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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孤岛与族群边界存续
) ) ) 江西/两江0畲族移民村研究

t 胡明文,古新仁

[摘  要]  通过对江西三个/两江0畲族移民村落的比较研究发现, 在现阶段族群与族群关系存在多

样性, 一方面, 各民族的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日渐近似,但也突出和强化了大家的差异性, 少数族群在民

间精英和政府力量的推动下, 由相对弱势转为社会经济的强势族群, 给新时期的族群关系演变也带来了

不和谐因素,可能会导致新的矛盾和冲突,应该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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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solated Island of Immigrants and Ethnic Boundaries
) ) ) A Case St udy of the She Villag es of Immig rant s in Jiangx i

Province f or the Cons truction of the Two Rivers

HU M ing-w en, GU Xin-ren
( J iangx i A gr icul tur al Univer si ty , N anchang 330045, China)

Abstract:With a comparat ive study o f the thr ee She villages of immigr ants
in Jiangx i Province w ho migrated because o f the const ruct ion of Xin'an River and

Fuchun River in Zheng jiang Province, this paper f inds that ethnic gr oups and

ethnic relat ions are diversified in the cur rent stage. While the cultural v alues and

lifestyles of dif ferent ethnic groups are more and mor e alike, their differ ences ar e
being enhanced and highlighted. Some former ly less- pr iv ileg ed ethnic groups,

driven by their elites and governmental suppo rt, have become more pow erful in

social and econmic development , thus bring ing some factors of inharmony to eth-
nic groups in the new contex t w hich may lead to new contro versies and conflicts,

and thus merit at tention from 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Key Words: She Ethnic M inority; ethnic g roups; ethnic boundar ies; imm-i

g rants

一、研究缘起

本
研究所关注的是 38年前,因修建新安江、富春江水

库从浙江来到江西的畲族移民。这些移民是在政

府行为的强烈干预下,被动搬迁的,他们面对的是

一次巨大的经济、社会、人生变迁和利益损失 ,旧的社会组

织和社会关系网络被破坏 ,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标志物的

丧失,使他们成为了弱势群体。这些移民在汉族包围下有

的被同化,有的则形成/ 移民孤岛0 ,他们是如何重建生产系

统 ,固守和传承本族文化, 又是如何有选择地重构本族文

化 ,在与当地人的互动中族群关系如何变迁等 ,这些问题引

起了笔者的极大兴趣。

江西的畲族主要分成三类:一类是在解放后一直归属

于汉族, 1985年以后逐步落实民族政策被确认的畲族;一

类是从浙江迁徙来的/ 两江0库区移民 ;还有一类是自古以

来便繁衍生息于闽、浙、赣、粤等省交界地域,明清以来逐步

定居、杂居于各省(市)山区及其边缘接合部的畲族。

以往的畲族族群研究更多的是把话题集中在这一族群

的内在要素的分析上,或者是对族源的追溯, [ 1] [ 2]或者是考

证族群的形成过程, [ 3]或者是描述族群文化的构成要素 , [ 4]

多强调族群整体的同一性、延续性, [ 5]对族群内部的差异性

研究不够;并且对内陆腹地特别是江西省畲族族群研究得

少。中山大学的周大鸣教授是较早关注江西畲族族群的学

者,周教授的研究[ 3] 定位于已丧失畲族文化和语言的第一

类畲族,而笔者的研究定位于第二类即由浙江迁徙来的工

程移民,这在以往的族群研究中是很少的。

由于不同地区的族群关系各有特点,演变的进程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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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着各不相同的主导因素,本研究所依据的是北京大学

