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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西北地区不仅是一个地理方位的概念，而且也是一个历史、文化、民族互动交汇的概念。
因此，相对于内地，西北是一个边地；相对于中原文化，西北是一个文化多样性的舞台。
从历史的视野来看，西北这一人文地理区域，在中国历史上是种族、民族、文化、宗教等方面互动频
繁且影响深远的地区，世界文明的东西方古道“丝绸之路”和影响中国乃至世界的许多重大的历史事
件源自西北；从现实的视角观察，西北这一人文地理区域，关系到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进程、欧亚大陆
桥的贯通和国家外部安全环境的构建，可谓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点。
所以，加强西北地区的历史与现实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由兰州大学、新疆大学两位副校长杨恕教授和吴福环教授牵头支持、马曼丽教授主编的“中国西北
跨国民族研究丛书”，基于西北地区诸多历史民族的跨国而居现状，从生态地理、人口分布、民族渊
源及其流变形成的跨国现象入手，以族别分卷对西北跨国各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进行了系统研究，堪
称我国跨国民族研究方面的力作。
    民族是一个历史形成的人类群体形式，其形成过程中受到自然条件和社会进程的双向影响，前者主
要造就了民族的文化特征，即在不同的自然地理、生态环境中所形成的认识自然、适应自然和改造自
然的那些方法和价值观念；后者主要造就了民族的社会属性，即社会组织、阶级分化、社会分层、权
力结构和国家归属等。
民族如同国家一样，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演进发展，民族经历了从血缘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到民族
的发展过程，国家经历了城邦、帝国、民族君主国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
在这一个过程中，民族与国家交互影响，改变着民族的命运和面貌，演义着国家的兴衰和嬗替。
很多古代民族已淹没在江河行地的历史波涛之中，很多国家也在存亡绝续的历史演进中，成为现代考
古学的发现对象。
直到18世纪西欧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和伴随着民族国家模式的形成，世界国家的格局才展现出现代的
面貌。
民族这种人类共同体，也进入了稳定发展的阶段并都有了国家的归属。
    现代民族国家基于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基础上的边界划分，以边境线的方式确定了一个国家的领土
，同时也确定了属于这一领土范围内的人民。
对于绝大多数国家来说，它们的人民都是由多民族构成的。
现代民族国家层面的民族，是指享有该国公民身份的所有居民而无论其表现出何种肤色、讲哪种语言
、信仰什么宗教、有怎样的习俗，等等。
但是，这并不排除这一整体国民中存在的诸多历史延续下来的民族，如中国56个民族意义上的民族。
因此，我们说现代民族国家绝大多数都是多民族国家。
虽然现代民族国家通过对领土、边界的主权维护而确立了各自的独立地位和作为国际社会行为主体的
基本角色，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在确定国家边界的过程中，也普遍存在某些历史上属于统一民族的
群体分属于现代不同国家的现象。
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样的，如历史上的民族迁徙、移民和国家领土赢缩，等等。
但是，近现代的原因主要与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扩张、兼并、肢解、分割他
国领土等问题联系在一起。
例如，非洲国家几何图形式的边界，就是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分割非洲大陆的结果，它将许多属于同一
部落、部族的人民，划分在不同的国家之中；又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奥匈、奥斯曼等帝
国的解体和中东欧地区在大国主导下的国家重组，使1600万人成为脱离其民族母体而置身于其他国家
的少数民族；再如，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所引起的国家重组，同样造成很多同一民族多
国归属的现象，仅俄罗斯人就有2500万居住在俄罗斯联邦以外的其他前苏联加盟共和国而成为新的跨
国民族，等等。
    中国也是一个跨国民族众多的国家，除了移民海外的华人群体外，在中国陆路边疆及其毗邻的周边
国家之间，存在30多个跨国（或跨界）民族，其中西北边疆地区即是跨国民族较多的一隅。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民族学界对跨国民族现象的研究显著加强，中国世界民族学会也连续召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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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跨界民族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云南地区在这方面的研究十分活跃且成果显著。
中国学术界对跨界民族问题的研究，是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形势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视察的重要讲话发表以后，中国的陆路边疆地区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通
过边民互市、边境贸易、文化交流和探亲访友等形式不断加强着中国同周边国家之间的联系，其中具
有历史上亲缘关系的民族群体之间的国际交往也日益密切，因语言相通、文化习俗相似等便利条件为
中国和周边国家关系的发展建立起民间交往的桥梁。
但是，与此同时，在发展周边关系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利用边贸的渠道贩运毒
品、拐卖人口等违法犯罪问题也相继出现。
尤其是在冷战后世界性的民族主义浪潮影响下，美国等西方势力也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干涉包括中国
在内的他国内政，使极端民族主义、极端宗教势力和国际恐怖主义问题也成为影响中国边疆地区社会
稳定和改革开放的重要因素。
例如朝鲜半岛的“大高丽民族主义”，蒙古国内的“三蒙统一”思潮，中亚地区的“东突”恐怖主义
势力，以达赖为首的西藏分裂主义势力等，都在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图谋分裂中国。
而这些打着“同一民族”、“同一宗教”旗号的“三种势力”及其渗透性影响，也在中国边疆地区引
起了不同程度的反应。
因此，加强跨界民族研究，对于中国来说不仅具有推动民族学等学科深入发展的学术价值，而且也具
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正是基于对这样一种形势的思考，兰州大学、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编写的“中国西北跨
国民族研究丛书”，不仅开辟了系统研究西北地区跨国民族的先河，而且该丛书的第一卷专门就跨国
民族问题的理论进行了梳理与研究。
事实上，近年来在跨国民族研究方面中国学术界虽然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是在跨国民族理论方
面的研究仍处于滞后状态。
因此，马曼丽教授辟出专卷研究和探索跨国民族理论，应该说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和可敬的理论勇气
。
确实，对于中国陆路边疆与周边国家之间普遍存在跨国民族现象的现实而言，除了对跨国民族形成的
历史原因探究以外，对跨国民族的民族主义、跨国民族与国家关系、跨国民族的交互影响、跨国民族
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交往等一系列问题，不仅需要作出实证性研究，而且需要从理论上作出解读和阐释
。
这套丛书在这方面的用功是令人钦佩的，特别是编著者能够从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全球化进
程的视野来研究中国跨国民族问题，并结合国际政治学等学科对与跨国民族直接相关的地缘政治、国
家安全和构建和平跨居模式等问题的探讨，不仅体现了立足本土、放眼世界的学术视野，而且体现了
理论联系实际、学术服务于现实的应用特点。
    我们面对的世界是一个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西方国家的发展已经展现了诸如欧洲联盟这样
的超国家形态，欧盟国家在取消边界、统一货币、经济整合等方面已经迈出了引人注目的步代，由此
也产生了诸如“民族国家衰落”、“主权让渡”和构建“欧洲民族”等说法。
然而，欧盟现象虽然表现了全球化时代国家模式演变和民族整合走向的可能性，但是对于广大发展中
国家来说，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仍是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安身立命、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需要
在至今仍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坚持和维护。
因此，包括跨国民族研究在内的涉及到中国历史、周边关系、疆域领土、地缘战略、地区安全等方面
的问题，必须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套丛书的出版，不仅会推动民族学等相关学科对跨国民族现象、理论和实证的研
究，而且也会对我国边疆地区的改革开放、社会稳定和发展同周边国家关系以及建立地区安全机制等
方面提供有益的参考，故以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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