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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学术领域"%&'()*+ %&'()*&,('-+ .'/*(0 12)34+

5'/*(0('-等外文词汇犹如一弗晰难题" 有学者将其译

为$民族%并加以理解"亦有学者将 .'/*(0 12)34 译为

$族群%来进行解读& 究其为何' 三十余年来"我国许多

民族学人类学甚至部分社会学的专家学者纷纷著书立

说"提出诸多具一定参考价值的新颖观点"不断地将这

一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 然而" 使人百思难得其解的

是"围绕$民族%与$族群%问题而引发的学术争议"直到

今天仍时隐时现"还看不到休兵迹象&

笔者认为"要使这场学术争议的价值得以彰显"争

鸣更有意义"其关键是将$民族%($族群%放在同一学术

语境下来加以理解和研讨"进而找准其本源"辩明其概

念"弄清其适用范围"理顺其相互关系"才能达到$百花

齐放(百家争鸣%之效果&

为减少使用中不必要的争议与混乱" 笔者怀着忐

忑之心"不揣浅陋"试作)$民族%与$族群%之辨*一文"

略抒己见"以冀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民族"与!族群"#词源考辨

$民族%与$族群%何时见诸于中国史料"学界同仁

经数十年努力"已基本达成共识+最新研究成果显示在

史籍)南齐书*中已经使用$民族%词汇,6# 世纪 7# 年

代"台湾学者将 .'/*(0 12)34译为$族群%继而传入中国

大陆" 随后在民族学( 人类学和社会学等领域开始使

用& 然而"要找准$民族%与$族群%的词源"还得回过头

来"从我国古时最早使用的$族%类概念着手"对此进行

深入分析和研究"以便弄清楚我们今天使用的$民族%(

$族群%和古时使用的$族%类概念有无联系"甚或在多

大程度上有联系&

中国人的群类概念与文化之自我辨识895,:;(<5*'(!

:(0&'()*= 确立相当早& 据专门从事甲骨文研究的专家

称"甲骨文中已经出现$王族%($子族%($三族%($五族%

等$族%类词汇"但就其内涵与分类依据的解读"因目前

资料残缺而且人们对现有资料的掌握有限" 还难以给

出令人信服的合理解释&周代以后的文献资料中"$族%

类词汇已经普遍使用"如金文中有关$公族%($三族%(

$九族%($乃族%等的记载"研究资料证实"此时的$族%

是父方亲属集团的专有称呼"也就是说"周代$族%主要

指有亲缘关系的家族集团" 而且一定是以父方亲属为

依据& 后来"$族%的内涵扩大到指宗族范围内的人"再

进一步延伸到以种族与文化认同为标准将生活在一定

地域范围内的人们归为$族%& 如)左传-成公四年*载+

$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楚虽大"

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 %通过对春秋战国史料进行解

读"不难发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种$族%类划分"

实际上掺杂着种族与文化两层不同的意涵"$族% 在此

指按照种族或文化而进行划分的特定人群共同体& 这

虽与我们今天谈论的$民族%与$族群%概念不论是内涵

上还是外延上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但也有相通之处"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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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将文化特征作为划分人群共同体的重要标准之一!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民$ 字最早见之于周代文献

中"后来#民$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广"演变成与统治者相

对应的一种称谓"成为一般劳动者的统称%纵览历史书

籍"&民$的基本涵义在发展演进中尚未发生较大变化"

基本上是指 &百姓$'&平民$" 泛指被统治的人! 而

&民$'&族$组合作为词汇最早始见于南朝(梁)南齐书

三十五*高逸传+顾欢传,"载有&今诸华士女"民族弗

革"而露首偏踞"滥用夷礼"云于翦落之徒"全是胡人"

国有旧风" 法不可变"$

#$% 此文献中民族系指国人的族

属"所谓族属是以制度和文化为参照系的华'夷之别%

经资料查证"至此以后"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民族$

词汇的使用虽不曾普及"但也在文献书籍中偶有再现"