的马戎教授通过整合国内外族群关系分析理论,结合国内

情况,提出的族群关系分析方法 , [ 6] ( P5~ 29)注意从四个方面

的视角:历史的观点、动态的观点、多元影响的观点和比较

分析的观点 ,用访谈调查和问卷调查来了解当前生活在不

同环境和发展条件中畲族移民的族群及族群关系的现状 ,

是如何形成和演变的,不同情况、不同时期的畲族是如何看

待身份、看待自己族群与他族群的差异,分析产生差异的原

因 ,力图通过对三个调查点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从微观

层面理解和分析不同地区的族群关系,从族群互动的角度 ,

探讨在不同地域中族群与族群关系形成发展的共性与特

性 ,并对其演变过程进行理论解释,以丰富中国现阶段的族

群研究内容。

二、调查点简介

笔者之所以选择这 3个村 ,是因为 3个村的畲民都是

来自浙江纯安县畲族村, 他们有着共同的来源 ,迁徙路线 :

福建y浙江纯安y浙江建德y江西资溪和武宁,形成现在

的 3个畲族村落社区,互相之间都有亲戚在对方。武宁县

地处赣北,距南昌 170公里,资溪县地处赣东南,距南昌 280

公里。初到江西时,移民的条件都是非常差的 ,无论是居住

条件,还是田地都比本地人差,然而 38年过去了, 3个村落

在经历了一系列社会经济转型后 ,他们利用本地资源都走

上了富裕之路,成为官方所谓的/ 浙江移民现象0。但无论

是生活水平、村容村貌,还是民族文化的传承和族群认同 3

个村都有异同。

表 1  调查点村落的基本情况汇总

总人口
(人)

畲族人
口(人)

总户数
(户)

畲族户
数(户)

人均耕

地面积
(亩)

人均山

林面积
(亩)

农业

总收入
(元)

外出打

工人数
(人)

