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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变化，本来难以与外界接触的封闭村落，搬迁至

适宜生存发展之地，扩大了与外界的接触，受到了

更多的他族文化与生存方式的冲击。
第三，族群的中心与边缘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

具有不同的含义。从中华民族的角度看，边疆是中

华民族的族群边缘。从古至今，边疆一直是各国交

往交流的前沿，也是各族群产生矛盾、冲突的复杂

之地。因此，探究位于中华民族与他国边缘的边疆

族群亦势在必行。从各民族的角度看，处在两个或

多个族群交汇带的族群和个体即族群边缘，研究他

们能够揭示出民族共同体心理的形成规律和影响

因素。例如，穿青人是明朝汉族征南将士与当地土

族的后代，融合了汉族与当地民族的特点，他们自

认为与当地的汉族人有别，其传统服饰尚青色，普

遍使用贵州通行的官话。穿青人迄今仍然要求承

认其为少数民族，这种诉求产生的心理原因值得

探究。
第四，与位于族群中心的个体或者群体比较，

位于族群边缘的个体或群体，由于与其他群体接

触，族群的特征更加突出，同时更容易受到他族文

化的冲击，族群身份与族群认同在复杂的变化中生

成，因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性不同。处于中

华民族共同体中心的个体或者群体，其血缘身份、
文化身份与共同体身份更加一致，不存在或较少存

在矛盾与冲突; 处于中华民族共同体边缘的个体或

者群体，其血缘身份、文化身份与共同体身份存在

着较多的不一致，其共同体认同的形成过程更加复

杂，也存在着较多的冲突，如跨界民族，甚至文化身

份本身也存在着矛盾与冲突，如蒙回、藏回。因此，

族群边缘比族群中心更能够揭示出更多的有关族

群本质的信息，原生论、工具论、建构论和民族主义

理论在族群边缘能够得到更明显的体现，更能够揭

示出族群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规律性。
最后，边缘研究也是文化人类学和心理人类

学，从摩尔根、马林诺夫斯基、米德、列维–斯特劳

斯到费孝通、林耀华、王明珂，莫不如是。例如，摩

尔根研究原始社会人类的社会制度、姻亲制度、氏

族制度，写出了名著《人类家族的血亲和姻亲制度》
《古代社会》，系统提出了家庭进化理论、亲属词分

类理论和人类文明发展阶段理论。马林诺夫斯基

深入大洋洲调查，提出了功能主义的文化论。玛格

丽特·米德深入南太平洋萨摩亚群岛考察，写出了

《萨摩亚人的成年人》，并研究新几内亚的三个原始

部落，写出了《三个原始部落的性与气质》。列维–

斯特劳斯深入巴西雨林，研究原始民族，写出了《忧

郁的热带》《野性的思维》《结构人类学》《图腾制

度》等名著，创立了结构主义人类学。费孝通 1935

年深入广西大瑶山考察瑶族的社会组织，最终提出

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林耀华曾经对

大小凉山的彝族和川康地区的藏族进行过人类学

考察。王明珂对华夏及其边缘人群———由“戎狄蛮

夷”到少数民族进行历史与人类学探索，多次深入

羌族地区考察，写出了名著《华夏边缘》《羌在藏汉

之间》，提出了历史记忆确定族群边界的理论。

三、处在族群边缘的群体

1． 跨界民族

跨界民族又称为跨境民族，是指分布在不同国

家或地区的同一民族。国家作为民族集合体，是由

不同的民族发展、创造而来的，但国家的创建往往

晚于本国的族群形成。在现代国家未确立之前，各

民族由于生存、发展形成的地理分布往往与国家领

土范围不一致，跨界民族由此产生。跨界民族有三

个属性: ( 1) 成员的族群身份相同; ( 2) 成员在两个

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分布，具有不同的国籍; ( 3) 成员

在跨国区形成了聚居区［35］。我国有 33 个跨界民

族。跨界民族处于不同国家，使用同样语言，宗教

信仰相同，风俗习惯相同或相似，加上临近边界，其

国家认同有如下特点: ( 1) 复杂性: 与同族群的外国

人接触时会出现群体交叉分类; ( 2) 模糊性: 民众血

缘意识强，地域认同意识浓厚，更多地关注血亲、姻
亲及族属，国家认同和国民身份认同淡漠; ( 3) 不稳

定性［36］。郑宇和曾静发现，边民跨国流动方向与国

家认同选择及强弱变化具有一致性，它们相互表征

甚至互为因果; 影响边民跨国流动及国家认同的因

素高度重叠，包括国家政策、国际关系、社会政治运

动、生存安全、经济资源与发展状况、民族认同、传

统文化等; 跨国流动主要是具有迁徙传统或生存面

临重大威胁的群体，其国家认同的易变性较为突

出［37］。何明分析了西南边疆半个多世纪的跨国流

动，认为边疆民族因同一民族跨界而居形成与他国

同族居民的社会文化网络，使得以地缘为基础、族

缘 为 纽 带 的 跨 国 流 动 便 利 频 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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