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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叙述这段历史时，很多人都称“众多少数民族从北方迁徙进来”。但就我看来，北

魏全盛期国家掌握的人口总数据推测不到两千万，而北魏初期的非汉民族总数就已达数百万之

众，因此当时的北方民族绝不是“少数”。此外还可以看到为数众多的非汉族出身者、跨种族混

血儿活跃于北朝、隋唐的政治中，因此胡三省称：“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

六七矣。”这就说明，那种基于六朝贵族的门望云云对这一时代作出的论述是与实际情况相乖离

的。 

关于南方的情况，从这种民族的视角进行的讨论一直以来都很少。但从汉民族的形成这一点

来看，南方的民族也是个重大问题，其重要性不亚于北方，或者可以说犹在其之上。 

当时在中国南方，非汉民族是占压倒性多数的。在岭南、云南等地区这一状况自是理所当然，

但在江南、福建、江西、湖南等后世难以想象的区域内，也都可以看到非汉民族广泛而密集的分

布。我在前著中对这个问题已有所考察，本书则着重分析了福建、四川等地的情况。考察的结论

是，这一时期中央政府对南方的统治基本是呈点、线状的，换言之，政府统治只能达到江河沿岸

与城市区域而已，对除此以外地区的领土统治还远未实现，这要等到作为本书考察下限唐代之后

的宋代才能最终确立。对此，本书主要从新县增置的角度进行了考察。可以看到，上述区域内新

设置的县是占压倒性多数的，而在此之前这类地区都是所谓的蛮荒之地。 

澎湃新闻：在当今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内亚传统在隋唐帝国建立过程中起了巨大作用。

魏晋南北朝可以说是胡族政权不断华夏化的时期，同时也是内亚传统大量涌进华夏的时期，您是

如何看这两个看似相反的历史线索？ 

川本芳昭：一直以来，日本的魏晋南北朝研究都是以与贵族制相关的论点为中心而展开的，

近年来又有人提出了应重视内亚的动向、将中国史相对化的观点。后者的观点不仅限于魏晋南北

朝，毋宁说是在辽、金、元、清的研究中得到了更多提倡。我的立场是这两者都不能否认，而将

两者加以综合、贯通才是更为重要的。但这不是从一直以来“汉化”、“同化”的观点出发，而

应该从新出现的扩大、深化了的“中国化”观点展开考察。对此，我主要在本书第一篇第 1章、

第 4篇第 1章中做了论述。         

澎湃新闻：在学界对南北朝历史进程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南朝化，认为在南北朝隋唐时期北

方的因素逐渐减弱，南朝的因素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逐渐加强，一种是北朝主流说，认为历史的出

口在北朝。作为卓有建树的南北朝史学者，您如何看待这两种说法？ 

川本芳昭：所谓南朝化是由唐长孺等人提出的观点。关于南朝对隋唐的影响，陈寅恪也早已

有过一些论述。至于隋唐对北朝传统的继承，那也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我并不否定其中任何一者，

而是采取两者都认同的立场。两种因素的融合，经过唐宋变革，怎样产生出了与现代中国直接相

承的宋代以后的社会样态？“中国化”又是怎样达成的？处理这些问题才是我的视角所在。 

 

 

 

【网络信息】 

俄罗斯宪法修正案关注语言和民族问题 

马强：世界民族热点 

https://mp.weixin.qq.com/s/obufSU0Like6GZI6Wrea-g（202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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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初，俄罗斯政坛最为热门的话题便是修宪。  

