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隨著「民族」話語的出現和不斷被政治化，二十世紀以來中國各

種官制的和民間的民族主義思潮日益膨脹，甚囂塵上，使中國社會

的現實與當初建設「國民」和「國民國家」的理想漸行漸遠。這對周邊

的民族集團的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何以形成影響，並形成了何種影

響，是本書探討的主旨。

本書為近年筆者通過「民族」的視點觀察中國，從與「周邊」之

關係的角度審視中國歷史進程的一系列中文書籍的第四部，前三部 

分別為出版於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的《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1930

年代至1940年代》（香港，2013年，352頁）、《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

關係：「民族國家」、「邊疆」與歷史認識》（香港，2015年，424頁），

和國立政治大學出版社的《中國，從天下到民族國家》（台北，2014

年，298頁）。筆者之所以重視通過民族的視點觀察中國，從與周邊

之關係的角度檢討中國的歷史進程，不僅是因為中國的近代歷史進

程開始於一個由來自「周邊」的「異民族」統治之王朝時代的末期，針

對原本來自於周邊的異民族統治而起的「民族革命」因此成為中國近

代歷史進程的轉折點，「民族主義」、「民族國家」也因此最終成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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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 前 言

國近代歷史進程的主旋律，更是因為是否與如何實現「周邊」和其他

民族集團的統治，實為中國從古至今檢驗統治者是否具有統治正當

性的、帶有普世價值性質的重要標準。所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小雅》谷風之什．北山）、「近者說，遠者

來」（《論語》子路）、「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禮記》

禮運）是也，毋庸置疑，它是源自於「天下思想」的。其之所以能夠

成為普世的價值，是因為實現「周邊」和其他民族集團的統治被認為

是「德治」的物化體現（objectification），「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

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此，施及四極」（《荀子》議兵）即此意

也。因此，筆者以為，通過民族的視點觀察中國，從與「周邊」之關

係的角度審視中國的歷史進程，才能夠體味出「歷史中國」的豐富意

涵，從而看到今天「現代中國」的問題點。

不論古今中外，任何一個政權面臨的最大課題，其實都是如何

向被統治者解釋其統治的正當性。而從中國之所以能夠形成崇尚「德

治」這樣一個超越「民族」和時代的普世價值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樣

一個歷史的事實—大多的「中國人」其實就來自於歷史上屬於「周

邊」、屬於「異民族」的集團；而「中華」的燦爛文化和悠久歷史，正

是通過與周邊和異民族的交往融匯，才得以造就和形成。歷史上「中

國」和「中國人」的持續擴大，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周邊」和「異民族」

的不斷加入。這種歷史趨勢的形成，當然與「天下思想」關於統治正

當性的解釋及其實踐（即崇尚德治）之間有著直接的關係。進入二十

世紀以後，這一歷史趨勢戛然而止，「異民族」和「周邊」的離反，使

中國在處理與異民族、與周邊之間關係的問題上，一直不斷地遇到

嚴重的危機和挑戰。其原因，與二十世紀以後中國不得不順從世界

潮流從形式上放棄「天下思想」，而各個政權又積極走上一條自己所

理解的建設「國民國家」（實為建設「中華民族國家」）的道路有關。

建設「中華民族國家」之目標的問題點，在於以「民族」代替了

「國民」。對於近代以後、尤其是今天處於周邊的「少數民族」之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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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xiii

