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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与 中 心
, 都是

一

个战略性 挑战 。 就西方国 家的


经验而言 ,
从殖民主 义时期的种族歧视 、 到 后来的


同 化主义
,
从 1 9 7 0 年代以 后 的多元 文化主 义再 到


近年来对多元 文化主 义 的 反 思与批评 , 其政治哲


学与 制度实践
一

直在发生转变和调整 , 是
一

个不


断探索的过程 。 经历 了 这个过程之后 , 很 多发达


国家已 经没有经 济结构和 文化意义 上 的
“

边疆
”

,


而只有 国家之间 的政治边界线 。 显然 ,
国家内 部


更为均衡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 以 及社会共享价值


观的传播 , 都是在文化上 消除
“

边疆
”

的重要基础 。


就中 国而言 , 情况要复杂得多
,
区域发展 的不


均衡 、 转型期 的社会焦虑与 国际地缘政治 竞争 ,
是


今天我们思考边疆与民族 问题的现实背景 。 值得


[ 关 凯 ( 1 9 6 9
—

) , 男 , 满 族
, 吉 林 省 吉 林 市人

,
人


主要从事族群政 治 、 政治 人类 学 研究 。 ]


注意的
一

点 是 , 不 同 社会群体在文化特点与 偏好


上 的差异 , 未必 必 然影响 到
一

体化 的社会生活 。


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护
,
经济基础是分工 造 成的社


会职业群体间 的互相需求 , 制 度结构则 是补偿性


法律体 系及其执行系统 , 而感召 、 凝聚人心的 力量


则来 自 包含道德 、 伦理在内 的文 化秩序 。 这种秩


序植根于一

些最基本的人文价值 , 如科学求真 、政


治求善 、 艺术求美的 原则
,
其适 用性 并不 区 分中


心 、 边疆与族群 。


总而言之 , 理解
“

边疆
”

概念 , 不仅需要理解其


指涉国家政治的现实 主 义逻辑
,
也要理解这

一

叙


事本身 的文化指向及其意义 。


“

绝地天通
”

与边疆中 国


纳 曰 碧 力 戈


( 复旦大学 民族研究 中 心
,
上海 2 0 0 4 3 3

)


绝地天 通与 萨满


体悟


“

绝地天通
”

的故


事收于 《 国 语 ? 楚语


下》 。 它是以重 、 黎分


司天地讲祝宗 卜 史
一


类职官 的 起源
, 特别


是史 官 的起 源 ( 包括


司 马 迁 这
一

支 的 来


源 ) , 因 而涉及到 宗教发生的原理 。 故事要讲的道


理是 , 人类 早期 的宗教职能本来是由 巫觋担任 , 后


来开始有天官和地官 的划分 : 天官
, 即祝宗 卜 史一


类职官 , 管理通天 降神
;
地官 , 即 司 徒 、 司 马 、 司工


一

类职官
, 管理土地民人 。 祝宗 卜 史

一

出 , 则巫道


不行 , 但巫和祝宗 卜 史 曾长期较量
,
最后是祝宗 卜


史 占了 上 风 。 这叫
“

绝地天通
”

。 在这个故事 中 ,


史官 的特点是
“

世叙天地 、而别其分主
”

, 它反对的


是天地不 分 、

“

民神杂糅
”

。 可见
“

绝地天通
”

只能


是
“

天 人分裂
”

,
而绝 不 是

“

天人合
一

”

。

?
李零认


为 张光直所称
“

萨满式文明
”

略显夸张 , 要增加
“

礼


仪
”

和
“

方术
”

, 这样才 符合历 史 。 他认 为
“

巫术包


括祝诅和 占 卜 两个分支 , 前 者发展为礼仪 , 后 者发


展为方术
”

。
②


纵观古史 , 巫师以舞降神 , 巫蛊以诅咒或祈祷招


鬼神害人 ,
前者重视觉

,
后 者重听觉

,
是

“

看的文 化
”


和
“

听的文化
”

的统
一

。 中 国古代琴棋书画不 分
,
是


“

艺
”

的本真 ; 礼 、乐 、射 、御 、 书 、数为儒家
“

六艺 也属


于
“

艺
”