只是所指含义略有不同"但均是在&族$类划分意义上

来加以使用的"与今天民族的使用亦有相通之处%而赋

予西学内容"近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始于梁启超撰

写的*东籍月旦,一文% 文中记载-&日本人十年前./

其自叙乃至谓东方民族" 无可厕入于世界史中之价

值$%

#!%

&民族$词汇在这里实为西文&&'()*&$的翻译名词"

是西'日'中等不同文化系统间跨语际+(,'&-.)&/0'.1文化

实践的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 西学概念意义上的民

族传入中国后"随着使用上的日益广泛"其概念融贯中

西"不断丰富和发展"民族概念逐渐具有了现代意义%

&群$字在中国古典文献中出现也较早"在*说文,'

*国语+周语,'*诗+小雅+吉日,'*礼记+曲礼,等著作中

均有记载%至唐朝时含义已经相当明确"文学家柳宗元

在*封建论,中将其解释为&故近者聚而为群$% 从一般

意义上讲"群指三个及以上的人或物相聚而成的集体%

但&族群$作为一个词汇使用"据目前的研究成果反馈

的信息"中国古代典籍中尚无记载"&族群$在我国大陆

出现是搬用台湾学者对&2(3&)4 /,*05$的翻译"其内涵

及外延学界同仁研讨相当激烈"可参考 !66!年前后郝

时远'纳日碧力戈'阮西湖'徐杰舜'郝瑞'范可'石奕龙

等多位资深专家撰写的相关学术论文"在此不再赘述%

二!"民族#与"族群#$概念辨析

当然"从词源上探讨&民族$与&族群$问题"搞清楚

&民族$'&族群$这两个词的本源"仅是深入探讨问题的

基点% 要准确把握&民族$和&族群$问题"关键在对&民

族$'&族群$概念的理解与阐释% 由于这两个词直接涉

及到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一些知识" 而且学界同

仁各执&前见$(7*,0,(8).95,8:0;)48)"从不同视角来阐发

自己的看法"与之相关的讨论近年来不绝于耳%

(一)如何界定&民族$

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定义产生之前"&民族$ 一词在

中国早已广泛使用" 只不过在民族的内涵与外延的理

解上还处于模糊阶段" 而且对民族的使用也大都不在

同一层面上"导致与其他概念诸如种族'国族'族人等

词汇在使用上时有混乱" 情况相当复杂" 难以准确把

握%其实"对民族定义的探讨"早在 $<6=年就引起了中

国近代民族主义先驱梁启超的高度关注% 他在借用瑞

士政治家伯伦知理(>.0&(-43.))著*国家学,中的民族定

义时"对伯伦知理所界定的民族曾做了具体阐释"而且

对民族特征进行了比较详细地梳理与辨识" 强调民族

乃各地同种族'同言语'同宗教'同习俗之人%这表明梁

启超对民族的认识还是有一定深度的" 主要表现在轻

地域与血统"而重历史与现实整合因素的民族认同"用

&同种族'同言语'同宗教'同习俗$等标准限定了民族

的范围"认为在这个范围内的人都属同一民族%后来资

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 *三民主义, 中将

&民族$解释为以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相

同而结合的人们共同体%以梁启超'孙中山为代表的民

族资产阶级对民族的界定是比较模糊的" 虽还不甚科

学"但仍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斯大林在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特别是在

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特征论述进行认真研

究后"提出了第一个比较完整'相对科学的马克思主义

民族定义% $<$=年他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

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

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

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而且特别强调指出"

