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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对汉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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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民族是一个人口规模庞大、发展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和内部

发展差异较大的民族群体。在这一民族群体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

曾以封建政治制度的完善性、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进性和农耕文化的发达

而深刻地影响了周边民族，与此同时，汉民族的发展也受到周边少数民

族社会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正是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长期互动，

奠定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社会基础和各民族“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

基础。 

     一、周边少数民族人口不断融入与汉民族人口规模的扩大 

     

汉民族以华夏人们集团形成为起点，历经春秋战国的民族大迁徙与

大融合铸就发展基础，而秦汉封建国家的形成，特别是书同文，车同

轨，行同伦，统一度量衡等策略的实施，大大推进了汉族的整合，为汉

民族人们共同体的稳定发展提供了基本保障。此后，一次又一次的民族

冲突、迁徙、融合，使周边少数民族人口不断融入汉民族。 

     古代人口研究的成果表明，汉民族在漫长的发展进程中，大量吸纳了周边民

族人口，周边民族人口通过几种不同的方式和途径纳入汉民族发展大流并历经岁

月的磨合融入汉民族人们共同体。 

     秦汉之后，周边民族人口由于融入汉民族的时代不同，方式、规模、融入方

向上都有一定的差别，这些人口犹如新鲜血液，为汉民族发展带来活力。首先，

北方游牧民族的融入在汉民族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影响深远，历史上曾声名显赫的

匈奴、鲜卑、乌桓、柔然等渐次融入汉民族人们共同体。汉族融合北方游牧民族

的过程说明，一定的历史时期，汉族与周边民族间人口的融合实际上是双向，不

仅是周边民族被融入汉民族中，也有相当数量的汉族人口融入周边民族，经历长

期互动后，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少数民族最终融入汉民族。汉民族对于百

越、蛮、夷等民族的融合则主要通过设县置郡等方式得以实现。 

     总之，难以计数的少数民族人口由于战争、迁移、避灾祸或与汉族人口的长

期接触逐步融入了汉民族群体，大大加快了汉民族人口的增长速度，而且丰富了

汉民族人口来源。少数民族人口大量融入，不仅对汉民族人口质量和规模有着重

要影响，由于相当多的少数民族上层和精英分子的融入，对推动汉民族文化与制

度的发展作用十分显著。 

     二、周边少数民族不断融入对汉民族文化丰富性产生了重要

影响 



 

     

