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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历程及其归宿

吴 恒

本文回顾了中国民族学科的积累
、

形成和发展历程
,

认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体系的建 立

过程
,

也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在中国建立发展的过程
。

上下三千四百多年 浩 繁

的书籍记载的少数民族情况属于民族学研究的资料积累阶段 ; 19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上半叶是 西 方

民族学正式建立并开始向中国传播时期 ; 1 9 2 6年以后中国民族学研究逐渐开展
,

建国以来取 得 了

空前伟大的成就
,

中国民族学体系逐渐形成
,

但仍需不断建设和完善
。

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体系
,

是时代赋予中国民族学工作者一项历史性的使

命
。

这既光荣又艰巨的工作
,

不仅富有学术研究价值
,

而且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

做好这一

项工作
,

必定会大大地推动我国民族学的科学研究
,

使之在新的历史阶段大放异彩
,

而且对

于我国
,

特别是对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四化建设事业
,

也会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

本文拟结合我国历史和现状
,

探讨一下我国民族学研究的历程及其必然的归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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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同西方国家一样
,

在民族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建立以前 曾经历 了一段漫长的民族

学资料积累阶段
。

这是由于我国自古以来便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

历史悠久
,

民族众 多
,

在

浩瀚的史籍中给我们留下许多关于民族的记录
。

最早的记录可以上溯到殷周时期
。

殷商的甲

骨文
、

两周的钟鼎铭文和先秦时期的诸子典籍包括 《尚书》 在内
,

都留下一些有关民族活动

的简单记载
,

秦汉时期开始
,

一个统一的
、

多民族的
、

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政权的建立与

其后的发展
,

促使为数越来越 多的少数民族纳入祖国的版 图
,

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政治
、

经

济
、

文化等各方面的联 系
,

增进了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
。

两汉时代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
,

适

应历史客观发展的需要
,

在他所撰写的 《史记》 一书中
,

替一些少数民族撰写了传记
,

这是

一个创举
。

从此以后
,

历代相沿
,

转相承袭
。

一部 《二十四史》 ,

除 《陈书 》
、

《北齐书》 以

外
,

都有民族传记
,

《清史稿》 也不例外
。

这样以来
,

我国历史上溯商周
,

下迄清代
,

古今

上下三千四百多年都有少数民族的记载可寻
。

以后
,

由于汉族和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
,

记述边疆各族的著作与 日俱增
。

很多到过边疆的官吏
、

使节
、

游历 者和和滴徒者
: 他们根据 自己的见闻写成笔记

、

游记之类

的著作
。

比较重要的有
:

汉
·

赵煌 《吴越春秋 》
、

杨终 《哀牢传》
、

佚名 《永 昌 郡 传》
;

熬



晋
.

常墟 《华阳国志》 ; 唐
·

樊绰 《蛮书》
、

刘元鼎 《使吐番记》 ; 宋
.

