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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课题的提出

作为我国古代西北方的少数民族，“羌”在中华民族的形成

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经过数千年乃至上万年的演变、

迁徙以及与其他民族的融合，“羌”人一部分融合于汉族，一部

分发展为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若干民族。无论是在历史上出现过

的，还是现今仍然存在的我国西北、西南地区的各少数民族，溯

其来源，大都与羌有关。因此，对 “羌”人特别是 “羌”与各

族的互动问题研究，有助于推动民族史研究的深入。

我国的史书和古籍一直有关于羌人及其活动的记载，然而以

科学理论和方法对羌人进行研究，则始于２０世纪初。至６０年代

中期，由于众所皆知的原因，国内学术界对羌人的研究停顿了下

来。这半个世纪的研究重心是羌人的族源、习俗与文化等方面。

·１·



８０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学术界对羌人的研究

领域逐渐拓宽，并显示出多元化的良好势头。羌人的分支和迁

徙、羌人与其他民族的关系、羌人对中华文明演进的贡献等等，

都是学者们热议的话题。有关这方面的成就，后文将详作介绍和

分析。９０年代之后，多学科交叉结合的研究方法大为流行，羌

人研究领域出现了与往昔研究迥异的论著，从理论、方法到具体

观点，皆令人耳目一新，甚至有些新锐颠覆传统羌人研究的观点

让人一下子难以接受，但细想之余，确实有其独到之处。其中以

台湾学者王明珂 《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和 《羌

在汉藏之间》为代表。王明珂认为，作为传统民族史中的一个历

史主体，“羌族”并不存在，“羌”并不是代代住在中国西疆的

某一 “民族”，而是代代存在华夏心中一种对西方异族的 “概

念”。这个概念表达着 “西方那些不是我族的人”。因此，由商

代到汉代随着华夏的向西扩张，羌人的概念也向西推移。① 不可

否认，这一观点的启发性是很强的，但从商周至魏晋南北朝时期

的 “羌”，并不都是华夏对于西部疆域异族人群的 “概念”。羌

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形成过不同程度上的自我认同，特别是商朝

末期的羌人及东汉末期的羌人的发展状态，严格来讲，虽然不是

今天学术意义上的 “民族”，但在这些阶段，羌人确实形成了较

为坚实的共同体，并且亦形成自己是 “羌”的自我认同。商朝

末期的羌人结成的共同体与姬姓周人联盟，攻灭商朝；东汉末期

更是形成以河湟羌人为中心的共同体，羌人特征愈发明显，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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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亦日趋强烈。

本文无意于对民族学理论进行深入探究，只是希望结合历史

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来考察商周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羌

人的活动及其影响。由于羌人是在与其他族群和民族的不断互动

中发展变化的，所以本文主要从族际互动的角度来探析羌人内涵

及羌人社会形态的变化。之所以将研究的下限划止于魏晋南北

朝，是因为魏晋南北朝之后，出现在史料中的羌人是以党项羌为

代表，而党项羌的形成与建立政权标志着羌人内涵又有了新的内

容，羌人历史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此外，我选择商周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羌人作为研究课题，

还出于以下几点具体的学术思考：

第一，目前的羌史研究中对不同时期羌人的内涵阐释不够清

晰，对各区域羌人发展的复杂性认识不足。

从历史长河来看，羌人并不都出自一个系统，亦非有着一脉

相承的渊源关系，不同时段的羌人有着不同的内涵，每一时段羌

人社会结群的发展程度也有所不同。如商周时期的羌人出自一个

系统。虽然 “羌”最初是商朝人对于疆域西部一部分异族人群

的泛称，但随着与商及其他族群的互动，这些人群亦慢慢形成自

己是 “羌”的自我认同，并凝聚成为一个共同体，并与姬姓周

人联盟，推翻了商朝。灭商有功的羌人在周朝长期与姬姓周人保

持着姻亲关系，成为贵族后，遂回避了 “羌”这个蔑称，并最

终融入华夏。再如东汉末，称为 “羌”的人群虽然不像匈奴那

样成为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并最终建立国家，但此时已逐步凝

聚成一个以河湟羌人为核心的共同体，民族意识空前强烈，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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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王朝相抗衡。东汉之后，羌人的聚合虽被打破，然而在分离