要构成一个民族"四个特征缺一不可%斯大林的民族定

义介绍到中国后" 在具体实践中并没有一味地生搬硬

套"而是重在从中国民族实际出发"灵活地加以应用%

在学术领域"围绕着&民族$概念及其应用"也始终存在

较大争议% 为了解决&民族是什么0 $的问题"由学术界

牵头"前后组织了多部门参与的五次研讨"使得对此问

题的认识更加深入"概念逐渐清晰% &民族$究竟该如何

界定"正如学者指出"在中国"民族有其特定的定义"它

实际上是指 &那些通过政策性识别后由国家权力机构

确定下来的具有某些不同文化特征的人们共同体%$

#?%以

前人研究成果为基础"社会各界对&民族$内涵与外延

的把握逐步深化"经多方研讨"基本达成共识% !66@年

@月"在第三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指出"&民

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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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

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 有的

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宗教起着重要作用$&

&'(概括

了民族的七大特征# ')*$&特征说虽只是描述性定义$

但它阐明了民族的共同特征$ 揭示了民族共同体形成

的复杂性和特殊原因$ 符合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

规律$更符合我国各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客观实际#

另外$ 西方诸多资深学者的精辟论断也有一定的

代表性$如(民族主义)它的含义与历史*!汉斯+科恩

著$纽约出版社$$+)$年"$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和

民族主义*!牛津大学出版社$$+,- 年"%(民族与民族

主义*!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 剑桥大学出版社$$++"

年"%(想像的共同体,,,民族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步*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 康乃尔大学出版社$!""'