新月畲族村 468 391 117 114 1. 49 4. 91 4000 147

漾都村3 个

畲族小组
469 380 90 83 0. 62 1. 78 1470 157

团结村2 个

畲族小组
296 210 82 56 1. 02 3. 3 2000 18

  ﹡外出打工人数是指离开家外出半年以上的,不包括在县域内的打临工

的人。

调查点 1:资溪县新月畲族村,地处资溪县南部,距县

城 17公里,全村有 117户,共 468人,有 4个村民小组, 1995

年前 4个畲民小组分属 2个村委会, 1995年为了享受国家

对少数民族更多的优惠扶持政策 ,把 4个畲族村小组合在

一起成立了自治村) ) ) 新月畲族村。4个村小组互相相距

1~ 2公里山路。

调查点 2:武宁县罗枰镇漾都村 ,位于县东南部,距县

城 20公里 , 2005年并村后全村有三千六百多人, 26个村民

小组,其中浙江汉族移民小组 9个,畲族移民小组 3个,当

地人村小组 13个。3 个畲族小组都在镇政府所在地 ,相隔

不远,与浙江汉族移民和当地人混居。

调查点 3:武宁县新宁镇团结村,位于县南部,距县城 8

公里,该村畲民和浙江移民到江西武宁后,由于修建柘林湖

水库 ,又搬迁了一次,属二次库区移民。全村共有 15个村

小组 ,其中 3个浙江汉族移民小组, 2个畲族移民小组。畲

族小组单独居住,与当地人和浙江汉族移民村相距有 2~

21 5公里路。

三、调查点族群与族群

关系现状的比较

(一) 民族文化在固守与变迁中依然保存并有选择地

发展

族群的边界不仅包括看得见的符号和标志, 如语言、

住房、谋生方式和生活方式,还包括看不见的价值观念和意

识形态。调查点的畲民之所以被他族称为畲族或自我认定

是畲族的根本是姓氏和语言,其次才是风俗信仰。

1.姓氏。姓氏在畲族文化结构中,是不可或缺的组成

部分 ,既可作为畲族文化的象征 ,也是畲族的符号,天下兰、

雷、钟是一家,这是由生物性决定的。新月村有 3户汉族 ,

卢姓汉族是其中一户雷姓畲族的干儿子,从浙江移民到新

月村 ,其妻也是汉族 ,长期在畲族群中生活,他全家都会讲

畲语 ,生活习俗都与当地畲民一样,但他本人以及当地畲民

还是认为他是汉族。还有一户焦姓汉族,他是南下干部,娶

了畲族女子,其女儿本来也姓焦,后改姓兰 (随母姓 )后,才

把民族身份改为畲族,她就是现在新月村的村主任、世界妇

女代表大会代表、省政协委员兰念英。可见姓氏是族群身

体确定的一个边界。

2.语言情况。语言是各族群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语

言的交流与融合是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表面

上三个调查点的畲民和其他外族媳妇都能说畲语 ,老一辈

畲民们固守祖训/ 族可改,腔不改0 ,也就是说可以改族随大

族(汉族) ,但不能改腔,否则就是自己看不起自己 ,自己笑

自己。在外地或在自己家遇到会讲畲语的,那就是跟自己

家人一样很亲切,畲语是他们民族情感的一个重要载体,说

明本族语言是这个族群的文化边界(底线)。

在漾都村,由于与浙江汉族移民和当地人住在一起, 30

岁以上的畲民们都能说 4种以上的方言,除本民族语言外 ,

还能讲浙江方言、本地方言、普通话,在家中和本族沟通时

说本民族语言 ,与浙江移民沟通时说浙江方言,与本地人沟

通说本地方言,与外地人沟通说普通话。30岁以下的人就

不会说浙江方言。居住在一起的当地人和浙江汉族移民中

有 20%也能说畲语, 50%都能听懂,因为经常串门,听多了

也会说几句了。村民们以能说一种别人听不懂的少数民族

语言而感到自豪。笔者在漾都村还调查了 5名 9~ 12岁的

小学生,他们在学校在家都说普通话,畲族话都能听懂但不

愿说 ,常年在外打工的外地媳妇也不会说。

而在新月村和团结村 ,由于居住地中没有其他族群,畲

族语只有本族人会说,附近的浙江汉族移民和当地人连听

都不能听懂,更不会说了。团结村民族小学的雷校长说 ,

1986年以前 ,当地人、浙江移民汉族、畲族小学生之间沟通

很困难,都说自己的方言,才把她这个当时村中唯一的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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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招到学校当老师, 主要起沟通作用, 这种情况到