米蔡隆礼 《契丹菌
志 》

,

洪皓 《松漠纪闻》 ,

彭大雅
、

徐皓 《黑糙事略》 ,

范成大 《桂海虞衡志 》 ,

朱辅 《溪

蛮丛笑》 ,

周去非 《岭外代答 》 ; 元
·

李京 《云南志略
·

诸契风俗》
; 明

·

陈诚
、

李逞 《西

域蕃国志》
,

钱古训
、

李思聪 《百夷传》
,

田汝成《行边纪闻》 ; 清
·

椿园 《西域闻见录》 ,

何秋涛 《朔方备乘》 ,

余庆远 《维西见闻记》 等等
。

其它还有很多
,

不能一一列举
。

应该指

出
,

这些著述虽然都不是现代意义的民族学专著
,

但它们都或多或少地记载了我国边疆各民

族居室
、

饮食
、

服饰
、

婚姻
、

家庭
、

节 日
、

丧葬
、

宗教
、

巫术
、

鸡骨 卜等情况
,

这些都是各

民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纪录
。

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
,

这些著述的内容难免有附会
、

歪

曲的地方
,

但只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考察检验
,

这些内容丰富的著述仍然是研究中

国民族史和中国民族学的弥足珍贵的资料
。 J

总之
,

这一切只能看做是中国民族学研究的资料

积累阶段
。

19 世纪 中叶至 20 世纪上半叶是西方民族学正式建立并开始向中国传播的时期
。

这个时期的历史背景是西方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
,

以世界为范围
,

纷纷争夺殖民地
。

例

如英国
: 」

_

8 00 年夺取马耳他岛
, 1 8 0 6年夺取开普

,

开始了对南非的统治
, 1 8 3 8 年

,

英 土 条

约
,

使英国资本主义广泛渗入阿拉伯国家
, 1 8 4 0年一 1 8 4 2年鸦片战争

,

加强对中国的侵略
,

使香港变为殖民地
,

与此同时加强对印度的全面奴役和对澳洲殖民地化的加强
。

又如法国
:

1 8 3 0年一 1 8 4 8年征服阿尔及尔
。 1 8 4 2年

,

夺取波利尼西亚许多群岛
。

1 8 5 3年
,

夺取新卡列多

尼亚
。

1 8 5 8一 1 8 6 7年夺取越安
。

又如美国
: 1 8 0 3年

,

从法国人手中夺取路 易斯安那
。

在 19 世

纪上半叶
,

对密西西比以西土地展开进攻
,

把印第安部落排挤驱逐出去
,

将他们 迁 入 保 留

地
。

1 8 4 8年
,

在美国与墨西哥的战争中
,

取得了西部大片领土
。

西方民族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
。

英国民族学创始人之一约翰
·

卢伯克在

其 《文明的开端协 一书中说
: “ 研究野蛮的生活

,

对英国特别重要
,

因为她是一个大国
,

她

的殖民地遍布世界各大洲
” 。

一语道破了西方民族学的阶级属性及其产生的历史背景
。

从 19 世纪中叶西方民族学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
,

先后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学派
。

其

中最早 出现的是进化学派
,

主张各民族都有独立创造发明的能力
,

主张各民族社会和文化大

致都沿着由简单到复杂
、

由低级到高级
、

由蒙昧社会到文明社会的单线轨道不断向前发展
。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
,

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
。

为了适应资产阶级政治上

的需要
,

西方民族学掀起一股反进化论的浪潮
,

相继出现了传播学派
、

历史学 派
、

功 能 学

派
、

心理学派等以反进化论起家的学派
。

传播学派
,

包括德奥文化圈学派
,

主张不同地区人

类文化的相同现象是从一个最早中心传播出去的结果
。

美国
“ 历史学派

” 认为
,

文化现象仅

仅有空间上的不同
,

而没有时间上的历史发展的连续性
,

主张历史仅仅是研究和描写具体的

文化
。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又出现了
“ 功能学派 ” ,

主张研究文化的功能
,

认为物质器具和社

会思想只有在具有满足人类的生物需要和社会需要时
,

才能存留和传播
,

若失去这种功能
,

便会在历史上消失
。

由于此派适应美
、

英等国的需要
,

至今仍很盛行
。

此外还 有 “ 心 理 学

派 ” 主张一个民族的心理素质和它的文化模式具有密切关系
,

文化模式是民族性格的反映
,



而文化模式是有高低之分
,

因此
,

此派又被称为
“ 心理种族学派 ” 。

总之上述诸学派中
, “ 进化论派 ” 的摩尔根通过他对于美洲印第安部落的实地调查

,

建

立了原始社会史研究的体系
,

受到马克思
、

恩 格斯的肯定和高度评价
。

恩格斯认 为 摩 尔 根

《古代社会》 一书是 “
摩尔根在美国以他 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四十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

