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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族 、 民 族 、 族 群 及 其 相 互 关 系 的 研 究 , 已 日

益 成 为 当 代 民 族 学 、 人 类 学 研 究 的 热 点 课 题 。 究 其

原 因 , 主 要 有 以 下 几 个 方 面 。 其 一 , 在 历 史 发 展 的

进 程 中 , 任 何 一 个 种 族 、 民 族 或 族 群 都 不 可 能 孤 立

地 存 在 与 发 展 , 或 多 或 少 都 会 与 周 边 的 种 族 、 民 族

或 族 群 发 生 这 样 那 样 的 联 系 , 相 互 间 吸 收 对 方 的 文

化 养 分 , 从 而 形 成 “ 你 中 有 我 , 我 中 有 你 ” 的 民 族

融 合 关 系 。 随 着 全 球 化 、 现 代 化 的 快 速 发 展 , 不 同

的 种 族 、 民 族 、 族 群 聚 居 在 一 起 , 不 同

文 化 群 体 的 接 触 更 加 频 繁 , 各 种 人 类 群

体 交 织 在 一 个 “ 地 球 村 ”, 构 成 了 极 其 复

杂 的 、 多 元 的 文 化 网 。 其 二 , 在 如 此 复

杂 而 多 元 的 格 局 下 , 种 族 、 民 族 、 族 群

内 部 成 员 之 间 的 相 互 适 应 、 相 互 协 调 的

结 果 不 仅 能 够 影 响 局 部 地 区 , 甚 至 能 够

波 及 到 全 球 范 围 。 其 三 , 自 古 以 来 , 种

族 、 民 族 、 族 群 间 的 斗 争 除 经 济 、 领 土

的 原 因 外 , 大 多 因 文 化 隔 阂 形 成 。 时 至

今 日 , 各 种 族 、 民 族 、 族 群 间 的 误 会 不

仅 未 被 消 除 , 而 且 愈 演 愈 烈 , 引 发 无 数 的 灾 难 , 成

为 当 代 世 界 的 首 要 问 题 。

人 类 的 种 族 又 称 人 种 。 对 于 这 个 概 念 , 人 类 学

家 、 社 会 学 家 、 语 言 学 家 、 历 史 学 家 等 各 自 从 不 同

的 角 度 各 有 不 同 的 解 释 。 一 般 认 为 , 种 族 是 “ 指 同

一 起 源 并 在 体 质 形 态 上 具 有 某 些 共 同 遗 传 特 征 的 人

群 ”, 它 所 指 的 是 现 代 人 类 这 个 统 一 物 种 即 晚 期 智 人

当 中 的 各 个 亚 种 。

种 族 这 个 概 念 所 要 表 示 的 主 要 是 存 在 于 外 表 体

质 特 征 上 的 人 类 变 异 , 关 于 种 族 的 分 类 主 要 是 依 据

生 物 学 上 的 体 质 特 征 。

人 类 体 质 特 征 上 的 差 异 存 在 由 来 已 久 , 包 括

发 形 、 发 色 、 肤 色 、 眼 色 、 再 生 毛 的 发 达 程 度 、

头 型 、 血 型 、 脸 盘 和 脸 上 柔 软 部 分 、 眼 鼻 唇 的 结

构 和 大 小 等 , 它 们 都 是 在 一 定 的 地 域 内 长 期 适 应

自 然 环 境 而 形 成 的 。 现 代 人 类 学 家 一 般 根 据 体 质

形 态 上 具 有 的 共 同 遗 传 特 征 , 将 全 世 界 人 类 分 为

三 大 人 种 。

( 1) 蒙 古 人 种 , 亦 称 亚 美 人 种 或 黄 色 人 种 。 主

要 体 质 特 征 为 : 皮 肤 浅 黄 色 , 头 发 色 黑 形 直 , 胡 须

和 体 毛 较 少 , 颜 面 扁 平 , 鼻 梁 不 高 , 唇 厚 适 中 , 身

材 自 北 向 南 呈 现 从 中 高 到 较 矮 和 从 粗 壮 到 纤 细 的 过

全球化视野下的人类群体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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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 趋 势 , 眼 内 角 多 有 蒙 古 褶 。 此 人 种 分 亚 洲 和 美 洲