難以對中國產生國家認同，有人說是因為對少數民族的不平等，又

有人說是因為對少數民族的優待政策而帶來的特殊感；其實透過表

相可以看出，二者的問題性質完全相同。那就是，在處理「民族」與

「國家」的問題上，近代中國缺乏一種實踐和真正實現「國民國家」的

思想。近代的「國民國家」的理想就是實現社會全體的平等、公平和

公正，所以無論是「非國民」或是「超國民」，都是出於一種把少數民

族視為「他者」（other）、但是卻又不願讓它們自由脫離的思想。如果

說中華民國政權沒有能夠實現對少數民族的平等、公平和公正，更

加願意以「民族」來替代「國民」一詞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難道不

是如此嗎？出於以上認識，從隨著中國近代政治轉型而在文化、社

會、政治層面上出現的各種變化，具體說來就是：近代中國社會對

於傳統政治文化的繼承和揚棄、近代中國關於統治正當性的解釋、

近代中國社會的社會流動性、近代中國不同時代各個政權的政體性

質及其政策決定因素等角度，探討二十世紀以來「周邊」為何拒絕「中

國」，「異民族」的集團為何抵制「中國人」意識；或者說，他們為何

不能或不願成為中國的「國民」，他們的「中國人」意識是如何被消失

或因何而消失的問題。

周邊的異民族集團是否建立和如何建立對國家的認同，其政治

力學關係當然首先表現在處於中心的國家政權和處於邊緣的民族集

團這兩個維度之間。但同時，這一力學關係又是以中國社會和少數

民族社會在不同歷史階段中的文化、宗教、政治、經濟以及人類生

態環境形態為背景而展開的。因此，本書按照歷史沿革，從筆者至

今發表於各種學術場合的論文中選取相關素材，以不同的人群、不

同的社會領域和不同的問題層面，盡可能全面地分析近代以來「少數

民族」在對中國建立國家認同問題上所發生的各種問題。除第九章之

外，本書其他主要內容和章節都曾在各種學術場合發表過，但是為

了更加精確地回答以上問題，此次收入本書時又結合筆者多年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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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v 前 言

考，再次做了大幅度的修訂。全書結構大致如下：

本書第一章、第二章從社會構造和文化系統之間關係的角度，

考察傳統中國能夠促使具有不同於漢人的獨特文化的民族集團對中

國產生認同意識的原因。

第一章〈從「穆斯林」到「中國人」—晉江陳埭丁氏宗族的「本

土化」過程〉（原刊載於日本中國現代史研究會《現代中國研究》第30

期，2012年3月，第1–27頁 1），主要利用族譜等地方史資料，通過

考察一個原本為穆斯林的群體如何在中國南方農村社會的自然生態

和人類生態中逐漸轉化為「中國人」的歷史過程，研究傳統中國能夠

融合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甚至是來源於不同國家的人們的社會

機制，並從中發現中國傳統社會中保證平等和公平的社會流動的政

治文化因素，以及平等和公平的社會流動在促使形成統一的國家認

同上之意義。第二章〈「『回教』與『回民』含義不同」—白壽彝與開

封的故事〉（原刊載於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第93期，2005年12

月，第96–105頁，原名〈二重的忠誠—白壽彝和開封的故事〉），

以1930年代的白壽彝先生對國家和民族集團的「二重的忠誠」為例，

通過考察中國歷史文化古城開封對白壽彝思想之形成所產生的影

響，分析二十世紀上半期前中國社會中何以能夠產生和保持讓多文

化共存的空間，以及一個具有自己獨特文化個性的「民族」集團，對

個體的「民俗」文化和全體的「國民」「共享」的政治文化二者所進行的

區分，在其形成和保持對中國的國家認同上的意義。

本書第三章、第四章從近代政治思想和政治過程的角度，考察

中國近代政治思想對「國家」與「民族」之間關係的理解和處理，對被

視為「周邊」的少數民族群體的國家認同所發生的影響。

第三章〈「漢奸」考— 一個「單一民族國家」的話語〉（原刊載

於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第83期，2004年6月，第63–73頁，

原名〈「漢奸」：想像中的單一民族國家話語〉；其增補版刊載於日本

岩波書店《思想》第981期，2006年1月，第28–47頁，原名〈「漢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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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xv