物主义历史观
” 、 “ 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主义相同的结论

” 。

此派其他学者如泰勒对

宗教的研究
,

巴霍芬
、

麦克伦南对婚姻家庭的研究
,

也都很有成绩
。

恩格斯说巴霍芬是
“
研

究家庭史和原始婚姻— 杂交的第一人
” 。

其他诸学派虽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

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

即都反对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

着普遍规律
,

因而轻视厉史
,

反对用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研究 民族社会及其文化
。

鸦片战争后
,

中国社会的殖民地
、

半殖民地 化口益加深
。

随着西方列强政治
、

经济入侵

的同时
,

包括社会学
、

人类学
、

民族学在内的西方各种学术思想也相继传入中国
。

其代表性

著作如摩尔根 《古代社会汾
、

泰勒 《人类学 》
、

韦斯特马尔克 《人类婚姻史》
、

韦士勒 《社

会人类学概论》
、

罗维 《初民社会》
、

傅瑞则 《巫术理论》
、

格罗塞 《艺术的起源》
、

鲍亚士

《人类学与现代生活》 以及马凌诺斯基 《文化论》 等等
,

都相继被译成汉文出版
,

这给解放

前中国民族研究工作带来 不同程度的影响
,

也为民族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中国的建立提供

了理论准备
。

1 9 2 6年
, “ 民族学

” 这个学科名称在中国开始 出现蔡元培撰写 《说民族学》 等文
,

对民

族学研究对象
、

范围
、

任务和方法都作了阐述
。

他说
: “ 民族学是一种考察各民族的文 化而

从事于纪录或比较的学问
” 。

1 9 2 8年一 1 9 4 0年
,

蔡氏出任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长期间
,

在该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中设立民族学组
,

蔡氏 自兼主任
。

蔡氏不仅积极宣传进化学派的理论

学说
,

而且十分重视 民族地区的实地调查
,

并派颇复礼
、

商承祖
、

林惠祥
、

凌 纯 声
、

苗 逸

夫
、

刘咸
、

陶云速等民族学家相继到瑶族
、

高山族
、

赫哲族
、

苗族
、

金族
、

黎族
、

彝族 等地

区调查
,

写 出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调查报告
。

其后抗战爆发
,

国民党政府内迁
,

全国一些大学

陆续迁到西南地区
,

大批学者云集西南各地
。

西南各民族瑰丽多彩的传统文化
、

生活习俗和

社会制度引起 了包括民族学在内各学科学者的广泛注意
。

通过实地调查研究
,

这 个 时 期 确

实出现了一些好的或比较好的民族学著作和论文
,

成绩不能低估
。

但是
,

在 当时条件下
,

国

民党政府强调中国只有一个民族— 汉族
,

其他的只是汉族的宗支
,

或是生活
、

饮食不同习

惯的人
。

在这种错误的民族观的指引下
,

当然不能正确指导民族学研究
。

加以马克思主义在

蒋管区受到扼制和封锁
,

从而使得许多从事民族学研究的人不可能应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

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武器来指导 自己的研究
,

所 以在他们的著述中
,

横的描述多
,

纵的分析

少
,

现象罗列 多
,

科学概括少
。

不搞经济基础的研究和阶级分析这是解放前民族学研究的通病
。

馨

四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 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一向重视民族调查研究工作
。

早在建党初 拿事



期以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

党就十分重视了解
、

研究国内民族情况和民族问题
。

中菌
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

,

十分重视搜集沿途民族情况
。

抗 日战争时期
,

在延安建立民族学院和

专门从事民族研究
,

撰写了关于回回民族问题和蒙古民族问题的提纲与著作
。

在当时国民党

统治区
,

也有一些进步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各民族历史和现实问题
,

这标志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研究的良好开端
。

新中国建立后
,

在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指引下
,

中国民族学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

阶段
。

中国民族学研究工作者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

学习辩证唯物主义
、

历史唯物

主义
,

在积极参与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
,

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

时
,

也改造了自己的主观世界
,

并参与进行了民族识别
、

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

编撰五种民族

丛书 (民族简史
、

民族语言简志
、

民族 自治地方概况
、

中国少数民族以及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资料 ) 等工作
。

这些都是古今中外罕见的伟大的事业
,

具有巨大的政治意义和学 术 研 究 价

值
,

为世界
、

为我国
、

为子孙后代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

我 国民族科学研究工作的成就
,

除了上述以外
,

还有
:

建立全国性的组织和机构
。

中国

民族学会
、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

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等
;
一些高等院校如北京

大学设立社会关系
、

中央民族学院设立民族学系
、

中山大学设立人类学系
、

厦门大学设立人

类学系等
;
出版民族学刊物如 《民族学研究》

;
出版各种民族学专著

,

如 《原始社会史》
、

《纳西族母系家庭》
、

《凉山奴隶制度》 等
; 出版 《中国大百科全书》 历史卷和 民 族 卷及

《民族词典 》 ,

等等
。

这一切都反映 出新中国建立以来民族研究工作取得了空前 伟 大 的 成

就
。

乡
、

工
“业1

五

d 呻

、 . 日
-

通过中国与外国
、

中国解放前与解放后民族学研究正反两方面的对比
,

使我们进一步认

识到我国的国情和民族研究的传统
,

既不同于西欧美国等资本主义十分发达的国家
,

也不同

于亚
、

非
、

拉的第三世界
,

甚至与苏联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一样
。

因此
,

在探讨如何建

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体系时
,

我们绝对不可以全盘生搬硬套别国经验和做法
,

而是应该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民族观和辩证唯物主义
、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

方法为指导
,

紧密联

系我国的国情和民族的实际
,

就民族地区在四化建设中
、

在改革
、

开放
、

搞活中所出现的问

题
,

特别是四化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等等
,

加以研究与解决
。

.

我们的研 究 不 是脱

离实际的学院式的研究
,

它是有鲜明的党性原则
,

必须公开揭示
:

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

要为民族地区的四化建设服务
,

要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服务
,

因而必须坚持四个

基本原则
,

反对资产阶级 自由化
,

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

实现民族平等
、

民族团结
、

民族进

步
,

共同繁荣是我国民族学研究的出发点
,

也是我国民族学研究的必然归宿
。

我们对西方民

族学应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
。

对资产阶级立场
、

唯心主义
、

种族主义理论观点应该加以批判

和扬弃
;
但对其具体的调查方法可以借鉴

,

其调查成果则可以利用
。

去其糟粕
,

取其精华
,

他 山之石
,

可以攻玉
。

中国民族学体系就是在这样长时期民族学研究正
、

反两方面经验教训

的总结中
,

在长期的民族学研究实践中
,

从实践到理论
,

又从理论到实践
,

经过无数次的反

复
、

概括
、

升华而逐步形成的
。

够了



六

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体系的建立过程
,

一

也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在中

国建 立发展的过程
。

这是中国民族学体系从 1 9世纪末西方民族学传入中国后
,

经过解放前后

近 1 00 年的实践的必然结果和归宿
。

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 主义民族学最鲜明的一个特色就是紧密结合中国的国情和中国各

民族实际
,

为各民族的紧荣发展和各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服务
。

在指导思想和为谁

服务的问题上
,

它与西方民族学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可调和的对 立
。

在民族学定义
、

对象
、

范

围
、

任务和方法方面
,

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与西方民族学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差别
。

马克思 主义民族学认为
:

民族学是一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民族观和历史唯物主义

理论方法为指导研究民族 (包括氏族
、

部落
、

部落联合
、

部族在内的一切人们共同体 ) 的独

立学科
。

纵的方面
,

它研究民族的起源
、

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及其规律
;
横的方面

,

它研究各

民族经济基础
、 _

仁层建筑
、

社会结构
、

文化特点
、

生活习俗
,

研究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

形成
、

变迁的规律
。

民族学可以研究古今民族
,

但以现存的民族为主
; 可以研究中外民族

,

但以中国民族为主
; 可以研究中国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

,

但以中国少数民族为主
。

因为在

解放前夕
,

中国有些少数民族还处在比较后进的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
,

是一部活的社会发展

史
。

解放后
,

少数民族的政治上翻身作主
,

但在经济
、

文化方面还存在事实上不 平 等 的 状

况
。

为了用
“
社会活化石

”
资料以丰富马克思主义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的科学研究

,

为了在四

化过程中消除事实上不平 等
,

所以在当前及以后的一段相当 长的历史时期内
,

把中国民族学

研究的重点放在中国少数民族身
_ _

!二
,

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
,

而不是任何个人的主观

意愿所臆造的
。

在民族学的研究方法方面
,

西方民族学着重于横断面的实地调查
,

忽视历史 发 展 的 分

析
。

他们采用
“ 田野工作法

” 、 “ 比较研究法
” 、 “ 具体描述法

” 、 “
直接观察法

” 、 “
住

居体验法
” 以及 “ 局内观察法

”
等等

,

并非毫无价值
。

资产阶级民族 学 便 是 通 过 这 些 方

法
,

为民族学研究留下相 当丰富的民族学资料
。

但是这些调查法如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这个

角度来检验
,

不难发现这些调查方法都存在有一个共同特点
,

即都停留在
“
直接观察

” 亦即

“
直接感知

” 的阶段
,

用这些方法来观察客观事物
,

都只能认识客观事物的片面和表面的情

况
。

换句话说
,

如果仅仅运用这些方法而不借助其它科学方法的配合
,

要取得对客观事物全

面
、

深入
、

本质的了解
,

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

关于中国民族学当前任务的问题
,

不少同志已经提出很多很多的意见
,

例如
:

