统突然中断，就像西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的地中海一样。 

在蒙古帝国崛起之前的将近三百年时间里，草原上没有强大的帝国，但不意味着没有人居住，

那草原上的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罗新认为，这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 

 

九、我们该怎么面对历史？历史是所有民族共同塑造的 

 

美国一部分研究清史的学者，自称“新清史”，他们认为过去研究清史的学者过于强调说汉

语的中原人这一面，和强调满洲人的汉化的这一面。他们的研究就转向强调满人自己的文化和语

言的这一面。满人利用不汉化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其中包括了对八旗制度的认同，来保证他们统

治核心的凝固。 

而这样的研究引起了很多质疑。有中国学者就认为，这样的研究背后的意思是说，清朝并不

是中国，所以清朝的领土不是中国的领土。罗新认为，其实这些新清史的学者也没有人说过清朝

并不是中国，大概谁也不会在这个意义上来讨论领土。而清朝是一个完整的中国王朝，之所引起

争议，是因为它离我们今天太近了。 

罗新还提到，他很怕被问到，成吉思汗是不是中国人？这个问题，罗新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成吉思汗是罗新研究的那个中国的中国人，并不是今天这个中国的中国人，古代中国人都不是今

天的中国人。 

罗新认为，我们一定要把历史和今天分离开来。虽然成吉思汗生在、长在、主要活动都在今

天的蒙古国。但是，我们不能说成吉思汗不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因为，那个时代中国历史关注

的范围非常广。那个时代中国关注的范围可能还包括地中海。但是，罗新强调，这丝毫不意味着

他主张中国今天的领土应该包括到地中海。因此，在讨论问题的时候，讨论者一定要把这历史和

今天分割开来看。这样的话，成吉思汗是不是中国人的问题过于简单，没有头脑。 

不过，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以及后来忽必烈所建立的元朝，跟此前的宋，以及后来的明朝是

有很大不同的。蒙古是征服王朝，这个外来力量突然变成统治的上游架构。虽然他们只统治了快

一百年，但这不意味着他们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罗新举了一个例子。许多明朝人认为，他们自己是跟宋朝有直接关系，跟元没关系。许多现

代学者认为，金元的文化性质是一样的，这个政治统治的性质是以草原上专制的家长制为特征的。

明朝想办法去除掉金元政治文化的这一套。 

但是，也有人认为，明朝继承了元朝的政治文化。比如明太祖的白话诏书，与元朝皇帝的白

话诏书就非常相似。明成祖夺了他的侄子的位置之后，杀了忠诚于他侄子的这些大臣们。在他把

他们杀了之后，还处理他们的子女家人，明成祖就召锦衣卫说：抬出门外着狗吃了。钦此。而这

个做法，在宋朝或唐朝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只有元朝人干过这种事，还显得自己很威风。明朝

的皇帝们跟臣子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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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新认为，中国历史是他们共同铸造的，大家千万不要把谁排除出去，我们也不能把清朝排

除出去。我们今天的许多东西都来自清朝。不管好的坏的，喜欢还是不喜欢的，我们都不能把参

与到这个历史的任何因素遗忘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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