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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族称考 

作者：田晓岫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3-12-24 18:23:16发布)  阅读1393次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近代以来才有的民族学名称，泛指定居
于中国领土上的所有民族。但是，这个族体已存在数千年之久，其族称的形成与发展也经
历了数千年的演变。  

  大约在5000年前，当中华民族开始形成时，其族称为“华”。汉朝以后，开始出现

“中华”的族称。至19世纪末，作为近代民族学术语的“民族”概念传入中国后，“中华
民族”这个民族学词汇也应运而生。虽然“华”、“中华”、“中华民族”这些族称之间
小有差异，但其内涵却是一致的，即指定居于中国领土上的所有民族。  

  “中华民族”的“华”肇始于中国历史上五帝时代之最后一帝舜的名字“华”。“五
帝”时代是中国原始社会晚期部落联盟时代。五帝时代的“帝”即部落联盟首领。“舜”
是谥号，即死后所进的尊号。《谥法》曰：“仁圣盛明曰舜。”“有虞氏”最初是舜所在
部落的名称。“虞”本是帝尧时掌山之官，即部落联盟中负责管理山林及山林中鸟兽的部
落世袭公职名称。中国上古有“以官为氏”的习俗，即以其在部落联盟中所担任的公职名
称为部落名称，故称其部落为“虞”或“有虞氏”。在虞帝舜时，部落联盟向民族和国家
发展。“虞”或“有虞氏”因此演变为朝代名称，如同夏后氏之称为夏朝。按先秦文献记
载，有虞氏是中国历史上先于夏朝的第一个朝代，虽然这个朝代还带有若干部落联盟的痕
迹。中国现存最古的一部史书《尚书》，即以《虞书》为开篇。  

  舜名“重华”，唐代学者张守节撰《史记正义》，释“重华”为“目重瞳子”，说是
舜的眼睛有两个瞳孔，这种解释不合情理，难以置信。如果细究其源，“重华”的
“重”，是远古少昊氏部落中的一个氏族名称。这个氏族在帝颛顼高阳氏时代担任过部落

联盟世袭公职“句芒”（木正，相当于今之林业部长。见《左传·昭二十九年》）。重亦即
舜所在氏族名称。“华”才是舜的名字。  

  按照氏族部落传统，氏族首领的名称即全体氏族成员及其后裔共有的名称。在舜建立
国家政权后，人们沿袭古老的习俗，以舜的名字称呼有虞氏朝族裔及有虞氏朝治理下的人

民为“华”。“华”作为族称见之于《尚书·周书·武成》，意思是指先圣王的后代，即远

古社会的贵族。这是初始的、狭义的内涵。而后来的“华”作为族称见于《北史·西域
传》，意思是指所有的中国人。这是广义的内涵。以后，“华”作为族称从此流传下来，
直到现在，成为约定俗成的对全体中国人的称呼。即使迁徙到海外，也叫海外华人。如果
拥有其他国籍，也叫外籍华裔。  

  在“华”的族称形成之后，历史上一些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朝代名称，也曾经作为

华人的别称流传，如秦人，见于《史记·大宛列传》；唐人，见于《明史·外国真腊传》；
甚至于契丹在北方声名远播后，也成了华人的别称。  

  “中华”一词，见于裴松之注《三国志·诸葛亮传》。其源可溯自“中国诸华”。“中

国诸华”一语见于汉朝高诱注《吕氏春秋·简选》。意思是“中国诸圣人的后代”。在公元

3—6世纪，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纷纷向中原汇聚，建立
政权。当时，中原的中心地位备受尊重。内迁各族都表现出对中原传统的强烈认同意识。
“中华”一词作为一个超越当时汉族、兼容当时内迁边疆各族的概念被响亮提出。能否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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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正统，在当时成为一个政权是否能在社会舆论面前取得合法存在资格的潜在标准。因
此，内迁各族所建政权均从血统、地缘及文化制度方面找到自己是圣人后代、理当居中华

正统的根据。例如，鲜卑拓跋氏自述为黄帝之裔，见载于《魏书·纪序》；鲜卑宇文氏自述

为炎帝之裔，见载于《周书·帝纪》；铁弗匈奴刘（赫连）勃勃根据《史记·匈奴列传》记
载，强调自己的夏王室血统而称所建政权为夏等。甚至于远在漠北的柔然，当其强盛之

时，也曾自号“皇芮”，宣称以“光复中华”为己任，见载于《南齐书·芮芮传》。同时，
“舜为东夷之人”、“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西夷”等语，亦常出于诸君王之口，以明
中华圣人本身也多有出自边疆族的先例。此外，也有的政权强调中华的地理内涵。居中华
之地，居先王之国，理所当然为中华正统。  

  唐代在法律中正式出现“中华”一词。见于唐朝永徽四年（公元653年）颁行、由长
孙无忌领衔撰文的《律疏》（后称《唐律疏议》）。其中，对其卷三〈名例〉的“中华”
一词释文如下：“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
仪，故谓之中华。”意思是说，凡行政区划及文化制度自属于中国的，都称为中华。  

  当代学者普遍认为，“民族”一词，作为近代以来民族学的一个术语，是一个外来词

汇，是在19世纪末叶从日本传入中国的。此前，在中国古代汉文献中，指称人们共同体的
词汇，有“人”、“民”、“族”、“家”等。这些词都单独使用。偶然也有把民族两个
字连起来使用的，但那是指称中国古代社会的各种社会组织和群体的复数概念，如唐代李
筌著《太白阴经》序中有“愚人得之（心术）以倾宗社灭民族”之言。“宗社民族”则指
古代社会的各种社会组织。宗是指祭祀共同祖先的社会组织，社是指祭祀土地的社会组
织，在宗社聚会祭祀时，特别注意等级秩序。民是指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群体，如古代称士

农工商为“四民”（见《谷梁传·成元年》），今尚存“农民”称呼。族是指有共同地缘的

社会群体，如“四闾为族”（见《周礼·地官》），闾是相邻的二十五家，则相邻百家为

族；族也指有共同血缘的社会群体，如父子孙为三族（见《周礼·春官》），自高祖至玄孙
为九族。在《太白阴经》序言中，“民族”二字虽然连用，但与近代以来的“民族”一词
有明显差别。  

  在“民族”一词传入中国后，产生了“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学词汇。“中华民族”是
一个在近代出现的、相对于外国民族而言的概念。如近代学者梁启超所言：“凡遇一他族
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也’之一观念浮现于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一员也。”但如前所
述，中华民族实体则是远在“中华民族”这个族称出现以前数千年就形成了。  

  从中华民族内部结构来看，数千年来，内部各族族称在不断变化，大约数百年一易。
族称的演变显示出其中历史内涵的变化；一些族兴起了，一些族哀亡了，一些族迁徙了，
一些族与别的族融合后改换族称了。尽管中华民族的内部结构在不断变化，特别是中原政
权的更迭，常常导致一些族群向边疆乃至海外迁徙；而另一些边疆族则向中原汇聚，并建
立政权。但不管其内部怎样变化，中华民族本身始终是一个数千年以来包容中国各族共同
发展的恒久的主体。 

出处：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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