在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的发展进程中，封闭和缺少吸纳力便不太可

能创造出丰富、多样、具有持久性的文化。而汉民族文化的丰富性、持

久性在相当程度上与汉民族发展进程中对周边少数民族文化精华的吸纳

历史过程相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汉民族正是通过不断融入周边民族

文化因素，吸收各民族文化的精华和成果，并在调整自身与周边民族关

系中拓展了自身文化的丰富性，正是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使得汉民族文化

具有穿越数千年的活力。 

     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载体，语言文字的统一对民族集团的整合和凝聚

有着特殊重要作用，特别是对于象汉族这样一个具有庞大人口规模的人们共同体

来说其意义更为重要。汉语言的形成过程中，民族的融合的影响十分显著，正是

由于各民族融合的不断产生，才有了各不同民族语言的互渗、换用和复杂的混

合。如果说汉字系统是推动汉民族整合的重要工具，那么统一的汉字条件下各具

特色的方言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域、人口来源的极大影响，换言之，大量的

方言应当属于汉民族语言与特定地域少数民族语言融合的产物，而方言的丰富性

也直接影响了汉语文字系统的发展。此外，各不同少数民族在语汇、语音、语法

等多方面影响了汉语的丰富和发展。 

     衣食住行是每一个民族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汉民族衣食住行受到周边

少数民族的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广泛存在于汉民族衣服的面料、款式、食品的种

类、食用方法以及汉民族居住的行为等方面。从衣着来说，众所周知的“胡服骑

射”，以及不胜枚举的唐时衣饰。在制衣的面料方面，随着植棉技术和棉纺技术

从周边民族传入并在汉族地区的发展，到元、明时开始广泛穿着和使用棉布衣

料。在日常饮食方面，汉族不仅从北方游牧民族那里学会了多种食用牛羊等大畜

肉食的方法，还从西域各族那里学会食用“胡饭”、“胡饼”、“胡椒酒”、

“胡羹”、“胡麻羹”等。此外，少数民族在历法、文化艺术等方面都给汉族以

强烈的影响，可以说正是周边少数民族的不断融入，使各民族智慧的结晶得到发

扬光大并融入汉民族文化之中，使汉民族文化发展得如此丰富多彩并具有无尽的

活力。 

     三、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长期互动提升汉民族社会吸纳力 

     

有道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长期互动，

无论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战争、压迫，还是民间人士为讨生活而进行

的迁移或流徙，都使汉族与周边民族结成不同层级或深度的关系。汉民

族在长期处理其与周边民族的关系过程中，通过知识、智慧、策略、制

度等，达成在战争中求得和平，在冲突中求得和解，在合作中求得发展

的历史成就，从而十分有效地吸收、容纳并消解了周边民族对其发展进

程的影响，铸就了自身对周边民族影响的吸纳能力，可以说，汉民族社

会的吸纳力成就了其辉煌和持久的发展。 

     当然，汉民族社会的吸纳力并非一朝形成，这种能力是历经数千年时间，通

过不断有效处理自身与周边民族关系而获得。秦汉之后，特别是经过五代十国时

期的历炼，汉民族社会的吸纳力达到一个顶峰，经历了全唐盛世则得以进一步提

升，以至于在元、清，当游牧民族一统天下时，汉民族虽然是被统治民族，其仍

可对当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产生直接的、重要的影响。形成这一历史状况的原因

 



除了与游牧社会或山地农业相较，中原汉民族农业社会特有的技术先进、方法优

长、财富积累和制度先进等特点外，更重要的是汉民族所持有的文化是此前各个

历史时期各民族文化的结晶，正是这一结晶使得汉民族获得吸纳力，而统一多民

族封建国家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强化了汉民族社会的吸纳力，使各民族通过包容多

样、相互吸收达成共处共生关系。 

     汉民族社会的吸纳力表现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从语言上来说，汉字书写

系统不仅对汉民族集团本身的整合产生了重要影响，还深刻地影响了周边民族社

会文化的发展，影响范围之广度、程度之深不得不令今人叹服，这种影响所及除

今天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外，遍及东亚各国，我们今日邻国历史上大多受到汉

字、汉文化的深刻影响；从政治制度上来说，汉民族社会除了发展出一套管理不

断整合着的汉民族社会的制度体系，还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处理与周边民族关系

过程中发展了一套调整民族关系的制度体系，无论是官员的设置还是机构的设置

都有效地协调整了汉民族社会与周边民族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如和

亲、互市、朝贡、行政设置等，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扩展了汉族与周边民族交往

程度与深度，促成汉民族社会与周边少数民族社会关系调整制度水平的提高；从

经济发展上来说，秦汉以后各朝虽然都有兴衰治乱的变迁，但是周边少数民族社

会同样也经历着这样的历史进程，与周边少数民族相较，汉民族社会有更为发达

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基础，使其有能力供给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的生存和发展，由

此对周边民族也产生了极大的吸纳力；汉族庞大的人口规模使之有足够社会空间

消解来自于周边少数民族各种各样的冲击，从而进一步吸纳各民族发展成果并获

得自身发展的力量，扩展其吸纳能力。 

     汉民族在人口规模、社会制度、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多个层面表现出极大的

吸纳能力，这些能力的生成、发展和增强都与各不同历史时期与周边民族的全面

互动和民族融合相关。 

     总之，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来说，汉民族人口规模扩大、人口素质提高的外部

力量来自于周边少数民族；汉民族文化的活力和丰富性来自于少数民族；汉民族

群体巨大包容性形成源于与少数民族社会的长期互动。正是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

之间密切的历史文化关系，奠定了今日中国各民族关系的历史基础，也奠定了汉

民族现代发展中的无限活力，成为当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了重要历史和现

实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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