的本真 。 它们都强调通才 , 强调形气神的高


度统
一

。 这在
“

巫
”

中也都有体现 。 巫为沟通天地之


人 , 履行祭 、 祀 、 医 、 卜 、 算等职责 , 是首领 的
“

高级顾


问
”

。


在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传统生活 中 , 萨满所从


事的祭祀 、 占 卜 、 巫术 、 医疗等 , 与历法 、 医药 、预测 、


① 李零 : 《 绝地天通一研究 中 国早期宗 教的 三个视角 》 , ( 2 0 0 0


年 3 月 2 日 在北京师范 大学的 演讲 )
,

h t
t
P : / / i s h a re .  i a s k .  s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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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a
.
 c o m

.
 c n / f / 2 3 2 7 0 9 5 5 .  h

t
m l

?
2 0 1 2  年 7  月  3 1  日 。


② 李零 : 《 绝地 天通——研 究 中 国 早期 宗教 的 三个视 角 》 , 本 文


并不参与这个讨论 , 只是感佩于张李之宏大历 史观 ,
引 入

“ 何


谓中 国
”

之隐喻式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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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史学经纬


文字等知识联系在
一

起 ;

? 萨满教渗透到 曰 常生活的


方方丽 , 属于
“

体悟
”

, 把物态的
“

体
”

和心态的
“

悟
”


黏合起来 , 借
“

体
”

参悟 , 人悟返体。 萨满的功能是把


空间区隔联系起来 ,
无论是神圣空间 、社会空间 , 还


是自然空间 、 万物空间 , 都可以通过举行萨满仪式 ,


通过操控象似- 标指之事和象似- 标指之物 , 提升至象


征操演 ,
让神灵附体 , 灵魂出窍

,
打通各种通道

, 直通


精神境界 , 让天地人神
“

互渗
”

, 实现万物通灵 , 宇宙


交融。 按照萨满教的
“

神圣地理学
"

(
s a c r e d

 g e o g r a
-


p h
y ) , 宇宙区分三个世界 ,

天空为上层世界 , 大地是


中层世界 , 阴间是下层世界 。 在东北亚的萨满观中 ,


上层的神灵世界是
一

个比人类居住的中 层世界大的


拱顶 , 中央有通往下面世界的孔洞
;
属于中层世界的


地球坐落在水中 , 由
一

头巨兽背负 , 这头巨兽可以是


龟 , 是鱼 , 是公牛 , 也可以是猛犸 ;

一 条宽带围绕地


球
,
地球有天柱与分三层 、 七层 、 九层或十七层 的上


层世界连接。

^
萨满不靠说教和雄辩来

“

感天动地
”

;


他们靠自 己真切 的 声音模拟 ( 鸟鸣 、狮吼 、 虎啸等


等 ) , 靠自 己极端的身体操控 ( 癫狂 、 昏迷等等 ) ,
来实


现沟通的 目 的 。 萨满沟通天地人神主要靠借助道


具 、 场景和身体操演而加以实现的昏迷术。


萨满出 自真实社会生活 , 与草根阶层保持密切


联系 , 也从草尖文化吸取能量 , 从而能够避免当代资


本主义社会鲍德里亚式的
“

仿真
”

式的符号暴力和死


亡 。 在萨满社会中 , 结构和能动者始终保持互构关


系 , 那里保持着象似 、标指 、象征之间 的皮尔士三元


互动 ; 萨满体悟是以身通神 、 以身治病 、 以身 沟通的


全能术 。


人人关系之政治统辖


在中国古代传统 中 , 天地人合
一

, 形气神对转 ,


是一种在西方人看来既不
“

宗教
”

也 不
“

科学
“

的风


格 。
? 物质 、能量和精神互相促进 , 凝练升华 。 李零


引张光直
“

萨满式文明
”

之说 , 讨论
“

绝地天通
”

, 由此


中国古代天地二分的职官 。

?  
“

祝宗 卜 史之属
”

的天


官 , 专事
“

通天降神
”

, 专注于
“

天人之际
”

、

“

古今之


变
”

