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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族是怎样形成的 ,很长时间以来人们都在探索这个问

题。 50年代曾经有过一次认真而有益的讨论 ,各方面的专家

学者参加其中 ,发表了不少富有建设性的看法和论点 ,为以

后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这次讨论至今仍不失为一次有

意义的活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 ,汉族作为一个主体民族 ,

对其研究却不再多见。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奇怪现象? 这中

间 ,除了其他外在的原因之外 ,在学术思想方面也有一个误

区 ,那就是有一部分人认为汉族没有必要作为一个民族来进

行研究 ,因为现在所研究的中国文化、历史、伦理、政治等等

就是汉族的文化、历史、伦理、政治 ,所以就没有必要再来对

汉族进行专门的研究了。 中国是由许多民族组成的 ,汉族只

是中国 56个民族中的一个 ,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有着各种

各样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在历史上各民族之间既有争斗、磨

擦 ,也有友好交往、互助共进 ,而后者更是民族发展史上的主

流。 因此 ,只有好好研究了这段历史 ,才能将民族关系搞清

楚 ;而其中对居主体的汉族的分析和研究就显得越发重要和

有意义了。

由广西民族学院徐杰舜教授主编的《雪球—— 汉民族的

人类学分析》 (简称《雪球》 )是近年来研究汉民族的一部重要

的著作。该书各地专家、学者多年共同努力而成。它系统分析

和探讨了汉民族形成、迁徙、发展的历史及其生成、积淀的文

化 ,是汉民族研究方面不可多得的学术著作 ,反映了当今汉

民族研究的最新成果 ,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和高度评

价。

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反响呢?