两 大 支 系 。 亚 洲 支 系 包 括 北 、 东 、 南 三 个 分 支 以 及

各 种 过 渡 类 型 和 混 合 类 型 ; 美 洲 支 系 指 因 纽 特 和 印

第 安 各 族 。 他 们 主 要 分 布 在 东 亚 、 东 南 亚 、 西 伯 利

亚 和 美 洲 , 约 占 世 界 人 口 的41%。

( 2) 赤 道 人 种 , 亦 称 尼 格 罗 — 澳 大 利 亚 人 种 ,

俗 称 黑 色 人 种 。 特 征 为 : 皮 肤 深 色 , 头 发 色 黑 形 卷 ,

次 生 体 毛 一 般 不 多 , 但 大 洋 洲 部 分 却 相 当 发 达 ; 脸

形 较 窄 , 鼻 型 低 宽 , 唇 厚 颌 凸 , 身 材 高 矮 不 等 。 赤

道 人 种 分 尼 格 罗 和 澳 大 利 亚 两 个 支 系 以 及 各 种 过 渡

类 型 和 中 间 类 型 , 主 要 分 布 在 北 回 归 线 以 南 , 包 括

热 带 非 洲 、 大 洋 洲 、 南 亚 和 东 南 亚 的 许 多 民 族 。 16

世 纪 后 , 美 洲 亦 有 分 布 , 约 占 世 界 人 口 的16%。

( 3) 欧 罗 巴 人 种 , 亦 称 欧 亚 人 种 或 高 加 索 人 种 ,

俗 称 白 色 人 种 。 主 要 体 质 特 征 : 肤 色 一 般 浅 淡 , 部 分

呈 褐 色 , 毛 发 颜 色 不 一 , 发 型 波 状 , 次 生 体 毛 发 达 ,

泪 埠 外 露 , 鼻 高 唇 薄 。 此 人 种 分 南 北 两 个 支 系 , 南 支

包 括 印 度 、 地 中 海 和 巴 尔 干 高 加 索 分 支 类 型 ; 北 支 包

括 大 西 洋 、 波 罗 的 海 和 白 海 波 罗 的 海 分 支 类 型 以 及 各

种 过 渡 类 型 和 中 间 类 型 。 欧 罗 巴 人 种 过 去 主 要 分 布 在

欧 洲 、 北 非 、 西 亚 和 南 亚 , 包 括 印 欧 和 闪 含 两 大 语 系

内 的 各 个 民 族 。16世 纪 以 来 , 美 洲 、 大 洋 洲 和 南 非 等

地区亦有分布 , 约占世界人口的43%。

出 于 认 识 世 界 的 需 要 , 科 学 家 们 在 人 类 中 分 出

了 不 同 的 人 种 、 支 系 、 分 支 乃 至 人 种 类 型 , 但 这 种

划 分 是 在 承 认 了 人 类 属 于 统 一 的 现 代 智 人 种 这 一 前

提 下 进 行 的 。 所 有 人 类 都 属 于 生 物 学 上 的 同 一 物 种 ,

人 群 由 于 遗 传 基 因 和 生 活 环 境 的 不 同 , 经 过 长 期 的

演 化 , 形 成 了 若 干 不 同 的 种 族 ; 由 于 迁 徙 和 混 血 ,

又 产 生 了 新 的 或 与 原 始 种 不 同 的 种 族 。 这 种 变 化 是

数 千 年 来 一 直 进 行 着 的 。

种 族 作 为 一 种 生 命 科 学 现 象 , 完 全 是 人 类 对 自

然 界 进 行 生 物 学 意 义 上 的 适 应 的 结 果 , 其 中 本 来 不

包 含 也 不 应 包 含 任 何 社 会 文 化 意 义 。 既 然 如 此 , 我

们 为 什 么 要 探 讨 种 族 和 民 族 的 关 系 问 题 呢 ? 换 言 之 ,

种 族 和 民 族 这 两 个 概 念 之 间 又 有 什 么 关 联 呢 ?