1998年以后就不存在了 ,因为学龄前儿童都要进幼儿园学

习普通话,在学校都讲普通话 ,有些孩子回家也就不想说本

族话了。

3.宗教信仰。新月村畲族主要宗教信仰是道教,信奉

的神灵有陈氏娘娘、本族祖先兰灵公,以及把他们带到资溪

新月村来的雷法霖。新月村 1990年集资建起了/ 回龙庙0 ,

除传统的抽签算命外, 最特殊的是该庙还能抽药签给来求

医的人带回去照签抓药治病,笔者看到庙里有很多药签,管

理人雷某还拿出搬迁时藏在泥土中带过来的桃林雕板药

方 ,他说是祖宗兰灵公法师手中传下来的,畲民都信它,靠

它治病,很管用,不能丢失,因畲族医药具有特殊传艺方式、

独特的疾病观和治疗方法。现在这个庙已是远近闻名了 ,

附近的汉族和远在浙江、福建的畲族都会来抽签。庙里供

奉着临水陈氏夫人(陈靖姑 )的牌位,陈氏娘娘生前做过许

多济世救人的善事,死后成了/ 妇幼保护神0 ,此信仰主要分

布在福建、浙江、台北和东南亚国家,这也说明这支畲民祖

先是来自福建,并受汉文化影响而信仰陈氏夫人。新月村

畲族祖先兰灵公法师是得到陈氏夫人的真传,十四岁成神 ,

会很多神道 ,能给人看病,兰灵公死后,其后代把他作为神

仙来祭祀,这一信仰一直传承下来。/ 文革0时 ,由于怕被说

成是封建迷信,新月村的畲民半夜起来杀猪、做米果,每家

做 4个菜,祭祀是下半夜进行,天亮就散开。改革开放后才

能公开举行祭祀活动。现在全村一年要举行 3 次庙祭,八

月初一为祭陈氏娘娘圣诞日,二月十九为祭兰灵公生日,八

月十九祭雷法霖生日。雷法霖也是一位精通神道的民间法

师 ,是他把他们带到这来的,为了纪念他, 2000年把其生日

八月十六定为庙祭。每逢这 3个节日,庙门口就要摆四五

十桌,连附近相信的汉族也会来祭,过去武宁县团结村的畲

民每年二月十九祭兰灵公和八月初一祭陈氏夫人时都会派

代表十多人过来参加,这是他们共同崇拜的神明,这两年由

于老的人去世了,过来的人就很少了。

武宁团结村的畲民 ,刚迁移过来的那些年 ,每逢八月初

一 ,也在晚上杀猪祭陈氏夫人和兰灵公 , 1999 年到新月村

把回龙庙的香火分了一部分过来,也建了一个简单的庙,大

年三十晚畲民都会去祭拜。而处在同一县的漾都村很早以

前就没有畲族这一传统宗教祭祀活动了。

4.风俗习惯。风俗对人们的社会生活有着重要的影

响 ,风俗具有民族性,它既是民族认同的纽带 ,又是民族区

分的标志。移民面对新的生存环境不愿意张扬民族自我 ,

怕加大被当地社会接纳的阻力,一方面要坚持本民族的文

化本源,如信仰;一方面又要接受文化的变异 ,实现与当地

社会的融通,因为传统风俗中有些容易招致误解、猜忌甚至

敌意,如畲族的神明信仰。一般而言,物质风俗 (衣、食、住、

行等)融通的幅度较大,程度较高。调查点的畲民在建筑、

服装、结婚仪式等都与当地人一样,只是在老人去世后的丧

葬习俗传承下来了。每逢村中有人去世,全村的人都要去

看 ,要唱悲歌,把死者一生的优点、吃过的苦都要唱给家族

中的人听。笔者在团结村调查时正好目睹了这一场境,一

个 50岁人带着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在唱 ,年轻的男人可能

是才学的,记不住,拿着本子看着唱。据说村中能唱这种歌

的人只有上了 50岁的十多个人会唱了。在畲汉混居的漾

