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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一词非舶来 正史见于《南齐书》

双击自动滚屏 发布者：信息中心 出版日期：2006-5-25 期数：0 阅读：132次

     “民族”一词是来源本土还是自外引入，学界一直存在争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

研究所副研究员邸永君近日又有了新的发现—— 

 
                           
 

 “民族”一词非舶来 
                             
 

   正史见于《南齐书》 
 
 
 

                                                               邸永君 
 
 
  
      关于汉语“民族”一词，以往学术界普遍认为不见于中华古籍。其起源大致有三说：或认定

乃是经梁启超由日语引进，见于其１８９９年所撰《东籍月旦》；或认为最早见于王韬１８８２

年所撰《洋务在用其长》；或认为最早出现时间为１９世纪后半叶，普遍使用是在１９０３年梁

启超将瑞士－德国政治理论家、法学家布伦齐利的民族概念介绍到中国以后的事情（见《中国大

百科全书·民族卷》）。 
 
      至２００１年，青年学者如莹根据其掌握的史料，认定“民族”一词始见于唐代人李筌所著

兵书《太白阴经》之序言中，并撰《汉语“民族”一词在我国的最早出现》，发表于《世界民

族》。该文将史料原文予以摘录，中有“智人得之以守封疆，挫强敌；愚人得之以倾宗社，灭民

族”之语。如莹认为：此处宗社与民族相对应，同为并列结构，应理解为“社稷”与“民众”，

原意可解释为“灭国亡族”。这里的“民族”一词虽不具现代民族的含义，但是汉语“民族”一

词绝非近代的“舶来品”。汉语“民族”一词是为中国本土词汇，其最早出处，或即在于此（见

《世界民族》２００１年第６期，第１页）。 

 
      如莹之发现颇具学术价值。笔者亦一向抱定“‘民族’一词来自本土”说，只是苦于无正史

史料支持。十分幸运的是，笔者最近在搜检史料时，偶然发现《南齐书》列传三十五，《高逸传·
顾欢传》中，“民族”二字赫然见于纸上，且含义亦与当今“民族”之所指十分接近。其云：



“舟以济川，车以征陆。佛起于戎，岂非戎俗素恶耶？道出于华，岂非华风本善耶？今华风既

变，恶同戎俗，佛来破之，良有以矣。佛道实贵，故戎业可遵；戎俗实贱，故颜貌可弃。今诸华

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偏（编）踞，滥用夷礼，云于翦落之徒，全是胡人，国有旧风，法不可

变。”此语出自道士顾欢。欢字景怡，一字玄平，吴郡盐官（今浙江海宁县西南）人。乃南齐著

名道教学者，具体生卒年月已不可考。其上述言论意旨十分明确。“诸华士女，民族弗革”之

“诸华”即“诸夏”，对之以“戎”、“夷”、“胡”，“民族”则必指生活于中原之汉族无

疑。而所谓“士女”即成年男女，他们“民族”尚未变更，却“滥用夷礼”；“翦落”乃“落发

为僧”之意，“全是胡人”当理解为“认定胡人全都正确”之意。顾欢认为，国家原有风俗，不

能轻易改变。 

 
      这里“民族”一词之含义，与当前我们经常应用的民族的含义几乎相同，且在顾欢看来，民

族变易之根据，就是“风”（风俗）和“法”（礼法）。说明在当时，以文化本位来区别民族的

观念便已被国人所接受并深入人心。关于“夷夏之辨”之理念，产生于春秋时期。由于不同族属

之间斗争剧烈，反映在当时华夏族中士人阶层心灵深处的便是“夷夏之别”理念的形成。其主要

代表人物就是儒家创始人孔子。他从政治、文化统一的观点出发，在其所编《春秋》中便主张

“尊王攘夷”；另一位儒家代表人物孟子则主张“用夏变夷”，即以传播推行中原文教风习的方

式使四夷接受中原文物衣冠、礼仪制度，以将其同化。从此“严夷夏之别”的思想成为儒家主要

传统理念之一。到汉武帝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占据统治地位，而作为儒家重要理念，“严

夷夏之别”更普及至社会各阶层成员之中。顾欢出于道教立场，以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

“尊夏卑夷”观点来反对佛教，并重视对本“民族”文物、衣冠、风俗、礼法的保持，证明南北

朝时期，在区别不同民族时已运用以文化本位为基础的“华夷之辨”的认同标准。 

 
     《南齐书》为南朝齐梁之间萧子显撰，子显字景阳，乃南齐开国之君高帝萧道成裔孙，豫章

王萧嶷之子，梁时曾出任吏部尚书，颇具文史才能。其生卒时限大致在南齐武帝萧赜永明七年

（公元４８９年）至梁武帝萧衍大同三年（公元５３７年）之间。其所撰《南齐书》多取材于檀

超、江淹等所撰《国史》（见《南齐书·出版说明》，中华书局点校本，１９７２年版）。而道士

李筌主要活动于唐玄宗至肃宗（公元７１３至７６１年）之时（见《道藏》，文物出版社、天津

古籍出版社与上海书店联合出版，１９８８年版）。因此，《南齐书》中“民族”之出处比《太

白阴经》中“民族”一词出现大致要早２００年，且其所指较之后者，与当今“民族”一词的含

义更为接近。 
考虑到《南齐书》作为正史的学术地位，而日本所用汉字、典籍又皆学自中国，因此甚至可以推

断，即使近代中国学术界运用“民族”一词曾受到日本汉字的启发，但日本所用该词是否是直接

取自汉典，亦颇值得深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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