,

“

不参加行政管理
”

; 与此对照
, 地官们只关心土


地民人 ,

“

不语怪神 , 罕言性命
”

。

⑤
把职官 系统建立在


有关天地的物觉之上 , 形成天地与神人互指 的标指⑥


系统 , 涉及神事官事者涉及
“

天
”

,
涉及百姓民事者涉


及
“

地
”

。 按照李零的观点 , 中国上 古不存在所谓的


天人关系 ,
只有人人关系 , 这种治人之道延续到 近


代 , 如辛亥革命的
“

五族共和
”

就是
“

把政治摆在最上


面 , 用来包容种族和宗教
”

,

一

国 多教
,

一

人多教
,
都


属于这样一个传统。
? 人人关系取代天人关系 , 其最


终结果是功利和务 实取代了情感和理想 , 礼仪和方


术取代了神教 。


可以说 , 费孝通提出 的
“

中华民族多元
一

体
”⑧的


说法
, 也继承了这样的

“

人与人和
”

的遗绪 , 而他
“

各


美其美 , 美人之美 , 美美与共 , 天下大同
”

的语录
,
也


进
一

步继承了这样的治理思想和治理之道。 但是 ,


需要特别指出 , 费孝通晚年提出
“

人富了 之后 怎么


办
”

的问题 , 也描绘了
“

文艺兴国
”

的未来图景 。 这些


都暗喻了政治统辖的人人关系要转变成为文艺协和


的人人关系 , 即特殊性最终要归 向普世性 。

“

人与人


和
”

的社会关系毕竟是理想型关系 , 在充满矛盾斗争


的现实生活中 ,

“

人人关系
”

总需要借助天人关系的


符号力量
, 来解决不平等问题或使之合理化 。 天人


关系中 的
“

天
”

指向普世性原则 ,
这样的原则会保证


“

万变不离其宗
”

, 避免由物象万千弓 丨 起的心神迷乱 。


萨满或者巫觋的角色格外重要 。 萨满或者巫觋


负责沟通天人关系 , 让地上的
“

体物
”

通神 , 分别代表


神和人不断
“

协商
”

。 他们只管当 下 , 不管未来 , 每次


降神都存在不确定性 , 不能保证成功。 百姓不直接


与神灵沟通 , 只顾自 己 的现实生涪 , 充满实用主义的


功利性 , 不对
“

上帝
”

负责 , 有时还可以指责或者咒骂

“

老天爷
”

, 全然没有我们所期待的那种敬意 。 他们


更加偏重象似? 和标指 , 注重物觉和物象 , 而抽象的


神要通过具体的
“

形
”

来
“

显像
”

, 即
“

神
”

借助具有标


指作用 的
“

气
”

以及
“

气
”

所指向 的
“

形
”

, 来实现 自 己


的存在。 人际关系首先是政治 关系 , 而萨满或者巫


觋的活动可以通过他们对
“

体物
”

的操演 , 通过这种


操演对于受众感 官剌激 , 实现政治调控。 基于
“

物


象
”

的
“

器用
”

特别重要 , 每时毎刻都有变数 , 既需要


① ② 郭淑云 :
《 原始活态文化一萨满教透视 》

, 第 3 、 2 1
—

2 2 页 , 上


海世纪 出版集 团 , 上海人民 出版社 , 2 0 0 1 。


③ ④⑤ 李零 : 《 中国方术考 》 ( 修订本 ) 上
,
第 2 、 1 1

一

1 2 、 1 2 页
,
北京

,


东方出版社
,

2 0 0 0
。


⑥ 标指 ( i n d e x )
, 皮尔士指号学概念 , 表示类似于烟和火 、 云和雨之


间的 指号关系 。


⑦ 李零 : 《 中国方术续考 》 , 第 1 3 页
,
北京

, 东方出 版社 , 2 0 0 1 -

。


⑧ 关于
“ 多元一体

”

,
费孝通并未十分明确地定义

, 因而后人有不同


的解释 , 这里取
“

政治
一体 , 文化多元

”