都村 ,生活习俗中畲族互动的例子就更多了,如吃狗肉,漾

都村的畲民不仅吃狗肉,而且还不剥皮烤着吃,后来当地人

也学着这样吃,说是味道更好;以前畲民每天只做一次饭 ,

现在这一习惯也改了 ;以前初一、清明、冬至都要把做好的

菜摆到祖先坟上去祭祖,现在很多畲民家特别是年轻人嫌

麻烦 ,也学汉族在家门口摆摆,画个圈烧纸就算祭完了等 ,

诸如此类互相影响的例子很多。

而新月村的畲民却坚持至今不吃狗肉,坚守着传统的

家祭和庙祭,并且还增加了新的神明崇拜 ,即前面提到的把

他们带到此地来的雷法霖 ,这又成了此族群与其他畲族族

群的界线。1995年并村成立畲族村后,为了彰显自己的民

族性 ,特意到浙江丽水等畲族聚集区寻找,学习畲族文化 ,

并加以重构,如 1998年因山洪冲垮房屋后 ,政府扶持灾后

重建的新房就带有民族性 ,白色的墙壁上画满了象征畲族

文化的图腾和神话传说,如/ 三公主求雨0、/ 畲族四姓0、/ 劳

动之源0等主题,让人一进村落就能感受到其鲜明的族群

性;另外村里组织给大家都做了一身畲族服装,是从浙江景

宁请的师傅做的,遇有上级领导和新闻记者来,或出席重要

的活动,都会让畲民穿上本族服装;客人来了,畲族用传统

的方法酿造的/ 女儿红0和/ 桂花酒0招待;唱畲族敬酒歌;看

武术和绝艺,这些都将开发成民族旅游资源。

从以上比较结果看,新月村民族文化的固守与传承要

比其他两个村好,并且在有选择地发展族群文化,而与汉族

混居且又在镇政府所在地的漾都村,畲汉互动的结果是其

文化边界进一步模糊,除语言外其他与当地人无差异。

(二) 社会经济结构与组织制度的变迁提升了族群地

位

在新月畲族村,由于该村有较丰富的山林资源,经济结

构以竹、木、笋、水稻为主,刚来时政府工作做得好,当地人

很友善,给他们送米送菜吃 ,凭着勤劳 ,第二年他们就通过

移河改道,增加三十亩良田 ,成了全省移民的先进典型,参

观学习的人很多,从那以后一直受到政府的关爱。他们还

教会当地人怎样施用化肥、种果树苗木, 帮助他们增产增

收,族群互动频繁,很长时间以来当地人都以为他们是汉

族。为了更多地享受政府的民族政策 ,在地方政府的支持

下, 1995年把 4个畲族村小组合并组建成民族自治村,在民

族精英的带领下 ,找准苗木这一产业 ,并成立了/ 新月畲族

村苗木发展有限公司0 ,以/ 公司+ 农户0形式,村民以苗木

入股分红,对外承接绿化工程,这些制度变迁使畲民的年收

入由 1995年的八百多元上升到目前的四千多元,仅苗木就

人均增收两千元 ,户户住进了宽敞明亮具有畲族风情的两

层小楼,成为有名的/ 富裕村0和/ 育苗专业村0,并多次被国

家民委和江西省政府授予/ 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0和/ 文

明村0等荣誉称号。生活水平在当地是最好的,形成较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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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分层,产生社会经济优势势能,让当地人和浙江汉族

