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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民族文化的涵义与特征

一、文化是民族的标志

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不同的文化学家，对文化就有不同

的解释，有人统计过，世界上的文化定义，不下数百种之多。撇

开各种学派、各种角度的解释，仅就文化的外延来说，大致可以

划为广、中、狭三类界定。广义的界定包罗万象，举凡人类的一

切创造、一切活动都是文化。狭义的文化偏重指人的精神文化，

甚至偏重指精神娱乐活动或诉诸书面文字的知识。界于二者之

间，则根据不同的需要与理解，既非那么广泛，也非那么狭隘。

譬如有的学者讲其生活样式与生活态度，有的学者讲制度习俗与

行为模式，有的学者讲技术创造与发明或获取生活资料的手段与

方式等等。本书主要把文化视为一种人类社会创造和传承的精神

与物质财富，同时又把文化与人类的政治、经济、军事活动及其

成果相对区别开来。就是说，虽然政治、经济、军事活动及其成

果与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同属于人类社会创造和传承的精神

和物质内容，但由于它们本身又有各自相对独立且丰富复杂的特

点，所以文化主要不指这几方面的内容。我们所理解的文化，从

形式看是包含物质与精神创造，从实质看，则是对人们有某种支

配意义的，且为人们所认同（包括遵循、依托）的模式、符号、

观念等。

在对文化作了一个简略的界定说明后，我们再来看与之密切

关联的民族。一般说，民族是在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人类生活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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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这话有两层含义。第一，民族并不是人类社会中的天然群

体，而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第二，在人类社会

中，人们因不同的社会联系或自然联系而形成不同的群体，社会

越发展、越复杂，社会的共同体越多、越丰富。民族是人类共同

体中的一种，但这种共同体有普遍性和稳定性的特点。普遍性即

涵盖全人类，凡人皆归属于一定的民族；稳定性即在相当一段历

史时期内，民族这一人类共同体是比较固定的，决不会轻易改

变。不过随着历史的发展，民族也有其兴衰消长的规律。

当然上述只是一个非常粗略的说法，深入一步我们就会碰到

许多复杂的问题。例如民族的起源与发展的问题、民族共同体的

基本特征问题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理论界长期以来聚讼纷纭，

难有定论。本书不是专门的民族学理论，不可能对这些问题进行

全面深入的分析，只能在诸家讨论的基础上，撮要而表明自己的

观点，这当然也是本书的基本支点。

有学者归纳了学术界对民族形成的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

民族形成于蒙昧时代高级阶段或野蛮时代中级阶段，可称之为

“原始民族”说。此说把氏族、部落也看作民族。一种观点认为

民族是在阶级社会与国家形成后产生的，并根据社会发展阶段将

民族分为奴隶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四种类

型。这种观点可称为“古代民族”说。一种观点认为民族形成于

资本主义时代，同时也确认社会发展落后的民 这基本族存在。

可称为“现代民族”说。几种观点的分歧实质上是对民族概念的

理解不同所致。第一种观点的内涵最小，外延最宽，凡是人类史

上出 氏族、部落等都划人民族的范围。第三种观现的共同体

点则内涵最大、外延最狭，附着了若干现代社会的特征。第二种

则介于一、二种之间。我们认为，既然民族是历史地形成的，就

①见熊锡元：《民族理论基础》， 年版，第 页。民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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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有其发展变化的过程，因此一方面既要看到民族这一概念的

基本内在规定性，一方面也要看到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其概念含

义的变化。就如同国家这一概念，古代的国家与现代的国家，虽

然有一致之处，又毕竟有很大不同。硬用现代国家的标准来要

求，则古代无国家。说古代无国家，或资本主义时代前无民族，

这无论怎样是与常理相悖的。

于是需要对民族概念有一个恰当的理解。这就涉及到对民族

基本特征，也即内在规定性的认识问题。到底民族这个人类共同

体“共同”在什么地方？

民族学界流行最广的是斯大林的说法：“民族是人们在历史

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

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

即人所孰知的“四共”。虽然体。” 这“四共”不能说明古往今

来的一切民族，例如共同的语言不能适用流行多种语言的现代国

家民族，共同地域不适用分散而居的一些民族，如犹太民族、我

国回民族等，共同经济生活也不能适用一些内部经济发展非常不

平衡的民族，但它无疑是迄今为止适用面最广、相对比较完整、

科学的一个说法。问题不在于这个说法能不能囊括所有的民族，

因为任何事物都会有例外，更莫说对于民族这样复杂的、在历史

中变化着的事物。问题在于当我们用这个说法去观察民族，特别

是一些相对不太发达的民族时，总感到有些不满足之处，似乎根

本的共同点尚未突出出来。或许只有把民族这一种共同体与人类

社会的其它共同体相比较，才能更清楚地看到其内在的共同性。

为论述的方便起见，我们主要看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产生的一

些共同体。首先是血缘共同体。这是人类社会最早的共同体，如

氏族、家族、部落。（按照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的说法，

① 页，人民出版社 年版。卷，第《斯大林全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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