考〉），通過考察「漢」由一個文化共同體符號、到最後變成一個「民

族」的符號，「漢奸」由一個原本是滿清王朝統治者用來表達自己與

被統治者（漢）同屬一個利益集團的詞彙、到最後被改造為對外極端

民族主義符號的歷史過程，分析二十世紀初期中國關於國家與民族

之間關係的傳統思想之所以發生衍變，以及步入近代之際將「漢民

族」與周邊的少數民族進行切割的行為，與單一民族國家思想之關

係。第四章〈「中華民族國家」的魅力與凝聚力—近代民族與近代

國家的二重奏〉（原刊載於香港中文大學《世紀中國》網絡版，2003年

7月；後轉載於中國社會學會民族社會學專業委員會、北京大學社會

學人類學研究所《民族學社會學研究通訊》[Sociology of Ethnicity]第

60期，2010年1月，第1–8頁，原名〈國民國家與民族問題—關於

中國近代以來民族問題的歷史思考〉），則通過考察二十世紀初設計

和建設「中華民族國家」的實踐，進一步考察受到單一民族國家思想

影響的中華民國的設計者和建設者們對「國民國家」思想之理解，為

甚麼影響了周邊的少數民族形成對中國的國家認同。

本書第五章、第六章分別考察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時期和取得

政權之後的對少數民族政策，從中共關於「國家」與「民族」關係之思

想的變遷脈絡中，分析中共治理少數民族之特點。

第五章〈斷裂的「民族」話語—「蒙古民族」問題與中共民族政

策的歷史過程〉（原刊載於日本中國研究所《中國研究月報》第563

期，1995年1月，第19–28頁 2），通過考察中國共產黨民族政策的出

籠、變化和最後定型之過程與各個時期的蒙古民族問題之關係，分

析中共各個時期決定對少數民族政策之原則，以及為何最終否定了

國民國家思想，並導入「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學說，作為其奪取政

權的正當性根據。第六章〈從「少數民族」到「國民」？— 1949年以

後的民族政策過程〉（原刊載於日本亞洲政經學會《亞洲研究》第47卷

第4期，2001年9月，第39–62頁 3），通過考察和考證中華人民共和

國政府成立以後民族政策的軌跡和歷史分期，探討其變化之規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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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i 前 言

不同時期政策之性質，分析1949年以後中國政府的對少數民族政策

在整體上可能給少數民族的國家認同帶來何種影響。

本書第七章、第八章主要根據筆者在中國南方的「回族」社會通

過田野調查所得的資料，實際考察幾個南方回族社區在文化大革命

之後所發生的變化，分析文革結束以後中國政府在民族政策和宗教

政策上的變化給少數民族在經濟上、社會上以及對民族的傳統文化

的認識上所帶來的影響。

第七章〈「宗族」與「民族」—「民族化」的誘惑與挫折〉（原刊

載於日本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會《中國21》第34期，2011年3月，第

49–70頁 4），以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之後、福建泉州地區晉江市 

陳埭「丁氏回族」所經歷的「再民族化」的過程為例，考察少數民族自

身對「民族」符號的性質和現實功能之理解，分析接受政府對少數民

族的特殊政策和特殊待遇是否與獲得社會進步和經濟繁榮之間存在

著必然的聯繫，以及陳埭丁氏回族最終所選擇道路的社會學意義。

第八章〈何處是「傳統」？—中國南方「回族」社會的伊斯蘭「回歸」〉

（原刊載於千葉商科大學CUC View & Vision第41期，2016年3月，

第24–28頁 5），從社會學的觀點考察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中國南方

「回族」社會中出現的恢復「傳統」的潮流，分析由知識精英和政治精

英所推動的「恢復伊斯蘭傳統」運動之所以興起，與中國政府民族政

策和宗教政策之關係，並對比1930年代由中國南方地區伊斯蘭精英

所領導的恢復伊斯蘭傳統的實踐，探討將「想像」認定為「傳統」的社

會條件和社會意義。

本書第九章〈「民族鏈」上的維吾爾—中亞突厥語系民族的歷

史文化意識與國民意識〉，以1989年以後中國和中亞地區的政治過

程以及世界伊斯蘭教復興浪潮為背景，運用「歷史文化同心圓」和「民

族鏈」的觀點，動態地分析1989年以後再度掀起「東突厥斯坦獨立運

動」的中國新疆的維吾爾族，在一種跨越國界的人類生態和歷史文

化環境中所形成的、與其他「突厥語系伊斯蘭民族」互相影響、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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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xvii

