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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民族的学术史扫描:概念 分类和研究内容

刘 涛
(厦 门大学 ,福建 厦门 361(X) 5

摘 要 :20 世纪3 0年代至4 0年代 , 一些学者开始以 边政学 为研 究核心 , 到今 天学者 以 跨界民族 为研究 内容 , 概念

和研 究重点都有很 大变化 本文对跨界 民族进行全方位的学术 回顾 ,具体 从概念 分类和研 究内容 三个方面进行梳理 , 希

望从中能发 现前辈关 于跨界民族研 究的得失和跨界民族研究的未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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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跨界民族的研究 ,可以追溯到民国初期 当时 ,

一些外国人开始对中国的跨界民族开展了研究 , 但成果
不是很多 , 中国学者到边疆地区进行田野工作者寥寥无

几公尺吧 , ,学界也没有提出 跨界民族 的概念

20 世纪30 年代至40年代 ,一些学者开始以 边政学

为研究核心 ,对 边疆 民族  边疆问题 进行深人的研

究 ,并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出现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中

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凌纯生的 中国边疆民族  中

国边疆文化 ;丙逸夫的 中国民族与越南民族  缅甸民

族 ;凌纯生和丙逸夫合著的 湘西苗族调查报告 ;周光

悼的 滇缅边境之种族界线 ;陈序经的 逞罗与中国 在

此期间 ,学者主要研究的关注点放在 边政学 ,并且对所

调查对象的社会文化进行描述 , 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不

能算作 跨界民族 研究的成果 ,究其原因是没有对跨界

民族的 跨界性 进行 比较研究 四刃) 虽然这一时期的

研究主要是发现和描述边疆各民族 , 但 由于当时的研究

对象许多是属于现今跨国民族的 , 因此积累了大量的边

疆各民族资料 ,可谓成果显著 ,公咫,

20世纪80 年代 , 跨界民族 作为民族学中的一个全

新的研究领域进人人们的视野 ,引起了学者的重视 ,并有

很多学者开始对 跨界民族 进行研究 范宏贵在( 日益严

重的越南 民族问题 一文中提出了 跨国界民族 这一术

语 范宏贵在 我国壮族与越南岱族 侬族的古今关系 一

文中 ,最早地使用了 跨境 民族 这一术语 范宏贵在 中越

两国跨境民族 一文中 ,在标题中使用了 跨境民族 ,之前

也没有人在标题中使用 跨境民族 这一术语 在以后的

跨界民族研究中 , 跨界民族 和 跨境民族 这两个术语

都在著述中出现 ,并且有学者对其进行概念的界定 分类

等多方面的研究 ,使理论得到深人的探讨

学界从人类学 民族学 政治学 国际关系学 语言

学 历史学等不同的视角和观点去研究 跨界民族 ,取得

丰硕的学术成果

另外 ,从1986 年起 , 中央民族学院招收两届以 跨界

民族研究 为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十余名 , 199 6年中央

民族大学宋蜀华教授招收了以 民族学中国化与西南跨

界民族 为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歌叫 此后 ,多所大学和

研究机构开始招收与 跨界民族 相关的研究方向的硕士

和博士研究生

同时 ,学界也开展了多次以 跨界 民族 为主题的学

术研讨活动 , 与会学者进行 了多方位的 深人的探讨 ,从

各 自的研究方向和学术的动态进行了交流 , 为 跨界民

族 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学术平台和交流机会 并且 ,国

家社科基金也提供了大量的研究经费资助具有高水平的

学者进行 跨界民族 的研究

一 跨界民族 概念之辩

关于 跨界民族 的概念 ,随着学界研究的深人 ,不断

有新的分歧出现 ,尤其关于 跨界民族 的概念界定没有

达成统一的意见

20世纪80年代 ,学界提出并广泛使用 跨界民族 ,和

跨境民族 到20世纪90年代 ,有学者提出 跨国民族

虽然三个术语不完全一致 ,但是涵义上基本相似 另外 ,

其他研究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提出 跨界人民  历史民

族  文化民族  无国家民族 等新的术语 不管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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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个 ,都是新的术语 在中国的权威工具书 ,截至到20