的羌支中已形成自己是 “羌人”的自我意识，这种意识延续至

魏晋南北朝。耐人寻味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羌人与其他族支

不断同化融合，羌人意识逐渐弱化，大部分羌人融入华夏，还有

一些羌人隐没于各族中，成为形成其他民族的血液，但位于益州

西北部被称为 “羌”的一部分人群中，其出自河湟羌人系统的

民族意识依旧还是非常强烈的。

第二，学术界有关羌汉关系研究的成果虽然丰硕，但总体深

度不够。

从公元１世纪到７世纪，羌人的活动不断地影响着中原王朝

及各割据政权。如东汉时期，羌人的活动十分频繁，其激烈行为

几乎撼动东汉王朝，甚至有 “东汉亡于羌祸”的说法。此期羌

人为何能成为异族群体起义的主力军？羌乱对汉王朝的财政到底

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羌”人半耕半牧的生产方式为何被中原王

朝所忌惮？中原诸政权如何应对来自羌人的压力等等，这些问题

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

第三，对羌与汉之外的民族互动之研究比较薄弱。

欲研究羌人民族的形成与羌人民族意识的产生及传承，就必

须深入了解羌与汉及羌与其他非汉民族的互动。如匈奴在两汉历

史舞台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羌人匈奴的关系也是构成两汉

历史的重要内容，匈奴在历史上的活动及与汉、羌的互动，对于

汉族的形成、羌人族群意识的产生都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围绕

“羌”人与各族的互动来考察他们的生存和发展，这一角度在既

往的研究中较为少见，笔者正想通过这一视角来探析 “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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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的轨迹与意义，或许能得出一些新的认识。

二 、相关研究概念解析

（一）民族与族群

称为 “羌”的人群在历史上的状态是民族还是族群，这是

羌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可是到今天为止，这个问题还没有一

个明晰的答案，其症结在于大家对民族和族群这两个概念的理解

不同。

最早使用 “民族”一词的史料似是南朝宋齐时期道士顾欢

在 《夏夷论》中所提及的：“今诸华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偏

踞，滥用夷礼，云于剪落之徒，全是胡人，国有旧风，法不可

变。”① 可是这里的 “民族”，指的是华夷之别，为区别蛮、夷、

戎、狄、华夏的含义，与我国现代意义上的 “民族”概念完全

不同。现代意义上的 “民族”一词，出现于近代，是在１９世纪

后半期，受到日本文汉字 “民族”一词的影响。据学者考证，

近代 “民族”一词最先出现于１８９９年梁启超的 《东籍月旦》一

文。这是一篇介绍日本最新历史书的文章，从日文直接引用 “民

族”一词。文中写道：“日本人十年前，大率翻译西籍……，其

自叙乃至谓东方民族，无可厕入于世界史中之价值。”② 进入２０

世纪后，我国遂大量使用 “民族”一词。与民族有关的新名词，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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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南齐书》卷５４《高逸传》，中华书局１９７２年版，第９３４页。
金天明，王庆仁：《民族一词在我国的出现及其使用问题》， 《社会科学辑

刊》１９８１年第４期，第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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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中华民族、中国民族、民族主义、民族运动等等大量出现，很

快成为人们口头和书面语中普遍使用的一个词汇。

２０世纪初时 “民族”一词的普遍化使用，是与当时国际国

内政治、社会形势密切相关的，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学者们逐

渐发现若脱离这些环境和背景，在考察一些具体人群而使用这个

概念时，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种族和民族的联系与区别。所

以后来国内外许多学者皆尝试界定民族定义，彼此争论不休，给

我国的民族研究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扰，直至斯大林民族定义的

提出，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是：民族是人们

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

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① 相当长的

时间内，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得到了广泛认同，起码我国的情况

如此。

不过，我国学者在学习、领会和使用斯大林的民族定义过程

中，逐渐发现其中存在一些问题和缺陷。由于斯大林的民族定义

有一个前提，即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的上升时代。若按照这样的

前提去理解，那么我国古代的汉族及许多非汉人群就不能称之为

“民族”了。为了解决这一困难，学者们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普遍

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首先

将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代这一个前提消化为在中国长期的

历史时期。这样的解决，看起来很圆融，而实际却是顾此失彼。

针对这一状况，１９５３年，中共中央在讨论 《关于过去几年内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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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时，毛泽东对于 “民