之义 。


? 皮尔士指号学概念 , 指类似于照片和拍照对象 、地 圉和所代表地


理实体之间 的指号关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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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守 , 也需要变通 , 但以固守为主 。 对于使用的材料


可以变通 , 例如对于牛骨和龟甲 的选择 , 很可能是出


于
“

因地制 宜
”

; 但是 , 对于材料的使用却要固守
“

法


规
”

, 就像索绪尔的棋戏比喻 : 制作棋子的材料可以


是木头 , 也可以是象牙 , 还可以是其他材料 , 但是下


棋的规则却不会 因棋子制作材料的变化而变化 , 象


棋是象棋 , 军棋是军棋 ,
不会因为制作材料的不同而


发生变化 。 例如 , 在中 国商代 , 为举行政治性 占 卜 活


动 , 首先要准备 甲骨 ,

一半是牛的肩胛骨 ,

一

半是龟


腹甲 。


甲骨稀缺 , 大概提高了它们作为天地交通手段


的价值 。 甲骨使用 前均作过细致的处理 , 要刮削平


整 , 甚至浸泡风干 , 最后施以钻 、 凿 。 占 卜 时
, 用火烧


灼窝槽底部 , 甲骨正面就会出现游丝般的裂纹 。 对


裂纹的解释 , 便是向祖先提问 的回答。 商王有时亲


自向 卜 官发问
, 但一般是通过

一

个做中 介的
“

贞人
”


提问 , 裂纹显示的 卜兆则 由
“

占人
”

来解释 , 这个角色


可由 卜 官代替 , 但常常由商王亲任 。

?


火烧甲骨出现裂纹 ,
裂纹与 卜兆是象似

- 标指关


系 , 是现象与现象之间的物觉和物象关系 , 不存在
“

任


意性
”

的象征关系 。 同样 , 根据张光直研究 , 从古代阿


兹特克人到中国青铜器上的人- 兽纹样 , 均表示人与作


为他
“

另
一

半
”

的动物之间的关系 ,
而对于中 国的情况


来说
,

“

将青铜器上的人形解释为巫师 , 动物解释为助


手的观点显然与
‘

我的另
一

半
’

的图样相
一

致
”

J 这


类象似- 标指关系的餓也可以看作是模仿 ’对于现实


生活中的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加以模仿 ’ 期望复


制和产生 、保持和巩固类似的关系。 根据弗雷泽《金


枝》记载 ,
苏门答腊岛的巴塔克妇女为了求子

, 怀抱木


偶婴儿 , 相信这样会应验
;
巴伯尔群岛上的妇女为了求


子
, 请来

一

位多子女的父亲 ’ 代她向太阳神尤拍勒罗祈


祷 , 他用红棉布做
一

个娃娃 , 让这位妇女抱在怀里
, 作


喂奶状
;
他举

一只鸡悬細女头上纖
“

啊 ! 尤纖


罗 , 请享用这只鸡吧 ! 请赐给 , 请降生一

个孩子吧
! 我


恳请您 , 我哀求您 , 让
一

个孩子降生在我手中 ,
坐在我


膝上吧
!

”

他问道 :

“

孩子来了吗 ?

”

妇女答道 :

“

是的 , 它


已经在吸奶了 。

”

仪式之后 , 村里传言说这妇女生孩子


了 , 女友们向她祝贺 。
③


中国古代青铜器不仅表达丰富的象似一标指意


义
,
也涉及

“

质感
”

或
“

第一物觉
”

层面的制作材料及


其所有权和使用权 。 例如 , 作为国家象征的九鼎不


仅上面绘有各地方的动物图像 ,
也包含各地方 国的


?  1 4 8  .


金属 ,

“

因此
,
周王不仅对手下各方国的金属资源有


使用权和所有权 , 并且将各方国
‘

沟通天地的工具
’


也控制在手中
”

。

?