世纪末 ,均未有收录这些名词 在国外 ,也没有一个固定

的用法 ,专门的研究也很不够 西方学术界对此亦未形成

统一的术语或表达  

姜永兴对 跨境民族 进行简洁明了定义: 同一 民族

分别居住在国境线两侧系称跨境民族  刘稚 申旭认

为 : 同一民族在国境线两侧相邻而居称跨境民族 , 金

春子 王建民认为 , 跨界民族是指由于长期的历史发展

而形成的 , 分别在两个或者多个现代国家中居住的同一

民族 所谓 界 是指国界 并且他们认为: 近年来 ,有人

也经常在各种场合使用 跨境民族 一词 ,境即指国境线 ,

跨境即跨界 不过 ,在使用中似乎 界 (B 记er) 较 境

(Area) 更确切些 , 因为境是指区域 ,讲 跨 区域 ,不如说

跨 一条边界线更清楚 当然 ,从实际内涵上来看 ,我

们认为这两个概念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 , 朱宁在 中国

跨界民族 的序言中写到: 事实上 ,跨界民族或跨界民族

的涵义是基本相同的 , 前者为边界两侧 , 后者为边境内

外 ,从总的概念来说并无二致 重要的是 ,不论称之为 跨

界 民族或者 跨境 民族 ,其异不在于 界 或者 境 冠

以 跨界 或者 跨境 ,重点是这些民族在分布上的特点 ,

以及与分布于 内地 民族之间的不同的特点和差别  

刘稚认为: 跨界民族就是指历史上形成的而现在分

布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并在相关国家交界地区毗邻而

居的同一民族 , 赵锦元 葛公尚认为: 跨界民族就字面

意义而言 , 跨界民族应当包括一切因政治疆界与民族分

布不相吻合而跨国界居住的民族 , 胡起望认为: 跨境

民族就是分别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里长期居住 , 但

又保留了原来共同的某些民族特色 , 彼此有着同一民族

的认同感的民族 ,并且认为: 他们虽然长期分居于不同

国家 ,受当地主体民族或其他民族的不同影响 ,在语言

服饰 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等各方面有 了不同程度的变

化 ,但是在他们传统文化的底层 ,以及 日常生活的深处 ,

与原来的民族传统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他举例进一

步阐明: 汉民族就是世界上人数最多的跨境 民族 , 他们

不仅在中国周边的各国中居住 , 而且在美洲和欧洲的大

城市中形成了自己小聚居区 但是 ,他认为跨境民族与

跨界民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 跨界民族是指同一 民族在

相邻的两国间跨国界而居 ,他们的地理分布 ,基本上连成

一片 , 民族居住地区因国界而划分成为两部分 ,他们是具
有不同国籍的同一个民族 跨界民族是跨境民族的一部

分 跨境民族是指跨国境而居住的同一民族 ,他们的地理

分布可能并不连成一片 ,有的从居住的第二国 迁人第三

国 第四国,他们不仅可以跨国居住 ,有的还远渡重洋 ,成

为了跨海洋而居住的民族 跨境民族是一个 比跨界民族

更宽的概念 跨境民族的一部分是跨界民族 ,但有的民族

因各种原因有了世界性的迁居 ,他们就不仅是跨界民族 ,

而成为了跨境民族 气

而曹兴认为要把 跨界民族 的内涵界定清楚后才能

更全面理解 跨界民族 : 第一 ,要把狭义的跨界 民族和

广义的跨界民族区别开来 狭义的跨界民族 ,就字面意义

而言 , 是一切因政治疆界与民族分布不相吻合而跨国界

居住的民族 究其原因 ,跨界民族是各民族集团之间的自

然地理界限日渐模糊和国家间的政治界限日益分明交互

影响的结果 所以,狭义的跨界民族是民族本身和民族传

统聚居地被国家分隔的产物 , 简言之是国家分隔力的产

物 广义的跨界民族既包括被国家分隔 消极被动跨界而

居的民族 ,也包括主动积极移民跨界而居的民族 前者是

国家分隔的产物 ,后者是移民的产物 所以 ,广义的跨界

民族是国家分隔力和民族跨界(移民)的双重产物 把民

族的移民现象从跨界民族的范畴中肢解出去的做法是不

科学的 只承认狭义的跨界民族 , 而否认广义的跨界民

族 ,也是不全面的 , 并且指出: 跨界民族与跨境民族的

根本区别不在于 是否跨界 ,而在于主动和被动的区别 ,

跨界民族是被国家主权政治分割的产物 , 而跨境民族是

民族主动跨境即移民的结果 气

对于 跨国民族 , 马曼丽是这样定义的: 跨国民族

是对两国或两国以上(无论是相邻国的两侧的 还是远离

边境的) 基本保持原民族认同的 相同渊源的人们共同

体的指称 , ,并且认为 跨国民族是一个兼有文化与政治

内涵的特殊族体 , 石茂明认为 : 跨国族群 更加妥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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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分布在更宽范围的 不受陆地边疆和居住地连片之限