从 纯 粹 科 学 的 意 义 上 讲 , 种 族 所 涉 及 的 是 人 类

种 群 对 于 自 然 生 态 环 境 的 适 应 关 系 , 它 主 要 是 自 然

科 学 , 特 别 是 生 物 科 学 研 究 的 对 象 ; 而 民 族 所 涉 及

的 则 是 人 类 的 社 会 文 化 群 体 与 生 态 环 境 ( 包 括 自 然

生 态 和 文 化 生 态 环 境) 之 间 的 互 动 关 系 , 它 主 要 是

社 会 科 学 , 特 别 是 行 为 科 学 研 究 的 对 象 。 我 们 也 可

以 把 种 族 和 民 族 看 作 是 两 套 分 类 系 统 按 照 不 同 的 标

准 对 人 类 这 个 统 一 体 所 作 的 划 分 ; 前 者 主 要 考 虑 生

物 学 因 素 而 不 考 虑 文 化 因 素 , 后 者 则 主 要 考 虑 文 化

因 素 而 不 考 虑 生 物 学 因 素 。 因 此 , 一 个 种 族 或 种 族

类 型 中 包 含 了 若 干 个 民 族 , 或 者 是 一 个 民 族 中 包 含

了 几 个 种 族 或 种 族 类 型 成 员 的 现 象 都 是 正 常 的 , 甚

至 是 不 可 避 免 的 。

然 而 , 从 研 究 实 践 上 讲 , 由 于 客 观 事 物 之 间 的

关 系 错 综 复 杂 , 人 类 对 客 观 事 物 的 认 识 也 很 不 相 同 ,

这 就 使 得 种 族 和 民 族 这 两 个 概 念 在 使 用 中 又 有 许 多

牵 涉 。

种族与民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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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先 , 尽 管 我 们 严 格 地 认 为 种 族 和 民 族 是 两 个 截

然 不 同 的 概 念 , 但 在 复 杂 的 现 实 世 界 中 , 这 两 个 概 念

的 外 延 还 是 有 重 合 的 时 候 。 例 如 在 今 日 的 美 国 , 印 第

安 人 就 不 仅 是 个 种 族 类 型 , 而 且 是 个 包 含 有 许 多 支 系

的 民 族 共 同 体 , 其 中 的 每 个 支 系 又 都 往 往 被 称 作 民

族 。 又 如 美 国 的 黑 人 , 他 们 不 仅 是 属 于 赤 道 人 种 , 而

且 显 然 是 该 国 的 一 个 少 数 民 族 。 发 生 在 他 们 身 上 的 歧

视 现 象 , 既 有 种 族 的 原 因 也 有 文 化 的 原 因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 人 们 把 种 族 和 民 族 两 个 概 念 互 换 使 用 , 应 该 说