尽管萨满巫觋的法器 、 中 国古代青铜器 、 《金枝》


记载的巫术之类 的
“

物象
”

充满特殊性 , 与特定的时


间和空间脉络相关 , 主要表达象似和标指关系 , 但它


们都统一于
“

通神
”

的 目 的 , 也都具备操演的
“

韵律
”

,


即对于时间 、 空间 、 运动之间关 系的美学操控
, 类似


于书法中 讲究 的
“

布白
”

、

“

永字八法
”

、

“

心手合
一

”

、


“

心手达情
”

,
物象最终要归心 , 心神最重要。 费孝通


先生把艺术说成是
“

韵
”

, 就像我们的生命 、 呼吸 、做


人 、礼仪等等 , 都讲 究节奏 , 节奏产生美 , 美可 以达


神
,
合称

“

神韵
”

。 神韵是永恒的美 , 是万物向心的根


据 。 政治是应对和处理特殊事物的手段 , 灵活多变 ,


政治处理常常出现牺牲原则 、 不择手段的情况。 但


是 , 这样的短期效应毕竟会带来长期问题
, 短期的政


治操控最终要让位于长期 的美德理念
, 即政治统于


神韵 。 唯此 , 多元才能共生
, 差异才能和谐 。 包括民


族关系在内的人际关系无疑需要政治操控 , 语言和


文化的差异也需要政治调适 , 以避免出现语言相斥 、


文化相轻的情况。 作为权宜处理手段的政治统辖要


有神韵 ( 即 美德理念 ) 的深厚基础 , 要遵从稳定的价


值观或者
“

语法
”

,
以避免因随意而造成的差错和

“

失


韵
”

。


萨满式文明与中 国共生之源
:


续地天通的大视野


中 国有
“

人人皆萨满
”

的历史记载 ,
不管是否真


实 , 对我们如何处理 当 下的人际关系都是重要的隐


喻 。 如果顺着历史记载思考 ,

“

人人皆萨满
”

可能就


?  [ 美 ] 张光直 : 《 美术 、 神话 与祭祀 》 , 第 3
.
9 页 , 北京 , 民 族出 版社 ,


1 9 9 9
。


② [ H ] 张光直 : 《 美术 、神话与祭祀 》 , 第 6 0 页 。 类似于古代阿兹特克


人-兽纹样和中国青铜器上的人- 兽纹样表示人与作为他
“

另一半
”


的情况 , 玛丽莲
? 斯特拉森 ( M a r il y n  S t ra t h e m

)
根据美拉尼西亚的


民族志 , 指出那里存在
“

复合人”的 观念 , 即 “我 ”

由 自 己和他者“ 共


建
”

, 可以组合 , 也可以
“ 拆分"

, 即可
“

拆分
"

之我 : 例如当
一

个人给他


的交易伙伴送礼时 , 对方是原因 , 自 己只是一个执行者 , 能动作用


和原因是分开的 。 参见  R u m s e y ,  A l a n .  2 0 0 0 .  A g e n c y .  P e r s c H i
h o o d


a n d  t h e  

‘

I

,

o f  I X s c o u r s e  in  t h e  P a c ifi c  a n d  B e y o n d
.
 T h e

 J o u r n a l  o f


t
h e  R o y a l  A n

t
h r o

p
o l o ^ c a l  I n s

t
i t u t

e
, V o l u m e  6

,  V o l
.
 1

.


③④ 弗雷泽 : 《金枝 》 , 第 2 3 、 6 0 页 , 徐育新等译 , 北京 , 大众文艺出


版社 ’ 1 9 9 8 。




o 史学经纬


是早期
“

民主
”

, 可以和希腊的
“

乱民民主
”

做比较 。


希腊以降
,

“

乱民民主
”

发展成西方的现代民主
; 中 国


的
“

民主
”

因
“

绝地天通
”

而夭折 。 由 此出发 , 也许 中


西的早期
“

民主
”

都有
“

地天通
”

从而
“

敬神
”

的起源 ,


只是中土文化放弃了敬神
,
转以礼仪和方术替代

,
兼


有萨满巫觋遗风
, 而西方在遭遇工业革命之后 , 发展


出经过血与火洗礼的现代民主制度 。 中 国的秩序一


直面临
“

礼崩乐坏
”

的挑战 ,

一

代代哲人精英奔走呼


号 , 力图恢复或者重建礼仪之邦 ,
使旧命延续

,
新命


暗藏 。 无怪乎张光直称中 国是早熟文 明 , 而且中 国


文明是
“

正道
”