制的同一来源的族裔群体称作为 跨国族群 把 跨

国族群 理解为一种广义上的 跨境族群 ,或者把 跨界

族群  跨境族群 理解为狭义的 跨国族群 ,并坚持 ,

跨境族群 和 跨界族群 并无实质性差异  

随着 跨界民族  跨境民族  跨国民族 在各种学

术著作中的广泛引用 ,也有人对其概念的界定表示质疑

朱伦先生认为 : 跨界民族 是一个错误的概念 , 应该用

跨界人民 来取代 跨界民族 , 在我国民族研究界及政

治生活和社会舆论中 , 跨界民族 似乎已成为一个约定俗

成的术语 ,没有人对它产生疑问 但只要深人研究一下我

们就会发现 , 跨界民族 说是不能成立的 在理论上 , 跨

界民族 说有概念不清的错误;在现实生活中 ,它经不起

民族现实状况的检验 ,他认为 民族 国家具有政治统一

性与地域一体性特性的前提下 , 跨界民族 说也就不能

成立了 ,并认为 跨界人民 和 历史民族 来取代 跨界

民族 , 在相邻 的人 民实现政治统一与地域一体化的过

程 中 ,一些弱小的 人 民 不可避免地或被肢解 ,或被分

化 , 由此形成了 跨界人民  跨界人民 不是同一个 民

族 但从文化和历史方面看 , 跨界人民 又曾是同一个民

族 对于这样一种人们共 同体 , 国外有人用 历史民族

伽st oric威 nat io nali ty) 称之 ;也有人用 文化民族 (c ult ural

nat io n) 称之 笔者倾向于用 历史民族 来界定 所谓 历史

民族 ,是指在历史上具有政治统一性或最终未形成统一

的 国民 国家 (n ati on 一sta te) ,而在现实中被分成了不

同民族(nat ional ities)的 跨界人民  

关于对概念界定和统一 ,学术界会继续争论下去 只

有大家在认 同 跨界民族  跨境民族  跨国民族 的共

通性的前提下 ,才能继续对跨界民族进行深人的研究 本

人认为 跨界 民族 的范围相对于 跨境民族 和 跨国民

族 的范围较小 ,例如生活在中越边界上蓝靛瑶族 ,符合

跨界民族 :在相邻两国国界而居的族群 概念 所以 ,笔

者认为用 跨界民族 这一术语来界定 生活在边界两边

的同一个族群或民族 较为恰当

二 跨界 民族 的形成与分类

跨界民族 是如何形成的? 学界基本认同 跨界民

族 的形成的两种原因

一是 原来居住同一地区的同一民族 , 并非由于迁
居 ,而是由于国界的划定而成为跨境(界)民族 ,念叫 ,换言

之 , 原来就有这些族群 , 原来就居住在这个广大的范围

内 ,本无跨界不跨界之说 ,一划国界 ,他们就成了跨界族

群 ,承网, 这种情况的例子较多 ,如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一

些跨界民族 ,瑶族 苗族 汉族 回族 藏族 景颇族 彝族

哈尼族 ,傈僳族 拉枯族 布依族 京族等等 另外 , 由于国

界的划定而成为跨界民族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朝鲜半

岛的朝鲜族 朝鲜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的成立 , 三八

线 的划定 ,导致了在朝鲜半岛上的朝鲜民族分成了属

于两个不同国家的同一个民族 , 成为跨界民族最为典型

的个案

二是 由于民族人口迁居的结果而形成的跨境民族 ,

这在跨境民族中要 占绝大多数 这种迁居的原因 ,既有政

治的 ,也有经济的;既有被迫的 ,也有 自愿的 ,念四 ,这也就

是说 , 因为人 口移动而形成的跨国族群 ,承附, 但是人口

迁居的原因有出于个别原因 , 也有多种情况综合出现进

行人口移动 如中国南方的跨界民族瑶族 ,瑶族的先辈是

吃过一山又一山 , 这座山的生态环境所能提供的食物

和生活用品不足时 ,就迁徙到另外的一座山 ,在边界的概

念没有完全清楚时 ,瑶族就会迁徙到另外地区的山区 ,这