是无可厚非的 , 尽管这样做不够科学。

其 次 , 民 族 和 种 族 这 两 个 概 念 在 日 常 用 语 中 都

被 人 们 赋 予 了 多 种 含 义 , 其 中 尤 以 民 族 为 甚 。 时 至

今 日 , 还 有 不 少 的 学 术 书 刊 把 民 族 学 一 词 译 成 “ 人

种 学 ”, 无 端 地 给 民 族 蒙 上 了 一 层 生 物 学 色 彩 。 虽 然

专 业 的 民 族 学 和 人 类 学 家 反 复 强 调 种 族 一 词 的 严 格

的 生 物 学 定 义 , 但 还 是 有 不 少 人 把 这 个 词 当 成 一 个

社 会 文 化 概 念 来 使 用 。 也 就 是 说 , 很 多 人 仍 倾 向 于

把 一 个 人 们 群 体 说 成 是 个 种 族 , 而 不 考 虑 这 个 群 体

究 竟 有 没 有 遗 传 特 征 。

我 们 从 生 物 科 学 和 文 化 科 学 的 事 实 出 发 , 坚 信

所 有 的 种 族 和 民 族 都 是 现 代 智 人 大 家 庭 中 地 位 平 等

的 成 员 。 大 家 分 享 着 共 同 的 人 类 基 本 特 征 , 因 此 就

应 该 有 充 分 平 等 的 发 展 机 会 。 种 族 之 间 的 偏 见 、 歧

视 和 隔 离 现 象 的 存 在 , 如 同 民 族 之 间 的 偏 见 、 歧 视

和 压 迫 现 象 的 存 在 一 样 , 是 整 个 人 类 的 奇 耻 大 辱 ,

是 应 该 尽 早 从 人 类 文 明 之 树 上 摘 除 的 罪 恶 之 果 。 我

们 深 信 : 随 着 科 学 的 昌 明 , 人 类 的 进 步 , 人 性 的 觉

醒 和 文 化 的 发 展 , 人 类 种 族 之 间 和 民 族 之 间 的 种 种

隔 阂 都 将 破 除 ; 妨 碍 欠 发 达 的 种 族 和 民 族 发 展 的 所

有 障 碍 都 将 被 人 类 进 步 的 浪 潮 所 冲 毁 。

民 族 , 是 民 族 共 同 体 的 简 称 。 指 人 们 在 历 史 上

经 过 长 期 发 展 而 形 成 的 稳 定 的 共 同 体 。 有 广 义 和 狭

义 之 分 。 广 义 的 包 括 原 始 民 族 、 古 代 民 族 、 近 代 民

族 和 现 代 民 族 ; 狭 义 的 专 指 斯 大 林 的 民 族 定 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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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 共 同 文 化 上 的 共 同

心 理 素 质 的 稳 定 的 共 同 体 。”

中 国 古 代 文 献 对 “ 民 ” 和 “ 族 ” 这 两 个 概 念 均

有 阐 述 , 指 代 今 天 “ 民 族 ” 意 义 的 族 类 往 往 有 具 体

的 族 称 , 如 戎 、 狄 、 夷 、 蛮 、 羌 、 夏 、 商 、 苗 、 九

黎 等 ; 也 有 用 一 些 抽 象 的 名 词 的 , 如 族 、 族 种 、 族

类 、 民 、 民 种 、 土 人 、 部 、 部 人 、 种 落 等 。 但 将 它

们 合 成 “ 民 族 ” 一 词 使 用 , 根 据 考 证 , 始 自 1899 年

梁 启 超 的 《东 籍 月 旦》 一 文 。 当 时 梁 启 超 避 难 日 本 ,

为 介 绍 日 本 的 新 思 想 而 从 日 语 中 引 进 来 的 , 之 后 在

我 国 思 想 界 普 遍 流 行 和 使 用 。

民 族 是 一 个 社 会 历 史 范 畴 , 有 其 产 生 、 发 展 和

消 亡 的 过 程 。 它 由 氏 族 、 部 落 发 展 而 来 , 伴 随 社 会

出 现 阶 级 、 国 家 而 产 生 。 其 形 成 和 发 展 为 社 会 生 产

和 社 会 制 度 所 制 约 。 民 族 的 本 质 内 涵 , 在 于 区 别

“ 我 群 ( 自 己 人) ” 与 “ 他 群 (他 人 )”。 它 可 以 通 过 具

民族的概念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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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相 当 稳 定 性 的 一 系 列 文 化 特 征 加 以 展 开 和 维 系 ,