牽制、互相刺激的民族鏈中，是如何逐漸放棄了對中國的國家認同

的。無疑，少數民族是否能夠建立和保持對中國的國家認同，以及

如何才能讓少數民族產生和保持對中國的國家認同，是二十世紀中

國在民族問題上遇到的最大難題。本章提出超越近代國家主權領域

的歷史文化同心圓和民族鏈的觀點，同樣可以用來分析中國其他各

個「民族」集團之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以及二者之間的關係。

本書集筆者二十年間就中國近代以來少數民族的國家認同問題

之思考。此次能夠得以用中文結集出版，不得不感謝香港中文大學

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感謝甘琦社長，感謝敏磊和敏聰二位編輯為此

付出的心血。這是筆者第三次有幸與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進行合作，

我從內心深處感謝出版社的厚愛。由於他們的不懈努力，讓我們還

能擁有這樣一片聖潔的土地，在這裏不受各種意識形態之干擾地去

記錄自己的真實思維。感謝兩位匿名審查教授的評價，本書最後成

形與你們的評審意見有著直接的關係。

本書各章分別為以下研究項目之成果，誌此以表謝意：平成24

年度–27年度日本科學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B，「關於中國南部地域

穆斯林宗族的綜合調查與比較研究」（課題號：20520708）；平成20年

度–23年度日本科學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C，「移動與新公共領域的

建構—以中國沿海部的穆斯林社會為中心」（課題號：20500708）；

平成17年度–19年度日本科學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C，「中國回族

宗族與海外移住—以福建泉州丁氏與山東淄川蒲氏為線索」（課題

號：17510204）；三得利文化財團研究助成2011年「關於中國沿海地

域穆斯林社會公共空間的研究」，及2012年「關於中國沿海地域穆斯

林社會中的平等性與公平性之研究」（筆者為以上各項主持人）。感

謝各次進行田野調查中幫助我的中國學界和當地的朋友們，出於保

護隱私的原因，我在這裏無法向你們一一直接道謝，但我想你們一

定會理解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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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iii 前 言

本書能夠完稿，要感謝國立政治大學給筆者提供了一個學期的

客座教授的機會。感謝亦師亦友的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吳文星名譽教

授，為筆者開啟了與台灣學界交流的大門；感謝畏友、政大人文中

心主任周惠民教授的全面支持，才讓筆者再有此次向台灣學界學習

的機會；感謝歷史學系劉祥光主任和民族學系張中復主任為首的諸

位政大同僚，感謝歷史學系辦公室的曉寧和嘉玲，及人文中心的素

瓊、淑慧和佳若等各位的熱心幫助，讓筆者在這片自由的土地思索

和耕耘。深深感謝張大軍先生多年來不變的期待，105歲高齡仍執

著於研究筆耕的精神，讓筆者感銘於心。感謝張光達院士和王明珂

院士的厚愛，每次一起工作和交流都讓筆者受到許多啟迪；本書第

九章受張先生整體理解古今內陸世界思想之影響，學習王先生歷史

哲學大作《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令拙著注意到透過「人類生態」的

放大鏡和顯微鏡觀察各種「文化表徵」的重要性。此次在台期間受到

劉維開、劉季倫、楊瑞松、唐啟華、楊維真、藍美華、趙竹成、陳

永發、呂芳上、黃克武、張啟雄、黃自進、潘光哲、林泉忠、吳啟

訥、黃俊傑、張崑將、江柏煒、許育銘、陳進金、陳鴻圖、廖敏淑

等先進、友人之指教與照拂，誌此表達衷心感謝。在政大和師大研

究班和本科班遇到許多優秀同學，感謝你們給予的友情與信任。

最近常常夢見母親，在夢中訴說我是多麼想念她和姐姐及弟弟

們。我深深感謝母親，感謝她能夠理解我不能到她的身邊盡孝心。

也深深感謝內人門脇佳津代，她總是讓筆者能夠全心投入自己喜愛

的研究中去。

王柯

於2016年盛夏的

六甲山不他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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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xix

註 釋

1 原名〈中国南部ムスリム社会における「宗族」の成立と「漢化」—「陳埭回
族」の事例を通じて〉。

2 原名〈モンゴル独立運動と中国共産党民族政策の成立〉。
3 原名〈「少数民族」から「国民」への道程—現代中国における国民統合の視

点から〉。
4 原名〈経済開発と「民族」の役割の再発見—「陳埭回族」の事例を通じて〉。
5 原名〈「伝統」はどこまで遡れるものか—中国南方の「回族」社会における

イスラームへの「回帰」〉。

中
文

大
學

出
版

社
：

具
有

版
權

資
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