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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汇聚成中国
——边疆研究的思想史路径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史的东方大国，中国之大在地理上常常被表述为地域广阔，国土的广阔客观上也就

形成了国家治理版图的中心区域与边疆区域。历史地看，从边疆视角理解中国，构成了我们理解和认识中国诸多

议题的重要切入点。千百年来，关于边疆事务的认识与思考，对历代王朝的边疆治理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在

漫长的治理实践中框定了中国疆域版图的基础性轮廓。近代以来，随着边疆危机的出现，以西北史地学研究为标

志，中国知识界尝试以学术为力量，为当时日益衰弱的国家提供某些治边策略。进入20世纪，在日寇入侵、民族

危亡的关键时刻，以顾颉刚、吴文藻等为代表的中国学人在西南、西北等抗战大后方着力推进边政学研究，有力

地促进了国人对于边疆的认知，并增进了全国民众的国家意识与中华民族认同。如今，随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稳步推进，边疆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成为边疆地区稳定与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从这个意义上说，

中国的边疆研究继承了千百年来一以贯之的爱国传统与济世精神，并在新时代进一步发扬光大。

　　中国的边疆发展之路

　　如何理解中国疆域版图的历史发展进程，尤其是在这一过程中，各个边疆区域如何一步步汇聚成中国版图，

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疆域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极为重要。在理解边疆如何汇聚成一体的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必

须关注制度性力量所起到的积极作用，而前提则是重视中国历史与地理生态的独特性。毋庸置疑，中国自身独一

无二的历史与生态特征，见证了数千年来包括边疆在内的中国社会与制度实践道路。

　　对此，正如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所指出的：“我们讲论中国历史上的历代制度，正该重视中

国历史之特殊性。若我们忽视了这一点，像我们当前学术界风尚，认为外国的一切都是好，中国的一切都要不

得，那只是意气，还说不上意见，又哪能真切认识到自己以往历代制度之真实意义与真实效用呢？”这一论述一

针见血，至今依然富有深意。可以说，中国历史的数千年实践，以及兼容平原、海洋、高原、沙漠、森林等诸种

生态的地理环境，构筑了认识中国疆域形成以及中华民族历史生成的地理与文化基础，也成为我们理解现当代中

国边疆治理与民族团结的经验基础，历史上的各民族就是在这一历史与地理环境中得以逐步汇聚成中华民族大家

庭。这是一条必由之路，也是一条中国之路。

　　理解“人”的团结与“地”的团结

　　大地是人类之母。中华民族生存的历史和现实空间都是我们国家古今延续的广阔疆域，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形成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同样也是我们系统认识和理解中国疆域版图形成的过程。为了揭示这种兼容地

理与人口要素的结构性互动关系，我们就需要在深入探究中国地理生态环境变迁的前提下，基于对历史实践中边

疆区域间关系的揭示，从关系性的角度更为全面地理解中国疆域版图的形成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基于“人”

的团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筑历程，进而理解中国疆域与中华民族这一“人—地”关系的共同发展道路，

即中国疆域与中华民族如何得以生成与发展，又是如何在近现代最终成型并巩固的。系统地认识和理解中华大地

与中华民族之间并行共生的关系，是相当艰巨的工作，需要我们有整体性的视野，并时刻关注“人—地”关系的

历时性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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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崔蕊满）

　　当然，所有“人—地”关系都必须在特定的历史场景中呈现。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边疆关系维度构成了我

们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阶段性基础，也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中华民族历史演进的时代特质。在这一过程

中，如何对从秦汉一直到明清甚至民国时期，我们在边疆治理过程中所进行的制度实践进行系统梳理与分析，进

而理解中国社会内部边疆区域的共时性发展状况，揭示边疆各区域的人群活动之于当时整个中国社会阶段性发展

的意义，将为我们系统理解“人”的团结与“地”的团结提供可供借鉴的历史例证，并为未来的进一步实践提供

一种思想史的新的可能。

　　探寻边疆研究的思想史路径

　　长期以来，我们的思想史讨论与叙述往往忽略了边疆应有的地位与意义，而只有涵盖边疆的思想史，才是真

正完整的中国思想史。为了推进这一工作，从思想史角度理解边疆汇聚成中国的实践经验及其历程，就成为一种

值得尝试的介入路径。当然，有必要指出的是，这种意义上的边疆思想史并不局限于对历代边疆治理思想与实践

经验的层累式梳理与总结，而更关注一般性的、基于中层与个人化实践层面的边疆实践与社会互动关系，以及这

种实践与关系中所呈现出的观念、行为与认知变化，尤其是其中润物细无声的、基于个人体验的日常生活交流与

互动。这种边疆思想史，在纵向方面，借用葛兆光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有必要将思想放回历史场景或历史情

境中加以研究，更多地关注并描述在其中真正起作用的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在具体的认知层面，需要理解这

种思想性的关联是如何穿越了社会生活世界，并进入大众日常行为当中的。同样，在横向方面，随着认知空间的

扩大，我们将思想史的观察空间从传统的农耕区域转向更为广阔的边疆区域，需要我们在认知层面进一步提升与

深化，穿透某种既有的思想认知与阐释逻辑区块，去关注更为广阔的边疆区域的社会生活与实践逻辑，进而在整

个结构关系中细致分析与理解中国边疆各区域之间，如何在社会与生态层面形成基于日常生活的互动与契合关

系，并在这一过程中系统性地揭示和理解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从而更为全面完整地分析这

种结构关系是如何一步步确立起来，并在后续的历史中得以巩固和发展的。这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过

程，正是边疆思想史能够加以呈现的重要层面。

　　从一般化角度来说，这种跨区域的横向思想关系阐释需要一种对于区域间关系尤其是边疆区域间关系的历史

性感知，并阐释这些关系的整体性意义。如果我们以学界关于中华民族、中国文明的“多元一体”“满天星斗”

和“重瓣花朵”解释模式为例的话，那么，除了关注边疆与中心的关系之外，系统的分析还有必要在其内部区域

结构之间展开，着力关注中国边疆各区域间关系的形成与维系问题。具体而言，边疆思想史将着重于“多元一

体”中的“多元”间关系以及这种关系与“一体”之间的结构性互动，着重于“满天星斗”中的“星斗”间关系

以及这种关系对整个星空格局的影响，着重于“重瓣花朵”中的“重瓣”间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整个花盘产生的

作用。通过理解以边疆为对象的外围关系格局，进而阐释其与内部核心区域的结构性联结，形成一种关于区域间

结构关系的认知框架。经由这种边疆思想史路径，将能够超越我们既有的对于边疆的区块化认知，从而形成更具

普遍性和解释力的中国内部区域互动框架与动力机制，以实现涵盖跨区域横向思想关系解释维度的中国思想史框

架。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吾人处于今世，深感外侮之凌逼，国力之衰弱，不惟汉、唐盛业难期再现，即先民

遗土亦岌岌莫保，衷心忡忡，无任忧惧！窃不自量，思欲检讨历代疆域之盈亏，使知先民扩土之不易，虽一寸山

河，亦不当轻轻付诸敌人。”如果说，《中国疆域沿革史》中的这段话，代表了抗战时期中国学人对于捍卫国家

领土主权完整和民族独立而不懈努力的话，那么，在如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面对来自周边、域外和世界

的多重挑战，经由思想史的路径理解与阐释边疆如何一步步汇聚成中国的历史实践历程，将为我们的相关研究与

探讨，为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新的本土性资源。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委托项目“中国历史上的边政思想与边疆治理”负责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

学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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