族”的含义做出明确指示：“科学的分析是可以的，但政治上不

要去区分哪个是民族，哪个是部落或部族。”自此之后，我国将

历史上的少数族裔俱称为 “民族”。① 这样做虽然有助于民族平

等和民族团结，然而在实际研究目前我国诸民族的源流及历史上

的发展阶段、发展形态、社会结群程度时，仍不免会出现概念上

的混淆和理解上的偏差，例如会出现某民族在某个历史阶段是氏

族或部落这样的说法，使读者往往不能准确地了解我国各个民族

的发展过程。

正因为如此，我国学界在６０年代之后的五十年中，又掀起

了几轮关于 “民族”定义的大讨论，逐渐强调民族意识在民族

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２００５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对

民族概念做出了新的阐释：“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

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

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特征。有的

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② 这一界定基

本得到了学界的赞同。但美中不足的是，在描述历史上非汉人群

的发展形态时，这个概念仍可能存在顾此失彼的问题。

为了更准确地研究和理解中国古代非汉人群的发展水平、发

展状态、社会结群程度，不少学者建议在解析清楚这些人群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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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金炳镐：《民族理论通论》 （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
１２１页。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编写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

学习辅导读本》，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９页。



展形态之前，不妨以 “族群”称之为妥。“族群”是英文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的汉语译法。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国际人类学界

广泛运用起来的，到美国和欧洲留学的台湾学者首先把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译为 “族群”，这一词汇很快进入中国大陆学界。到了八

九十年代，大陆学者开始引用 “族群”这个新名词，现大多数

学者认同把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翻译成中文 “族群”。“族群”最早被收

录在 《韦氏新国际词典》（１９６１年第三版）当中，根据该词典的

定义，“族群”有如下含义：非犹太教或非基督教的异教徒；具

有文化传统、心理特质和体形特征的共同体；起源于异邦的原始

文化。① 《麦克米兰人类学词典》中的族群定义为：族群，是指

一群人或是自成一部分，或是从其他群体分离而成，他们与其他

共存的、或交往的群体具有不同的特征，这些区分的特征可以是

语言的、种族的和文化的；族群这一概念包含着这些群体交互关

系和认同的社会过程。② 国外对于族群的定义至目前也有数十

种，莫衷一是，其中对于港台和大陆社会人类学界影响较大的是

马克思·韦伯的定义，即 “某种群体由于体质类型、文化的相

似，或者由于迁移中的共同记忆，而对他们共同的世系抱有一种

主观的信念，这种信念对于非亲属社区关系的延续相当重要，这

个群体就被称为族群”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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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纳日碧力戈：《全球场景下的 “族群”对话》， 《世界民族》，２０００年第１
期，第５页。

周大鸣：《论族群与族群关系》，《广西民族学院学报》，２００１年第２期，第
１４页。

乌小花：《论 “民族”与 “族群”的界定》，《广西民族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１
期，第１３页。



我国的学者在引入族群概念后，为了让其适应我国国情，也

对族群概念作了相应的调整，但由于研究者的理解和观察角度不

同，所以目前亦有多种解释，乌小花的 《论 “民族”与 “族群”

的界定》一文，汇集了该时期学者关于族群定义的观点，现摘引

如下：

吴泽霖主持编纂的 《人类学词典》对 “族群”的解释是：

“一个由民族和种族自己聚集而结合在一起的群体。这种结合的

界线在其成员中是无意识承认，而外界则认为它们是统一体。也

可能是由于语言、种族或文化的特殊而被原来一向有交往或共处

的人群所排挤而集居。因此，族群是一个含义极广的概念，它可

用来指社会阶级、都市和工业社会中的种族群体或少数民族群

体，也可以用来区分土著居民中的不同文化和社会集团。族群概

念就这样综合了社会标准和文化标准。”广东民族研究所的孙九

霞对 “族群”的界定是：在较大的社会文化体系中，由于客观

上具有共同的渊源 （世系、血统、体质等）和文化 （相似的语

言、宗教、习俗等），因此主观上自我认同并被其他群体所区分

的一群人。北京大学的马戎认为：“民族族群 （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不

仅指亚群体和少数民族，而且泛指所有的被不同文化和血统所造

成的被打上烙印的社会群体。” “族群是人类社会群组层次划分

之一种。”“族群意识是后天形成的。” “族群以生物性和文化性

为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纳日碧力戈认为，“族群”