3 月 16 日，俄罗斯宪法法院宣布宪法修正案内容符合宪法，将于 4 月 22 日进行全民公投。

由于新冠病毒疫情，全民公投的时间推迟。  

俄罗斯修改宪法引起了全世界的热议，但无论是新闻媒体还是专家学者对宪法修正案的解读

都聚焦于俄罗斯总统产生规则的修改，关注普京在 2024 年以后是否继续参选的问题。实际上，

宪法修正案的内容有很多，其中一部分涉及到语言和民族问题，修改内容如下： 

第 68 条加入以下内容： 

1、俄语是俄罗斯联邦领土上的官方语言，俄语是作为俄罗斯联邦平等的各民族构成的多民

族联盟的国家形成的民族的语言。 

2、各个共和国有权规定自己的官方语言。在国家政权机构、地方自治机构、共和国的国家

机构中与俄罗斯联邦的官方语言一起使用。 

3、俄罗斯联邦保障所有民族保存母语的权利，为母语的学习和发展创造条件。 

4、俄罗斯联邦的文化是其多民族的独特遗产。文化由国家维系和保护。 

69 条加入以下内容： 

1、俄罗斯联邦在国际法和国际条约的原则和规范下保障人数较少的土著民族的权利。 

2、国家保护俄罗斯联邦所有民族和民族社团的文化特性，保障民族文化和语言多样性。 

3、俄罗斯联邦为生活在国外的侨胞提供支持，保障他们的权利，保护他们的利益，保存全

俄罗斯的文化认同。 

宪法修正案突出了俄语的地位，认为它是“国家形成的民族”的语言。 

修正案也明确提出对各民族母语的保护与发展。同时，宪法保护人数较少的土著民族的权利、

利益和文化多样性。 

宪法修正案出台以后，俄罗斯国内就语言和民族问题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俄杜马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席扎加洛夫认为，将俄语作为国家形成的民族的语言纳入国家宪法

是正确的一步，没有人会否认，俄语团结了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这是我们的官方语言和各民族

交往的语言。人们用俄语创作了一些最伟大的作品，取得了诸多科学发现。多亏了俄语，俄罗斯

这个多民族大家庭感觉自己是一个整体。当然，社会上仍有疑问：毕竟我们国家有差不多 150种

语言，会不会冒犯其他语言？ 

扎加洛夫谈到，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俄语从来不是被强力植入的。我们国家的所有民族在

任何时代都可以不受干扰地发展，讲自己的民族语言，在学校可以学习母语，出版报纸、杂志，

自由地信仰任何宗教。这是我们文化的、民族和公民的认同的一部分。这个认同的基础便是“我

们俄罗斯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国家形成的民族、语言（俄语）将我们国家的所有民族团结起

来。这是我们的主流，俄罗斯联邦各个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和传统是平等的，是统一的，这是

发展的中心和坚实基础。  

俄联邦总统直属民族关系委员会委员、宪法修正案工作组成员、国际切尔克斯人组织主席索

赫罗科夫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修正案让国家通过各种措施保护和发展各民族的语言。宪法修正

案通过后，在地方上，谁也不能不保护土著民族语言，并且要发展土著民族语言。新的宪法修正

案强调俄罗斯所有民族的团结和平等。宪法修正案反映了所有公民的利益，俄语将我们所有人团

结在一起。 

根据俄罗斯联邦阿塞拜疆民族文化自治组织主席萨德戈娃的建议，修正案在很大程度上确定

了居住在俄罗斯的各民族学习母语的权利，这些语言他们一直在使用。她谈到，俄罗斯有 193个

民族，每个民族有很大的可能性保存和学习自己的母语。我们有着多样性，生活方式和肤色多样

各异，我们有共同的母语，即官方语言俄语，俄语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母语。萨德戈娃强调，

各共和国都能在地方层面上赋予自己共和国的语言以特殊地位。“我很高兴，这次修正案，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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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在将俄语视为官方语言的同时，还可以将自己的母语设立为第二官方语言。宪法修正案显

示，我们有统一的语言——俄语，还有保存自己母语的可能性。”  

有关民族问题，俄罗斯社会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鞑靼斯坦穆福提萨米古林认为，在宪法中

引入“国家形成的民族”概念是不合理的。 

作为回应，俄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谈到：“宪法修正案的第 69 条就是为了保障人口较

少的土著民族和所有民族的文化独特性和俄罗斯的民族共同性的。” 

索赫罗科夫也在强调俄罗斯的多民族性，俄罗斯是由多个平等的民族组成的，在修正案中明

确地提到了这一点。  

演员卡利亚金认为，宪法修正案体现的规范是我们国家的生存原则之一，任何一个民族在语

言和文化多样性领域都没有受到歧视，相反，我们能一起生活和工作。同时，他还提出了一个原

则，即俄罗斯文化是俄罗斯联邦多民族人民的财富。  

对于保护人数较少的土著民族，扎加洛夫指出，自 1995 年以来，俄罗斯建立起了系统的保

护人数较少的土著民族的法律框架，超过了 20 多部联邦法律，比如《森林法》《水法》《狩猎

法》《自然保护区法》等。 

所有这些法律都是保护和支持这些民族至今仍在沿袭的独特传统生活方式和生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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