, 西方文明是
“

特例
”

。 或许我们可以


将张说看作
一

家之言而搁置起来 , 但这个一家之言


的确包含两个深刻的寓意 。 首先 ,
它超越游牧与 农


耕之
“

拉铁摩尔式
”

二元对峙 , 不把中 国文 明的核心


局限于
“

中 原汉地
”

, 不把当 代中 国意识形态的起源


局限于长城以内 , 而是推广到诸如红山文化 、 良诸文


化之类的南北东西之天地 , 尊重同文不 同种 、 同 国不


同种的人类 学现状 , 营造多元共生 的美德中 国 。 其


次 , 中 土文明既然有
“

地天通
”

的记载
, 有

“

人人萨满
”


的可能根基 , 那么
,
在这里世代共生的人们就有可能


也有理由在新的社会人文格局中 重新找到
“

人人萨


满
”

的可能根基 , 不以某个民族建 国
, 不 以个别文化


设国 , 而以共 同 精神立国 , 以共 同信仰治 国 。 这样
,


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就能够摆脱民族多元而国


家单
一

的张力 , 就能摆脱同化论的困境 。


天地不通 , 前途未 卜 , 世界充 满不确定性 , 天灾


不断 , 人祸频仍 ,
我们处在乌尔里希 ? 贝 克所说的


“

风险社会
”

之中 。 人与 自 然斗 , 人与人斗 , 都不能违


反
“

神意
”

, 都要有
“

度
”

, 都不 能作 为人类 的奋斗 目


标 。 战天斗地
,
阶级斗争 , 民族矛盾 , 说到底都是

“

形


乱
”

的表象 , 都是
“

气枯
”

的特征 , 都是
“

失神
”

的标示 ,


一

句话是认知紊乱 、 心智颠倒 的结果 。

“

天要下雨 ,


娘要嫁人
”

原本是 自 然现象 , 但由 于
“

天地不通
”

, 人


人不能自 主
, 自 然现象变成社会异象 。 人人 自 主

, 人


人通神
,
不以族界和国界限定神界 , 就能够打通天地


区隔 , 建立全新的
“

地天通
”

之
“

人人萨满
”

世界
,
这不


仅是我们的时代隐喻 , 也是达致公民和谐 、人群团结


的新尝试。


[ 纳 日 碧 力 戈 ( 1 9 5 7
—  ) , 男 , 蒙古族 , 内 蒙古 自 治区 呼和浩特市人

,

人类学博士 , 复旦大学 民族研究 中心
、 高 等研究


院教授 , 贵州 大 学教育部 长江 学者 奖励计划讲座教授 , 主要从事 民族学 、
民族主义 、

民族教育研究 。 ]


多文明共生 的 中 国 与
“

多史叙述
”

之可能


王 东 杰


(
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

四川 成都 6 1 0 0 3 9
)


中 国既是个多民


族国 家 , 也 是
一

个 多


文 明共生体 。 这里的

“

文明
”

 

一 词不 是
一

般


意义上所说的各族群


的
“

文化
”

, 而是在一


个更 宏 观 的 、 类 似 于


亨廷顿 所谓
“

文 明 的


冲突
”

这
一

层次上 使


用 的 。 但采用这个概


念并不等 于赞 同亨廷顿的见解 。 首 先 , 冲突 并不


是文 明 相处的唯
一

故事 , 在实 际情形中 , 对话 、 学


习 、 调适 、 融化以 及新认 同 的产生
, 都是其 中 的

一


部分 ,
甚至是更重要 的部分 。 其次

, 亨廷顿把
“

文


明的冲突
”

放在
一

个以 美国利益为 核心的
“

全球
”


背景中 , 本文 则主 要着 眼中 国这
一

区域 。 与 多民


族国家的概念不 同 ,

“

多文 明 共生体
”

的 概念倾 向


于从世界视角观察 中 国 , 在中 国范围 内理解世界 ,


进而把 中 国本身 看做
一

个小世界 。


今天的中 国境内 ,
大体可 区分出 三个高度发


达 的文明 系统
:

一

是华夏 文 明 , 即 通常所谓
“

中 国


文化
”

。 不 过这里之所以 采用
“

华夏
”

而不是
“

中


国
”

, 主要是因 为
“

中 国
”

在现代已主要成为
一

个政


治概念 ,

“

华夏
”

则 自 始就是 文 明 取 向 的 。
? 事实


2 0 世纪上半期以 来 , 不少学者都强 调
“

中 国
”

首先是一个文 化


概念 。 不过 ,
很明 显的 是 , 自 清末 的 新 国家 观念传人后 , 它 就


在向政治性概念转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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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
必 须还要 有化

“

我
”

为
“

他
”

的 眼 光 , 以 历史


的
“

我
”

看历 史的
“

他
”

, 这 样才 能 重新观察 和解


读以天山 为 背 景的 各种事件
, 从其 中 的

“

变
”

与


“

不变
”

, 体会新疆历 史 的 复 杂性 、 生动 性和模


糊性 , 重新理解新疆及其历史演变 。


〔本 组 专 题 讨 论 是 2 0 1 1 年 度 国 家 社 科 基


金 重 大 项 目
“

边 疆 热 点 地 区 城 市 民 族 关 系 发 展


态 势 与 对 策 研 究
”

( 1 1 & Z D 0 5 9
) 阶 段 性 成 果 之


一

〕


未 有系统 的 史学传统 , 它在东方 和西方 的 叙 事


史 书中
,
都 是边缘地带 的 零零碎 碎事 和 人 。

”
 ?


但是 , 通过天山 这一

历史
“

主 轴
”

或许将 这 些 零


零碎碎 的事和人 勾 勒成一幅更 为 完整 的 画卷 。


通过区 域 史 有助 于恢 复 以 往在 新疆 历 史 书 写


中 被忽略的 事件 , 如在 长城
一

天山 的道 路以及


在道路 上奔走 的 骆驼客 , 过去他们 不 是 历 史书


写 的主体 。 但在拉铁摩尔 看来 , 这 些
“

非 汉非


胡
”

的
“

过渡地带
”

人群 , 却 是创造历 史的 主体 。


“

历史的 主体始 终是 人 , 而 不 是 所谓 的 地域 单


位 。 在历史认识 中 的 地域概念
, 不只是历 史家


为 研究 的方便而 划出 来的 范 围 , 更 是人们在历


史活 动过 程 中 划 出 来 的 历 史 的 和 流 动 的 界


限
”

。

? 许倬 云 指出 , 中 国近 代史 的 过程 ,

“

迂 回


曲 折
,
若从

‘

我 者
’

与
‘

他者
’

的 调换
, 将 中 国 原


有 的文 化 , 化
‘

他
'

( 西方 文 化——作 者 注 ) 为

‘

我
’

, 弃
‘

我
’

为
‘

他
’

, 在 中 国 历史 上毋 宁 是仅


见 的深远变化
” ?

。 基于对民族 主 义知 识 的 反


[ 黄达 远 ( 1 9 7 3
—

) , 男 , 浙 江 省 嵊 州 市 人
,
历 史 学博 士

,
陕 西 师 范 大 学 中 国 西 部 边 疆研 究 院 教 授 ,


主 要从事 边 疆 史地 研 究 与 边 疆 内 陆地 区 城 市发展研 究 。 ]


( 本 组 专 题 讨 论责 任编 辑 : 周 奇 )


① 潘志平 : 《 区域史研 究的 考察
——

以 中亚 史为例 》 , 栽 《 史学


集刊 》 , 2 0 1 1
(

2
) 。


② 刘志伟 : 《 区 域史研 究的人文 主义 取 向 》 , 见姜 伯勤 《 石濂 大


汕与 澳 门 禅 史 》

一

书 序 言 , 第 6 页 , 上 海 , 学 林 出 版 社 ,


1 9 9 9 。


许倬云 : 《 我者 与他者 : 中 国 历史 的 内 外 分 际 》 , 第 1 4 1 页
,


北 京 , 生 活 ?

读 书
? 新 知三联 书店 , 2 0 0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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