兼含 “种族”、“语言”和 “文化”含义。族群在本质上是家族

结构的象征性扩展，它继承了家族象征体系的核心部分，以默认

或隐喻的方式在族群乃至国民国家的层面上演练原本属于家族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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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的仪式，并且通过建造各种富有象征意义的设施加以巩固。广

西民族学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张有隽认为族群指称那些在文化

上因具备一定特性实现内部认同和外部区分的人类群体，大者指

种族、民族，小者指某一民族的某一分支———民系，还可以指比

民族更大的人们共同体。①

虽然 “族群”的概念至今亦有争议，然而至少有一点学界

达成一致，就是 “族群”的内涵十分宽泛，人类社会人们共同

体的发展序列都可以包括在内，如氏族、种族、部落、部落联

盟、民族。实际上，在我国典籍中，经常将华夏周边的游牧人群

统称为戎、狄、蛮、夷或 “Ｘ人”等，而戎、狄往往涵盖许多不

同的种族。同时，我国典籍亦经常使用 “族”或 “族类”作为

人们共同体的称呼，其内涵亦十分宽泛，包括家族、宗族、种

族、部落、民族等等。如此一来， “族群”与我国古代的 “族

类”一词可相重合。所以笔者认为，在详细诠释某人群共同体的

发展形态前，以族群称之是比较稳妥的。在本文中，由于两汉以

前的羌人内涵十分广大，确是华夏对西部游牧人群的泛称，所以

笔者且以族群称之。两汉时期是以河湟羌人为代表的羌人意识及

羌人特征形成的重要时期，此时的羌人社会形态在诸多外力的作

用下发生了极大变化。虽然与今天学术意义上的 “民族”有差

别，然而，在笔者看来，到东汉末期，在当时的华夏及羌人心目

中，“羌”人早已不是一个泛称，而是有着明确边界及内涵的与

汉族可并列的民族共同体。故笔者在文中对东汉末至魏晋南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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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乌小花：《论 “民族”与 “族群”的界定》，《广西民族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１
期。



时期的羌人以民族称之。这样也符合中国自身的特点及中国民众

的称呼习惯。

（二）羌人与羌族

中国历史上的 “羌”是一个动态的概念。笔者认为商代甲

骨文中出现的 “羌”至今天我国四川西北部茂汶地区的羌族，

其实并不是一个一脉相承的连续的序列，不同阶段所称的

“羌”，其内涵是不同的，也就是说 “羌”人并不等同于羌族。

本论文中的羌人泛指典籍及考古材料中出现的称为羌的人群，并

非特指一个统一的、稳定的民族共同体。

本文将商周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史料中出现的 “羌”人分成

商和西周、春秋战国、两汉、魏晋南北朝四个发展阶段。商朝卜

辞中出现的羌人是当时的华夏即商人对于商朝疆域西部一些异族

人群的泛称，且是个蔑称，被俘的羌人通常是充作奴隶或人牲，

地位极其低下。西周时期的羌人与商朝时期的羌人是出自一个系

统，是连续的序列。但与商朝不同是西周的崛起与羌人的支持密

不可分，姬姓周人一直与羌人酋豪联姻，羌人地位大为提高，不

再称为 “羌”，并与周人不断融合，这也是周朝的甲骨文与金文

中几乎不见 “羌”字的主要原因。

春秋战国时期，商周羌人系统中地位较高，长期与姬周联姻

的羌落都成为 “华夏”了，而一部分没有融于华夏的羌人到此

时为 “戎”称所代替。 《后汉书·西羌传》将许多戎都纳入

“羌”，结论稍显武断，此时期的 “戎”人中有一部分是属于商

周羌人系统，然而更多的 “戎”乃是其他异族人群。例如姜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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