并 为 其 成 员 们 的 族 体 意 识 所 自 觉 。 民 族 特 征 一 般 存

在 于 该 民 族 成 员 共 同 创 造 的 文 化 和 他 们 所 拥 有 的 共

同 的 自 我 意 识 之 中 。 构 成 民 族 特 征 的 既 有 物 质 基 础

方 面 的 因 素 , 也 有 精 神 、 情 感 、 心 理 等 诸 方 面 的 内

容 。 民 族 特 征 是 民 族 分 类 的 出 发 点 , 是 民 族 识 别 的

客 观 依 据 。 一 般 来 说 , 民 族 各 特 征 是 相 互 联 系 、 相

互 补 充 , 彼 此 不 能 相 互 取 代 的 , 他 们 对 维 系 本 民 族

的 存 续 发 挥 着 共 同 的 作 用 , 但 这 并 不 意 味 着 它 们 的

功 能 和 作 用 是 等 量 齐 观 的 , 某 些 典 型 特 征 在 外 部 的

族 际 互 动 中 会 显 得 更 加 突 出 , 并 具 有 一 定 的 象 征 和

符 号 化 意 义 。

也 有 人 认 为 , 民 族 自 我 意 识 是 民 族 共 同 体 自 我

定 义 的 重 要 依 据 , 因 为 民 族 形 成 的 条 件 及 其 文 化 特

征 消 失 以 后 , 民 族 意 识 以 历 史 记 忆 的 方 式 , 通 过 民

间 教 育 以 及 与 其 他 民 族 的 交 往 中 继 续 发 挥 作 用 , 成

为 民 族 精 神 生 活 的 一 部 分 。 这 种 历 史 记 忆 借 助 某 种

语 言 形 式 作 为 象 征 民 族 故 我 的 符 号 , 使 他 们 在 对 本

民 族 历 史 的 想 象 和 共 鸣 中 得 到 一 种 熏 陶 , 培 养 出 民

族 自 我 意 识 和 对 民 族 自 称 的 深 厚 感 情 。 因 此 , 民 族

自 我 意 识 是 民 族 各 项 特 征 中 最 为 重 要 的 特 征 。

民 族 将 长 期 存 在 , 民 族 诸 要 素 , 特 别 是 表 现 在

共 同 文 化 上 的 共 同 的 心 理 素 质 等 也 将 长 期 存 在 。

族 群 一 词 最 早 是 20 世 纪 30 年 代 开 始 使 用 , 被 用

来 描 述 两 个 群 体 文 化 接 触 的 结 果 , 或 者 是 从 小 规 模

群 体 在 向 更 大 社 会 中 所 产 生 的 涵 化 现 象 。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战 以 后 , 族 群 一 词 被 用 来 取 代 英 国 人 的 “ 部 族 ”

和 “ 种 族 ”, 运 用 也 就 更 为 广 泛 。

1961 年 , 德 国 著 名 学 者 马 克 思·韦 伯 给 “ 族 群 ”

下 过 一 个 定 义 : “ 族 群 是 指 因 体 质 的 或 者 习 俗 的 或

者 对 殖 民 化 以 及 移 民 的 记 忆 认 同 的 相 似 而 对 共 同 的

血 统 拥 有 主 观 信 仰 的 群 体 , 这 种 信 仰 对 非 亲 属 的 共

同 关 系 具 有 重 要 的 意 义 。” 这 是 西 方 学 术 界 颇 具 代 表

性 的 一 种 观 点 。

吴 泽 霖 主 编 的 《人 类 学 词 典》 中 对 “ 族 群 ” 的

解 释 是 这 样 的 : “ 一 个 由 民 族 和 种 族 自 己

集 聚 而 结 合 在 一 起 的 群 体 。 这 种 结 合 的 界

限 在 其 成 员 中 是 无 意 识 的 承 认 , 而 外 界 则

认 为 它 们 是 同 一 体 。 也 可 能 是 由 于 语 言 、

种 族 或 文 化 的 特 殊 而 被 原 来 一 向 有 交 往 或

共 处 的 人 群 所 排 挤 而 集 居 。 因 此 族 群 是 个

含 义 极 广 的 概 念 , 它 可 用 来 指 社 会 阶 级 、

都 市 和 工 业 社 会 种 族 群 体 或 少 数 民 族 群

体 , 也 可 以 用 来 区 分 居 民 中 的 不 同 文 化 的

社 会 集 团 。 族 群 概 念 就 这 样 综 合 了 社 会 标

准 和 文 化 标 准 ”。

上 述 的 定 义 都 是 从 群 体 内 部 的 共 同 特

征 出 发 的 , 即 强 调 语 言 、 种 族 和 文 化 的 特 征 。 而 巴

斯 从 群 体 的 排 他 性 和 归 属 性 来 界 定 族 群 , 开 启 了 族

群 研 究 的 新 里 程 碑 。 他 认 为 “ 族 群 ” 是 由 其 本 身 组

成 成 员 认 定 的 范 畴 , 造 成 族 群 最 主 要 是 其 “ 边 界 ”,

而 非 语 言 、 文 化 、 血 缘 等 “ 内 涵 ”; 一 个 族 群 的 边

界 , 不 一 定 是 地 理 的 边 界 , 而 主 要 是 “ 社 会 边 界 ”。

在 生 态 性 的 资 源 竞 争 中 , 一 个 群 体 通 过 强 调 特 定 的

文 化 特 征 来 限 定 我 群 的 “ 边 界 ” 以 排 斥 他 人 。 巴 斯

的 看 法 他 的 观 点 揭 示 出 客 观 特 征 论 的 不 足 , 客 观 特

族群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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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论 最 多 只 能 表 现 一 个 族 群 的