些地区由于现代国家划定边界后属于不同的国家 , 就把

瑶族分开在不同的国家 ; 也有民族是因为经商而形成的

跨界民族 ,如 中国的乌孜别克族 (图;也有 民族是因为

政治的原因而形成的跨界 民族 ,如 中国的塔塔尔族 ,有

一部分是因经商等从喀山地区经哈萨克斯坦 , 进人新疆
北部居住 , 但也有一部分是19 世纪后半期由于沙俄封建

领主的压迫 ,而越过伏尔加河 ,来到中国新疆的布尔津

哈巴河等地的 念 ,)

跨界民族 的分类 ,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进行

分类 胡起望把 跨界民族 分为四种类型: ,A 型跨境 民

族 , 就是邻国界而居的跨境民族 ;B 型跨境民族是前述跨

境 民族中的一部分居民 ,由于各种原因 ,又从第二国迁入

第三国 第四国 ,他们分居几 国 ,地区并不相连 ,有的甚至

远隔重洋 , 分居不同的几大洲;C 型跨境民族是同一民族

分居在若干国家 , 他们有的在居住国人 口中还占有较大

比重;D 型跨境民族是同一民族分居几国 , 有的部分在别

的国家有了较多的特点 , 尽管他们与原来的民族出于同

一族源 ,在语言 文化上有一定的共通点 , 但是他们有了
自己的民族名称(主要是他称 自称一般相同) ,由于各国

划分民族的标准和理解不一 ,被看作不同的民族 ,念囚

刘稚对 跨界民族 的分类 ,是根据其在相关 国家的

人口比重和地理分布情况 , 可大体分为三种类型: 1.在

相关各国均为主体民族的跨界民族 , 此类跨界民族是指

原来具有共同地域的同一民族后来被国家疆界分隔 , 虽

然分属于不同国家 , 但在相关各国都是主体民族或多数

石茂明: 跨国苗族研究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 04 年 ,第 72 一73 页

朱伦: 跨界民族辨析与 现代泛民族主义 问题 , 世界民族 , 199 9 年第 1期 ,第 12 一16 页
胡起望:(跨境民族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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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 ,如东西德的统一;2.在相关各国主体与非主体并存

的跨界民族 , 是指分属不同国家的同一民族在某个或某

些国家是主体民族 ,在其他国家是非主体民族的跨界民

族 , 如西欧爱尔兰和英 国之间的北爱尔兰人 ;3.在相关

各国均为少数民族的跨界民族 , 此类跨界民族是指在两

个或两个 以上相邻国家都不是主体民族的同一 民族群

体 ,如中国与东南亚邻国的壮 傣 苗 瑶 哈尼 景颇 拉

枯 傈僳 侃 德昂等ro 余个跨界 民族均属这一类型的跨

界民族  

石茂明根据不同分类方法对 跨界民族 进行分类 :

第一 ,从跨界族群(跨界民族)的形成来说 ,可以分为 迁

徙形成的跨界族群 和 边界确定形成的跨界族群 ;第

二 ,根据跨界族群所跨国家数可分为 双边跨界族群份i-

lat eral ero ss一bord er eth nie 脚 uP)  多边跨界族群 (M ulti-

lat eral ro ss 一bo rd e: ethni 叫p) ;第三 ,根据族群与国家

关系 ,可以分为 有母国的跨国族群 和 无母国的跨国族

群 ;第 四 , -少数族群 .是民族问题研究 中的一个重要角

度 "从这个角度看 ,跨国族群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一种是

在跨界而居各国均为少数族群 , 他们一般分布在相关国

家的边境地区 !国家之间的交界地带 ,在国家生活中一般

以边缘人特征呈现; 第二种是在其中一个国家不是少数

民族(一般是该国主体民族) ,而在其他国家是少数族群 ;