年"%(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安东尼+史密

斯著$剑桥大学出版社$!""$年"等著作$作者基于自

己的理解$对'民族&的定义也进行了深入探讨$仍不乏

其参考价值#

!二"如何界定'族群&

'族群&这个舶来术语传入中国大陆$并成为人类

学中的时髦用语$因而引起了学界同仁的高度关注#但

因该词源自西文'./0123 45678&由台湾学者翻译而来$

且西方学者对该词的释义本身分歧较大$ 使得该词在

中国也是各执己见$众说纷纭#

学术术语的稳定应用$ 通常是以收录于学科性或

专业性词典为标志&)(

# 基于此$要弄清楚'./0123 45678&

指称什么$还得反复揣摩西方相关论著对该词的阐释#

为使阐释更具权威性%说服力$同时出于辨析的简洁%

方便$避免引起多重解读$笔者选取了在西方学界中具

影响力的多部(百科全书*中对'./0123 45678&释义来进

行考察#

$+)$年美国学者韦伯斯特编著的(韦氏新国际词

典*最早收录'./0123 45678&$释义为'非犹太教或非基

督教的异教徒-具有文化传统%心理特质和体形特征的

共同体-起源于异邦的原始文化# &

&9(可见$此时'./0123

45678&并非专业术语$而主要用于宗教领域$指称非基

督教或非犹太教的异教徒$还没有广泛运用$更不用说

成为民族学中的专业术语#

$+)%年美国出版的(社会科学词典*释义为)在一

个较大的文化和社会系统中的一个社会群体$ 根据其

所展示或据信展示的民族综合特征所要求或被给予的

特殊地位#

$+)+年又被收录到 (现代社会学词典*$ 释义为

'一种带有某种共同文化传统和身份感的群体$这种群

体作为大社会中的亚群体而存在&#

&,(

$+,"年出版的(哈佛美国族群百科全书*是一本

关于'./0123 45678&的专门性著作$在定义族群时$从族

群的边界和内涵等综合因素考虑$将其释义为'族群是

超越了亲属%邻里和社区的$共享历史记忆%血统%语

言%信仰的$由主观意识所维系的群体# &

&+(

$+,)年出版的(麦克米兰人类学词典*释义为)一

群人或是自成一部分$或是从其他群体分离而成$他们

与其他共存的$或交往的群体具有不同的特征$这些区

分的特征可以是语言的$种族的和文化的-族群这一概

念包含着这些群体交互关系和认同的社会过程#

$+,)年出版的(人类学词典*释义为'根据某此也

许是语言%种族或文化的标准或多种标准$使人们自己

与其他有互动关系或共处一地的其他群体相区别$或

被其他群体区别出来的任何人民群体#&

&$"(

$++"年英国出版的 (剑桥大百科全书* 将 :/0123

45678诠释为'一个社会中的人口的一部分#他们拥有;真

实的或虚拟的<共同世系%共同的态度和行为以及共同的

文化和体征$同时有将自己视为特别群体的意识&$$(

#

$++9年出版的(美国大百科全书*释义为)'通过

共同文化以及常常在种族和特性上与其他群体相区别

的任何人们群体&#

&$!(

综观以英美等西方国家为代表近 '"年来多部(百

科全书* 对 './0123 45678& 的释义就会发现$ 人们对

'./0123 45678& 的理解和阐释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由

最初的不全面%所指范围相当狭小到比较全面%所指范

围相当宽泛$ 目前已经广泛应用到西方民族学人类学

及社会学等学科研究中# './0123 45678&内涵由最初特

指异教徒到强调对'./0123 45678&区分离不开认同%互

动%外在政治语境等要素$特别是 !"世纪末对'./0123

45678&的释义已经相当泛化$既考虑到客观标准$又考

虑到群体主观认同$ 它既可以指称具有特定地位的少

数群体也可以指称宽泛意义上的多数群体$ 只要具备

共同文化且种族和特性区别于其他人类群体即被认为

是同一'./0123 45678&# 另外$从'./0123 45678&的嬗变

与演进来看$西方对''./0123 45678&根本不可能具有恒

久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定义$因为这个历史新

生儿涉世不深$ 在英美国家学术研究和政治操作下仍

处在不断变动之中$至今并非举世皆然的实体#百科全

书对'./0123 45678&释义与西方学者对'./0123 456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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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理解!#$%&'$ ()*++(的"原生论#$,&- ./0/'的"主

体论%$1&2&'34' 的 "客观特征论%$5'/$'*67 8&'9) 的

"边界论%$8&:;$/'(3;的"想象共同体论%$<4=) >/9/;

.&(3;的 "神话'符号丛论#$.&+7/' ?3;;3' 和 >@*9)

认为(#9);*6 ='34A#既可以是少数群体也可以是多数

群体理论) 相互交织* 混乱之态自不待言+ (#9);*6

='34A#!族群)术语引入中国后*讨论同样异常激烈*形

成了五花八门的 #9);*6 ='34A!(族群#)定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郝时远研究员认为*(/9);*6 ='34A