一 般 性 内 涵 , 无 法 解 释 族 群 边

界 的 问 题 , 从 而 也 就 无 法 探 讨

族 群 认 同 变 迁 的 问 题 。

经 过 多 年 的 讨 论 , 虽 然 分 歧

不 少 , 但 人 类 学 、 民 族 学 家 们

对 族 群 研 究 已 经 达 成 一 个 有 意

义 的 共 识 : 族 群 是 一 种 社 会 群

体 , 它 根 据 一 组 特 殊 的 文 化 特

质 构 成 的 文 化 丛 或 民 族 特 质 而 在 一 个 较 大 的 文 化 和

社 会 体 系 中 具 有 一 种 特 殊 的 地 位 。 由 于 不 同 的 特 质

具 有 不 同 的 特 点 , 它 们 以 不 同 方 式 构 成 的 文 化 丛 也

是 变 化 多 端 的 , 但 一 个 族 群 的 整 体 特 性 仍 然 极 为 显

著 。 它 在 宗 教 、 语 言 、 生 活 方 式 、 文 化 传 统 的 整 体

方 面 的 特 征 , 以 及 在 民 族 和 地 理 的 共 同 渊 源 上 , 使

它 有 别 于 其 他 的 社 会 群 体 。 “ 族 群 ” 并 不 是 单 独 存

在 的 , 它 存 在 于 与 其 他 族 群 的 互 动 关 系 中 。

从 渊 源 上 说 , 这 两 个 词 均 来 源 于 西 方 。

关 于 族 群 与 民 族 的 区 分 , 学 术 界 泰 斗 林 耀 华 先

生 曾 做 过 详 细 的 探 讨 , 他 认 为 “ 族 群 ” 专 用 于 共 处

于 同 一 社 会 体 系 ( 国 家) 中 , 以 起 源 和 文 化 认 同 为

特 征 的 群 体 , 适 用 范 围 主 要 在 一 国 之 内 ; 民 族 的 定

义 即 “ 民 族 国 家 ”, 适 用 范 围 主 要 在 各 国 之 间 。 基 于

这 种 观 点 , 我 国 少 数 民 族 和 汉 族 中 的 不 同 支 系 皆 可

称 作 族 群 , 而 在 国 家 层 面 上 , 则 可 使 用 民 族 , 如 中

华 民 族 、 中 国 人 。

王 明 柯 先 生 则 主 张 族 群 指 一 个 族 群 体 系 中 所 有

层 次 的 族 群 单 位 如 汉 族 、 客 家 人 、 华 裔 美 人 ; 民 族

则 指 族 群 体 系 中 主 要 的 或 最 大 范 畴 的 单 位 如 汉 族 、

大 和 民 族 、 蒙 古 族 、 羌 族 等 。

随 着 对 民 族 、 族 群 概 念 、 民 族 与 族 群 关 系 等 理

论 研 究 的 不 断 深 入 , 人 们 认 为 , “ 族 群 ” 概 念 具 有

灵 活 性 和 可 操 作 性 的 特 征 , 其 所 指 范 围 可 大 可 小 ,

大 的 可 指 一 个 民 族 , 如 拥 有 12 亿 人 口 的 汉

族 , 小 的 可 以 指 保 持 特 殊 生 活 方 式 的 人 群 ,

一 个 “ 次 文 化 的 ” 群 体 , 如 莽 人 。

可 以 预 计 , 在 世 界 人 们 共 同 体 演 进 过 程

中 , 全 球 化 视 野 下 的 人 类 群 体 分 类 研 究 , 即

关 于 种 族 、 民 族 、 族 群 等 概 念 及 其 相 互 关 系 的 进 一

步 研 究 和 使 用 , 必 将 极 大 地 拓 展 中 国 人 类 学 、 民 族

学 研 究 的 空 间 , 推 动 中 国 人 类 学 、 民 族 学 研 究 的 快

速 发 展 。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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