第三种是在跨界而居的两个主要国家不是少数族群 , 同

时也 由一些分布在其他国家而成为少数族群;第五 ,从跨

境民族跨境而居的历史形成角度做的总结归类 , 黄惠馄

先生 -对跨境民族做了三个层次的划分 , 一种属于回归

型 ,一种是迁徙型,一种是流徙型 0.气

三 ! /跨界 民族 0的研究内容

从20 世纪80 年代至今 , 中国的学术界对于 /跨界 民

族 0的研究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跨界民族的基本情况的描述 " 金春子 !王建民

在 5中国跨界民族 6中介绍了中国及其周边国家的跨界民

族的一些基本情况 »;马曼丽在 5中亚研究 ) 中亚与中

国同源跨国民族卷 6 中研究了中亚及其中国同源跨界民

族的历史渊源关系及横贯中亚地区的丝绸之路 ¼;范宏贵

在 5越南民族与民族问题 6中介绍了越南的民族以及民族

政策 , 中越 !越老 !越柬的跨界民族及民族问题 ½;周建新

在 5中越中老跨国民族及其族群关系研究 6中介绍了越南

老挝两国的民族概貌 , 对中越中老跨国民族进行了识别

和划分 , 对国家关系影响下的跨国民族族群关系进行了

论述 , 并认为中越 ! 中老跨国民族是一种和平跨居的模

式 ,其跨国民族之间的互动关系有着各 自的特点 ¾"学术

界对跨界民族的研究从宽泛的跨界民族的描述具体到个

别国家的跨界民族研究 "

第二 ,跨界民族相关概念及其理论探讨 "对概念的研

究和探讨是学术界的最为基础的工作 " 学者通过不同的

视角对概念 !理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如 :姜永兴 5我国南

方的跨境民族研究 6(19 88), 申旭 !刘稚 5中国西南与东南

亚的跨境民族 6(1988) ,胡起望(跨境民族探讨 6(19 94 ),

金春子 !王建民 5中国跨界民族 6(1994 ),赵廷光主编 5云

南跨境民族研究 6(199 8), 葛公尚 5试析跨界民族的相关

理论问题 6(1999) ,朱伦 5/跨界民族 0辨析与 /现代泛 民族

主义 0问题 6(1999) ,杨勉 5/跨界民族 0改 /跨界人民 0仍会

造成新的歧义 ) 与朱伦先生商榷 6(2(X 刃) ,马曼丽 5中

国西北跨国民族文化变异研究 6(200 2) ,周建新 5中越中

老跨国民族及其族群关系研究 6(2(X) 2) ,周建新(跨国民

族类型与和平跨居模式讨论 6(200 2) , 马曼丽 5中国西北

跨国民族文化变迁研究 6(2(X) 3 ),石茂明 5跨国苗族研究 6

(2(X) 4),曹兴 5论跨界民族问题与跨境民族问题的区别 6

(200 4) , 马曼丽 ! 张树青 5跨国民族理论问题综述 6

(2(X] 5),周建新 5和平跨居论 ) 中国南方与大陆东南亚

跨国民族 6(200 8), 张兴堂 5跨界民族与我国周边外交 6

(2(X) 9),金炳镐(跨界民族与民族问题 6(201 0) 等 "

第三 ,跨界民族的历史研究 " 范宏贵 5我国壮族与越

南岱族 !侬族的古今关系 6(1982),刘稚 5云南与东南亚跨

境民族的源和流 6(1989),邓雪琴(西双版纳跨界民族的

历史变迁与发展构想 6(1989),严英俊 5略论广西同越南

跨界民族壮 !岱 !侬的形成及其关 系 6(1996),何平(从云

南到阿萨姆 ) 傣一泰民族历史再考与重构 6(2(X) 1),刘

海清 5从历史角度看中越跨界民族与国家安全问题 6

(2的 6 )等 "

第四 ,跨界民族的语言研究 " 通过语言研究 ,来探讨

跨界民族的历史 !文化及认同 "其代表著作有 ,戴庆厦(跨

境语言研究 6(1993), 熊玉有 5谈谈我 国跨境民族的语言

文字问题 6(19 99),韦树关 5越南中越跨境壮侗语族语言

的变异 6(1999)等 "