大力抢救

行将消失的民族学资料
,

充分利用已有的民族学资料
;
继续进行现状的调查

,

撰 写 原 始 社

会
、

奴隶社会
、

封建社会三种社会形态的专著
; 建立全国民族学博物馆

; 开展对世界民族和

外国民族学的研究
;
翻译民族学各学派的代表性著作

; 继续摄制反映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和生

活的科学纪录影片等等
,

无疑地都是非常正确的
,

应视条件与可能把它们付诸 实 现
。

我 们

在这里只想补充说 明一点
,

即我国各民族历史背景不同
,

情况复杂
,

在四化建设中所碰到的

重要问题也不一定都一样
。

所以在进行现状调查中
,

不能一刀切
,

一切要从实 际 出 发
。

例

如
:

四川省凉山彝族 白治州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

经济生产 成 倍 增 长
。

但 与 此 同

鑫
一

;

截



勿
.

时
,

一些旧的生活习俗又有所抬头
,

例如酗酒
、

迷信
、

女昏丧大量杀牲送鬼宴客
,

造成了经济
上巨大浪费

,

削弱 了再生产的潜力
,

因而也就拖了四化建设的后腿
。

当然除凉山彝族外
,

其

他民族在不同程度上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

为此在民族学研究中
,

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与四化的

关系便成为一个急待解决的课题
。

又如
:

在海南岛黎族中
,

在建立海南省撤消黎族苗族 自治

州建制后
,

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民族区域 自治政策
,

这是广大黎族干部和群众特别关心的一

个大问题
,

反应特别强烈
。

为了加强民族团结
,

保待 长治久安的政治局面
,

研究与解决这个

问题就成为民族学研究的当务之急
。

中国民族学研究的任务是十分繁重的
,

要很好把完成这个任务
,

必须培养后继人才
。

各

高等院校和各级民族学院应该开设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课程
,

培养本科生和研究生
,

社科院民

族研究所培养研究生
。

此外还可以举办短期训练班
,

招收有一定民族工作实践经验的中青年

干部
,

经过短期的民族学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的学习
,

多方位
、

多层次
、

不拘一格培养人才

以壮大民族学的研究队伍
。

总之
,

在向四化宏伟目标进军的征途中
,

发展我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是有无比宽阔的前

景
。

我们要在马列主义
、

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
,

进一步解放思想
,

打破禁区
,

努力开展对中

华民族和世界其他民族的综合研究
,

建立和完善中国民族学理论体系
,

为中国民族学乃至世

界民族学研究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

(作者单位
:

中央 民族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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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它的光辉
,

这装饰在锁链上的虚幻的花朵
,

、 一

岁 、 、 、
产

勺
、 了、 卜、

丫
、 一、

终将调落它的艳容
。

可是 《周易》 的发展前景

却不会这样
,

只要我们按照它的本来面 目去理解
,

就可从中汲取上进的力量
。

它的非宗教倾

向
、

它积极入世的务实精神总是启示人们
:

“
要不断以崭新的精神面貌

,

去伸手摘取人间的真实花朵 ! ”

注释
:

① 《中国社会科学》 19 8。年第 1 期
。

② 《中国哲学 》 第三辑 (第 1一 12 页 )
。

③同上
,

第 9 页
。

④任继愈主编 《中国哲学史 》 第一册第 20 4页
。

⑤ 《哲学研究 》 19 8工年第 7 期
。

⑥ 《哲学研究 》 19 82年第 。 期
。

⑦关于中国的历史分期
,

说法不一
。

我完全赞同范文澜的分法
,

即殷周 之际是由奴隶制向封建领主制过渡的大变革时

期 ; 而春秋 战国
,

则是 由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过渡的大变革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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