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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民族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为基础，通过实地调查（包括问卷调查、个案深度访谈）资料和政
府的相关统计数据资料，描述和分析了近七十年来大瑶山族群关系的历史和现状。
书中描绘了金秀大瑶山的族群发展新画面：民族、族群之间不再像以往那样泾渭分明，而是日益渗透
或“融合”，这种趋势不仅体现为以汉语为主的公共语言更为流行、各族风俗习惯趋于相似、居住上
趋向混杂，也表现为族际交往的频繁、族际通婚的增多以及族群边界的日渐模糊，或者说，民族、族
群之间不仅有血缘意义上的相互渗透与“融合”，也有文化上的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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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族群关系的早期历史　　当代的族群关系往往是历史的某种延续，历史上族群之间关系融
洽与否对今天的族群关系都有一定程度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研究今天的瑶、汉、壮关系，对历史的回顾是十分必要的。
由于瑶人大约于唐宋期间才迁入广西，而这一时期有关瑶、汉、壮关系的史籍资料比较有限，故我们
把焦点主要集中于明清两代。
　　在清代以前的中国历史典籍中，人们很难找到“大瑶山”这一地名，这一带地区直到宋代以后才
因“瑶乱”而广为人知。
从现今我们能够掌握的史料来看，大瑶山真正闻名朝野的是在有明一代，当时这一带被称为“大藤峡
”，因经常发生所谓的“瑶乱”，朝廷对此地区的瑶人展开了连年的征讨。
本章将从明代中原王朝对大藤峡地区“瑶乱”的“征剿”开始，探讨明清以后大瑶山瑶人与周边地区
壮、汉人关系的发展过程，以及瑶人列中原王朝和地方政府的态度。
　　一 明代大藤峡的汉瑶关系　　明朝立国于1368年，从此“瑶乱”便屡屡发生。
为了“平定瑶乱”，朝廷发动了近二百年之久的“征剿”，这场经年不息的武装镇压，被称作是中原
王朝对瑶人实施的一场“大屠杀”，对后来的瑶、汉、壮关系的恶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造成了
大瑶山此后数百年间与外界的隔绝以及瑶、汉、壮相互排斥格局的形成。
但是，为什么“瑶乱”会频繁产生？
大藤峡瑶人与周边地区汉、壮人和中原王朝这三者之间是何种关系？
瑶人如何看待与汉人和中原王朝的关系？
对这些问题，学界的探讨不多，亦不深入。
在此，笔者尝试以有限的史料对之作粗浅的分析。
　　（一）“瑶乱”：瑶、汉关系的恶化　　有关明代大藤峡地区瑶人与周边汉、壮人的关系状况，
较少有人论及。
史籍中充满了关于这一地区“瑶乱”频发和朝廷对瑶人大肆征剿的记载。
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瑶人与周边地区汉人关系的紧张由来已久，自宋代以来许多地方瑶、汉之问的
冲突时有发生。
而到了明代，在广西大藤峡一带，这种紧张关系上升为更大规模、更激烈的武装冲突。
对这种冲突的记载常常以“瑶贼作乱”等字眼出现在有关史籍当中，成为被频频提及的历史事件，但
却极少有人深究其起因。
那么，史籍中的“瑶乱”指的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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