第五.跨界民族的社会文化 比较研究 " 申旭 5论云南

¹ 刘稚:5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跨境民族6,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1988 年"

º 石茂明:5跨国苗族研究 6,第 75 一78 页"

» 金春子 !王建民:5中国跨界民族6"

¼ 马曼丽:5中亚研究) 中亚与中国同源跨国民族卷6"

½ 范宏贵:5越南民族与民族问题 6,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 , 19 99 年 "

¾ 周建新:5中越中老跨国民族及其族群关系研究6,北京:民族出版社 , 200 2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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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民族文化研究 6(19 89) ,张胜冰 5滇文化与跨境 民族

文化 6(19 94 ), 张有隽(边境上的族群:中越边民群体的人

类学考察 6(19 99 ), 张有隽 5中越边境边民的族群结构 6

(1999), 范宏贵 5同根生的民族 ) 壮泰各族渊源与文

化 6(2以x 2), 马曼丽 5中国西北跨国民族文化变异研究 6

(2 00 3), 石茂明 5跨国苗族研究 6(20 以), 张兆和 5广西京

族跨国身份认同: 试谈中国边界跨境民族研究 6(2(X) 6) ,

刀洁 !和少英 5守望国境线上的家园) 金平傣族的社会

文化 6(200 7), 周建新 5和平跨居论 ) 中国南方与大陆

东南亚跨国民族 6(200 8) 等 "

第六 ,跨界民族的边贸经济研究 "学者从经济学的视

角去研究跨界民族的边贸经济问题 , 代表著作有: 刘稚

5论跨境民族与云南的对外开放 6(19 92), 邓雪琴 !张琴

5关于云南边境贸易发展现状 !问题及政策 6(1995 ) ,侯峰

5云南跨境民族边贸 6(19 96),李绍明(中国与东南亚跨界

民族的改革开放问题 6(2(X旧),方芸 5云南跨界民族与可

持续发展 6(2001)等 "

第七 ,跨界民族的地缘政治研究 " 学者从政治学 !国

家关系学等视角去研究 ,主要的代表著作有 :范宏贵 5日

益严重 的越南民族问题 6(1981),范宏贵 5越南民族与民

族问题 6(1999) ,金炳镐 5跨界民族与民族问题 6(20 10 )等

等 "赵廷光 5关于云南与周边国家跨境 民族的综合研究 6

(19 93 ),刘稚 5云南与周边民族国家和民族问题的相互关

系 6(1997) , 曹兴 (跨界民族及其对地缘政治的影响 6

(19 99) , 周建新 5跨国民族类型与和平跨居模式讨论 6

(200 2) , 闺文虎 5跨界民族问题与中国的和平环境 6

(200 5) ,何跃 5非传统安全视角下的云南跨界民族问题 6

(2(X) 6) ,葛公尚5当代国际政治与跨界民族研究 6(20 06 ),

张兴堂 5跨界民族与我国周边外交 6(2009 ),栗爱峰 5地缘

政治视角下我国西北跨界民族问题研究 6(2010 )等 "

四 !结 语

本文从跨界民族研究的几个基词 (k ey wo rd s)出发 ,

为跨界民族整个研究成功提供可能性 "本文先从跨界民

族的概念人手 ,不 同学者有各异的界定 ,发现不同概念表

达了不同学者是对于不同的研究对象的界定 , 学者们从

不同的研究视角对不同的研究对象进行表述 , 虽然是相

近的研究领域 ,实质上是对于不同的研究范围进行研究 "

跨界民族的概念有不同的界定 , 理所当然的是跨界民族

就有了不同的分类和研究内容 " 从对跨界民族整个学术

史的回顾中 ,不难发现 ,对于跨界民族的研究 中 ,大部分

学者从 /大 0的面和很多的点出发 , 而与人类学传统的研

究方法是从 /小 0的点(村落社会)出发去反映 /大 0(社会

文化)则不同 " 所以 ,只有用人类学的方法和视角去研究

跨界民族 ,从 /小地方 0人手 ,在田野中进行长时间的参与

式观察 ,对其方方面面进行研究 ,把整个 /大社会 0的拼图

展现出来 ,才能较为妥当处理整个跨界民族的研究 "

=审稿!责编:郭正涛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