(指称种族的$民族的或基于宗教$语言$习俗等文化特

征而(认同#的群体+ 也就是说*该词所指就是具有(族

类#性质的群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纳日碧力戈研究员认为*(族群#

兼含(种族#$(语言#和(文化#含义*本质上是家族结构

的象征性扩展+

中央民族大学潘蛟教授认为*一般说来*族群指那

种自认为或被认为具有共同起源从而也具有共同文化

特征的人群范畴+

北京大学马戎教授认为*(/9);*6 ='34A# 是以生物

性和文化性为代表*不仅指亚群体和少数民族*而且泛

指所有的被不同文化和血统所造成的* 被打上烙印的

社会群体+

广西民族大学徐杰舜教授认为*所谓族群*是对某

些社会文化要素认同而自觉为我的一种社会实体+

广西民族大学张有隽教授认为* 族群指称那些在

文化上因具备一定特性实现内部认同和外部区分的人

类群体*大者指民族$种族*小者指某一民族的某一分

支$社区$宗教家族+

凡此种种*俯首即拾*虽都蕴含着某种合理性*但

因诸位学者并非在同一语境下去讨论相同问题* 因而

只能代表一己之见*还难以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笔者

认为* 学术研究并非只是将社会现象视为纯待诠释的

外在景观* 而重在解决社会现实问题+ 当前*#9);*6

='34A!(族群#)无限扩展*其内涵与外延已相当宽泛*

如果将(民族#概念与(族群#概念放在民族学中进行研

讨*不仅要考虑到国际学术间的交流方便*更不能离开

中国民族实际+因此必须要找准讨论的基点*即基于民

族学的视角来分析和研究* 才可能有更大的借鉴价值

和参考意义+

三!"民族#与"族群#$适用范围和相互关系辨析

鉴于学界对(民族#$(族群#的解读尚存较大争议*

为减小分歧*凝聚共识*!BBC 年 D! 月 E!! 日*中国当

代民族问题战略研究基地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主办了题为(族群$民族,概念的互补还是颠覆%的专题

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就"民族%$"族群%等概念的研讨

较为深入*但在"民族%与"族群%的适用范围及相互关

系方面却涉足不深*缺乏共识+

不容讳言* 我国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的使用

是英文"2&9*3;$2&9*3;&+*(9%翻译过来的*最初与西方

"民族'国家%概念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但也应该看到*

经百余年的推进演化* 中国民族理论的学术话语体系

已经基本构建起来+ 我国当前使用的"民族%一词已经

具有现代意义* 它既不是西方国家所认为在纯粹 "民

族'国家%意义上使用*也不是停留在斯大林"民族四

特征%说的单纯意义上使用*而是与中国民族实际相结

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概念*本身有其深刻的

特定内涵与外延*在"中华民族%的意义上使用和在汉

族及 FF个少数民族意义上使用都已约定成俗*不致引

起学界同仁的不同解读+ 具中国特色的民族意涵不仅

得到了中国官方的认可* 而且在学术界理论界早已达

成共识*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那种认为民族是特定时

期适应我国政治发展需要的产物且主张所谓还民族本

来面目*民族概念"去政治化%$"倾文化化%的观点*笔

者认为既与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不违背* 又脱离了中

国民族实际+另外*学术研究中试图削足适履地融入西

方学术话语体系的做法也不足取+

"#9);*6 ='34A%翻译为"族群%并传入中国大陆后*

曾受到了学界的青睐* 甚至有学者主张在民族学界用

"族群%代替"民族%+ 但通过对西方国家多部-百科全

书.(#9);*6 ='34A%释义进行分析研究*综合西方资深学

者及国内学者对(#9);*6 ='34A%的种种解读*自然得出

如下结论,相对(民族%而言*(#9);*6 ='34A%作为按某种

标准划分的人群共同体* 可以涵盖民族亦或民族的次

级群体*也可以指与特定(民族%无甚联系的人类群体*

诸如(打工族%$(月光族%等*应用相当宽泛*且与(民

族%相比*更具客观实在性及较强的学术指向性+ 一定

意义上讲*(#9);*6 ='34A%是一种学术性识别*而(民族%

是依据特定标准!民族(四特征说%*但又结合中国民族

实际)的一种国家确认*这是有一定联系但又是两个截

然不同的层次*必须严格区分+正如广西民族大学徐杰

舜教授指出*(#9);*6 ='34A%强调的是其文化性*显现的

是学术性* 使用范围相当宽泛/ 民族强调的是其政治

性*显现的是法律性*使用范围相对狭小GEHI

+ 显然*具超

级弹性的(族群%还不能与我国 F"个(民族%或少数民

史成虎,(民族%与(族群%之辨 E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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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相对应# 更不适用于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层面#用

$&'()*+ ,-./0%!族群"代替民族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际

上只能导致更大的误解&

总体观之#$民族%'$族群%各有所指#虽然适用范

围略有交叉#但是两者均有各自的研究领域#绝对不能

混同使用& 同时#从相互关系来看#$民族%与$族群%属

不等位的判断价值#既不能形成互补关系#亦不能构成

替代关系& 但学术上加强$民族%与$族群%相关问题的

研究是必要的#这对进一步界定其概念'弄清其适用范

围'理清彼此关系#对民族学人类学的丰富和完善仍是

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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