首先 ,这一部著作视野十分广阔。

作者不仅仅将汉族作为一个单一的民族来进行研究 ,而

是将汉民族放在整个民族的大背景下进行探讨 ,从而提升了

汉民族的主体意识 ,使汉民族的研究更加具有客观性。 传统

的个体民族研究可以包括民族学、历史学、宗教学等不同学

科。 《雪球》的作者们在传统方法之外 ,将汉民族的研究着重

放在人类学学科基础上进行研究 ,从而使著作产生了令人耳

目一新的感觉。 人类学的研究强调对人的研究和分析 ,除了

分析历史、文化、经济、语言、艺术等等之外 ,还要具体研究某

一地区特定的个案 ,才能更好地将其真实的面貌看清楚。 例

如 ,在对福建闽南的福佬人和贵州的屯堡人的研究就是一个

成功的例子。此前 ,对福佬人的研究不多 ,因此有人误将福佬

人等同于客家人。 本书对这一个问题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探

讨 ,解决了这个问题中的不少盲点。 对贵州屯堡人的研究也

是如此。 屯堡人是西南汉民族的一个族群 ,主要集聚在以安

顺为中心的方圆 1 340平方公里的区域 ,是明代的军屯、民

屯、商屯人的后代。他们住堡子 ,说堡话 ,穿明式服装。因其周

围都是少数民族 ,他们又不免受到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 ,因

此他们又会跳神 ,迎汪公。屯堡人形成至今不过六七百年 ,他

们保存了不少传统的汉民族的文化 ,是如今研究汉民族历史

的不可多得的活化石。

第二 ,这一部著作的学术气魄十分宏大。

这种学术气魄的宏大 ,表现在对汉民族的整个文化及历

史现象进行了深刻的论述 ,准确把握住了生活在祖国各地汉

民族的人文特征和历史文化。本书首先确立了一个宏观的框

架 ,将中国分为华南、华中、华东、华北、西南、西北、东北等 7

大块 ,然后对各地方的汉民族进行细致的剖析 ,分析他们的

起源、变迁、文化、族群等等。由于撰稿人都是当地的专家 ,因

此能准确地分析出这些地方汉民族的人文特征 ,避免了隔靴

搔痒。 在族群的分析、介绍方面尤见其功: 不仅十分科学、到

位地介绍了某一地人聚合、发展的历史渊源 ,而且还将他们

的性格特征和文化特征披露无遗。 书中将其归为上海人、杭

州人、山东人、贵州人、山西人、陕北人、大连人、沈阳人、长春

人、四川人、云南人、客家人、广府人、平话人、桂柳人、福建

人、江西人、湖南人、南京人、温州人、苏州人 、河南人、徽州人

⒇ 收稿日期: 2000-04-16



等等。这些族群有按地域划分 ,或省 ,或市 ,或地区 ;也有按照

人文特征来分 ,或语言 ,或性格 ,其目的在于尊重历史 ,并将

族群最为鲜明的特征表现出来。

科学的学术研究 ,需要有无私的求实精神 ,需要一分为

二地对待自己的研究对象 ,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 《雪

球》的主编和作者们就非常注意学术的真实性 ,不是无原则

地夸大自己研究对象的优点 ,而无视自己对象的缺点和不

足。在分析族群时 ,他们没有过高评价某一地区的人 ,而是客

观、准确、实事求是地分析了这一地区人的缺点和不足。在评

述北京人时 ,作者就大胆地说 ,北京人没有本土文化。乍听之

下 ,似乎危言耸听 ,然而再仔细看看书中的文字 ,就会发现作

者所说不无道理。 因为北京是一个移民社会 ,长期以来各种

各样的人来到北京 ,也带来了各地的文化和风俗。 这些异地

文化与北京本土文化进行融合之后产生了新的北京文化 ,或

者可以更进一步明确地说 ,原本土生土长的北京文化早已不

复存在 ,现在所说的北京文化实际上是满族文化和北方文化

的混合物。 这一观点 ,不能不说是很有见地的。 上海也是如

此。 今天所说的上海文化不是本地的上海文化 ,而是西方文

化和江浙文化的综合体。 此外 ,本书对一些地方汉民族的保

守、落后的传统文化也进行了客观的分析 ,指出产生这种文

化传统的原因 ,以及其种种危害。

第三 ,这部著作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大描述。

汉民族人口占世界人口的 1 /6,占全国人口的 90%以

上 ,要描述这样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的确不易 ,但由于作者

对汉民族的文化和历史了如指掌 ,所以描述起来就能够恰如

其分 ,而没有丝毫做作和不真实。该书在描述汉民族时 ,主要

抓住了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融合性 ,二是主体性 ,三是开创

性 ,四是流布性 ,五是顽强性。 汉民族的发展和壮大 ,像雪球

一样越滚越大 ,就是因为它具有强大的融合力 ,不断地吸引

着其他的民族 ,使其成为汉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 例如西北

地区的汉民族就有许多少数民族的成分 ,因为氐、狄、羌、东

胡、乌恒、柔然等古代西北少数民族都有被汉民族同化的历

史。 又如宋代河南郑州曾经有过犹太人经商和生活的记载 ,

而在以后的民族交往过程中 ,这些犹太人慢慢地被汉民族所

融合。 主体性是汉民族的另一个性格特征 ,这种性格特征在

外来民族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表现得尤为突出。元末明初和

清末民初的政权变更之际 ,这种汉民族的意识更是达到了登

峰造极的地步。开创性是汉民族的一个十分明显的性格。在

汉民族的发展历史上 ,有过惊天动地的伟大创举 ,以及辉煌

灿烂的文化 ,如指南针、火药、印刷术、造纸四大发明的出现 ,

道教、儒教的诞生和佛教传播 ,晋商文化、中原神话、丰都鬼

文化等等 ,这些都与汉民族的开创性是分不开的。 流布性也

是汉民族历史上一个重要特征。 造成流布性的原因有多种 ,

如战争、疾病等 ,都可能造成汉民族的大规模的迁徙和流动。

至今在江西 、福建、广东等地生活的客家人就是历史上中原

汉民族大批迁徙、流布的结果。 同样为了生存、摆脱灾难 ,也

曾有原居山东的汉民族大量迁徙到东北地区。顽强性是汉民

族又一个十分突出的性格特征。 正是这样的性格特征 ,才将

汉民族的文化传统保留至今 ,才没有在外来民族的重压之下

改变自己的风俗习惯。 当然这种民族特征 ,也是自身的落后

风俗及不良恶习得到延续和保存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事物

的两个方面 ,我们应当看到前者是主要的 ,后者则是次要的

部分 ,两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第四 ,大容量则是本书的又一个特点。

有 10余人参与这一著作的写作 ,历 2年的精心编撰 ,才

成就了此书。 本书洋洋洒洒共有 100多万字 ,不能不说在书

中潜藏着作者们的无数心血和智慧。它一出版就引起了人们

的关注 ,得到了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界的高度重视。 本书

当是至今为止最大的一本汉民族研究的著作 ,反映了中国汉

民族研究的最新成果 ,也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准。

(责任编辑　张　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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