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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汉民族研究 发展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关系 
___中国民族学会汉民族分会学术讨论会综述

  2003-10-27 揣振宇 浏览32768次 
 

    2003年10月9日至10月11日由中国民族学会汉民族分会主办，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
与人类学研究所共同承办的“2003年汉民族研究学术讨论会”在昆明召开，来自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云南省
社会科学院、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广东省民族宗教研究所、辽宁省民族研究所、云南大
学、山东大学、温州大学、厦门大学等全国14个省市自治区及韩国的6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代表
向大会提交学术论文30余篇。会议以“汉文化、多元文化与西部大开发”为主题就以下几个问题进行了深入
的讨论。 
    
    一、汉族族称的流变、汉民族文化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汉族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主干，系统研究汉族族称的流变及汉族族源对深化汉民族研究具有重
要意义，同时对于深入认识民族这一历史现象也有重要意义。有学者将汉族族称的起源与流变分为四个历史
时期，即奠基期（先秦时期）、萌生期（秦汉时期）、整合期（魏晋南北朝至清末以前）、确立期（清末至
民国）。“华夏”、“汉人”、“汉族”等称谓是一个存在着内在逻辑关系的整体，这些称谓的流变是一个
动态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出汉族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和中华民族凝聚
力不断增强的历史过程。汉民族文化的博大是民族文化研究中不能忽视的问题，因此，有学者从民族学和民
俗学的视角或语言学的视角来研究汉民族的古代文化，以推进汉民族文化的研究。 
    
    二、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关系 
    
    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关系是本次研讨会的一个热点课题，从研究时间来看，最早涉及汉唐时期汉族与少数
民族间的经济文化密切联系，最晚至今日城市化过程中汉族与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在全面发展过程中的互动。
从研究域来看，包括了东南、西南、中南、东北几个区域内的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及其影响。学者们的研究
视角也十分丰富，有的从理论角度来研究，有的以历史视角为主，有的以文化的传播为切入点，相关的研究
从多个角度指出在特定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影响下，汉族在其滚雪球式的发展中与周边少数民族结成了日益
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汉民族与周边各民族的长期互动形成了今日中国民族关系格局。研究汉族与少数民族
关系发展的历史过程，就是研究各民族共同推进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过程。汉族与很多少数民族之间
不仅存在着经济文化上的联系，还曾发生过大量的人口融合。历史事实说明，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有着深
厚的历史基础，今日中国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正是以这样一种深厚的历史基础为起点而发展的。当代中
国，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坚持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原则，推进各民族的共同
繁荣将使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获得更为深入的发展。 
    
    三、维护和发展西部文化多样性，推进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持续和谐发展的重要条件。多民族的中国社会也存在着多样的文化，文化的多
样性在西部民族地区表现的更加显著。在民族地区的发展中，特别是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推进民族地区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将深刻地影响到这一地区的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方面文化的多
样性会赋予民族地区发展以独具特色的文化底蕴，给民族地区现代化发展以推动力；另一方面，民族文化的
差异和具体经济利益的差异也可能使这一地区的发展受到一系列非经济因素的制约。因此，对西部具体的民
族地区而言，要依据本地区文化多样性的特点，制定和实施更符合民族文化特点和更具针对性的经济文化政
策，维护和发展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从根本上推动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 
    
    四、历史上中原与云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过程 
    
    中原与云南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历史悠久，特别是汉唐时期中央政府通过开辟道路、设置州郡、移民等项
措施，加强了中原汉族与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联系，中原地区与云南地区的交流日益频繁，从而大
大促进了云南地区各民族的发展。有学者指出：明洪武年间是中原汉族向云南移民的重要历史时期，内地移
民在这一时期以各种形式大量迁入云南，这不仅充实了当地的劳动力，对当地生产力总体水平的提高有着重
要的历史意义，特别是推动了云南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前所未有的长足发展。与此同时，进入云南的中原汉
族在生产生活方式上也受到了云南少数民族的深刻影响，从而为创造和发展云南多样性文化提供了重要力
量。 
    
    此次会议为深化汉民族研究和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会议期间对汉民族研究中一
些具有前沿性的问题的探讨十分有意义，学者们在这些问题上深入地交换了意见，与会者对文化多样性的保
护与发展有了更多的认识。这次会议将进一步推动汉民族研究和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的研究不断深入。 
    
     
    
     
    
     
    
                                   
    
                                              中国民族学会汉民族分会 
    
                                                  2003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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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内容

·第五次民族教育工作会议将召开(2003-8-11 11:30:41)

·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第八届学术会议(2003-8-27 15:57: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