移民羡慕不已,主动向其靠拢、学习。新月村在自己富起来

的同时,也积极带动周围的当地人和浙江移民种苗木、传技

术、代销 ,所有这一切似乎都向我们展示着一个族群和族群

关系美好的未来。但通过笔者深入访谈,发现事实并非如

此 ,无论从族群内部还是外部观察, 处处潜伏着不和谐,甚

至是冲突。主要表现:首先我们从族群内部看,传统社会

中 ,宗族与宗族之间并不是像一潭死水 ,平和静止的,更多

的是处于一种稳定与动荡临界状态。造成宗族之间这种微

妙关系多由彼此之间社会、经济资源分配的情形所决定,特

别是经济利益的得失与多少,成为双方关系的重要因素。

在新月民族村的村委会 5个干部中,没有一个雷姓村民,这

是很不正常的,权力明显偏向一方;在新建村小组的 123人

中 ,兰姓有占 50% ,雷姓 40% ,还有 10%为钟姓,但在外打

工的雷姓就有三十多人 ,兰姓只有 4 人。原来兰姓宗族在

村庄权力结构中占上风 ,苗木公司由其垄断,兰姓充分利用

政府的扶持政策,在外承接绿化工程,村委会中雷姓无权在

本宗族争利,只好外出打工,这是族群内部两股力量的较

量 ,存在内部的不和谐。其次我们从族际间关系来看,对与

新月村仅半里路之隔的际下村当地人的调查后发现,当地

人的生活状况远远不如新月畲族村 ,连自来水都还没通,当

年畲民从浙江移民来时, 该村人送米送菜,帮他们盖房子 ,

互帮互助,非常友善,有的甚至结拜成了兄弟 ,在民族村未

成立前他们都属一个村委会,经常在一起开会 ,民族关系可

用亲如一家来形容。1995年成立民族村后,新月村的确发

生了巨大变化 ,当地人说畲族村不是靠自己的双手,而是靠

向国家要钱要贷款,送礼找关系,吹牛发展起来,心里很不

服气。而新月村的畲民也没像官方报道中所说的那样,帮

助当地人发展苗木生产。际下村村民说,我们村根本没有

种苗木,只是给他们打短工 ,到他们的苗木基地打工,起运

装车,赚点劳力钱。他们的苗木基地在水源上头,还时常与

他们因放水灌溉闹纠纷。去年因即将进行的林权制度改

革 ,牵涉到当地人的长期利益 ,就引发了当地人集体到县政

府上访,当地人说 :/ 移民来江西,占了我们的山林,那是支

援国家建设,我们没意见,但我们也要享受国家对移民的优

惠政策。0笔者认为这一问题如果不处理好,可能会成为激

化现有的族群关系的导火索 ,引发族群矛盾冲突,可见,随

着社会经济政治地位的提升,新月村的族群关系并没有在

这种互动过程中像官方所说的那样趋向更和谐,而是趋于

紧张,变得越来越纷繁复杂。现在或今后的族群关系会怎

么发展演变 ,需要地方政府和新月村畲族精英们的共同努

力来调适新的制度变革给族群关系带来的危机。

相比之下,武宁县的 2个村的族群关系的走向是更加

和谐。初移民来武宁时 ,他们吃大锅饭,住茅棚,生活条件

非常艰苦,特别是团结村的这一支畲民,迁移到武宁后又因

修建柘林湖水库,又再次迁移到现在的地方(过去是一片坟

地 ) ,这种大变迁给老一辈畲民留下的历史记忆是不堪回首

的痛处。1990年以前团结村的畲民与当地人很少来往,当

地人很看不起他们,彼此间经常为争夺水源和上山采茶发

生械斗,他们只与迁移来这的浙江汉族移民有来往,在一个

大村里形成 3个界线分明的群体,各自讲各自的语言,维持

自己的生活习惯。改革开放后,最先富裕起来的是浙江汉

族移民,他们不仅勤劳而且脑子活,肯学习 ,敢创新,最先在

赣北试种柑桔和梨成功 ,走上富裕之路。畲民最先从他们

那学来技术,同样靠着勤劳使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改善,很多

超过了当地人 ,从房屋就可看出 3个群体的富裕程度,浙江

汉族移民最好 ,畲族其次,当地人要差些,经济状况的改变

使群族关系也趋向缓和。如今外地人到村里,凭眼睛就能

看出哪些是浙江移民哪些是本地人,白天移民家是没人的 ,

都在地里干活 ,房前屋后没有闲着的地,看不见打牌聊天的

人。在 3 个村落中团结村出外打工的人最少,去年附近的

县工业园建成后,才有几十人去打工,每天都回来住,而在

这之前只有十多个人在外找工,主要原因是畲民有小富即

安的思想,不愿外出。

漾都村所在地是个移民镇,各地的移民多,大家相处都

很融洽,由于土地山林资源少,从 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开

始,畲民就与汉族一样以外出打工为主要经济来源,从生活

水平看都差不多,没有明显的社会分层和较大的利益冲突。

只是武宁的这两个村都是畲汉合在一起,与汉族相比他们

在人数上不占优势,所以历年村民委员会海选,尽管也努力

了,但都没有被选上的,在村委会当权的大多数是当地人 ,

国家给少数民族和浙江移民的一些资金扶持项目 ,村里总

是截留,用到畲民头上的很少,这让这两个村的畲民感到有

些不平衡和失落。

(三) 通婚情况

不同族群间通婚的比率能够深刻反映族群之间关系的

深层次状况,是衡量任何一个社会中人们之间的社会距离、

群体间接触的性质、群体认同的强度、群体相对规模、人口

的异质性以及社会整合过程的一个敏感性指标。畲族原先

禁止与汉族通婚,长期以来固守族内婚,兰、雷、钟互相通

婚,进入 20世纪 90年代后,这种状态才有较大改变,表 2

就是调查点的通婚情况,从表中看在 3 个村的差异并不明

显,都占 1/ 3,但结构上有明显差异。

表 2 调查点村落的通婚情况汇总

族内婚对
数(对)

畲汉通婚
对数(对)

占畲族总户
数的百分比

35岁以下的
通婚数(对)

占通婚总户
数的百分比

新月畲族村 70 44 38. 60 16 36. 36

漾都村畲
族村小组

53 30 36. 14 15 50. 00

团结村畲
族村小组

36 20 35. 00 17 85. 00

在团结村 80%以上的通婚是发生在 20世纪 90年代末

期。经过两次移民后,畲族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更加低下,当

地人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 :/ 有女莫嫁浙江人。0因为浙江人

太勤劳了,怕女儿将来吃苦。/ 有女更不能嫁畲族人0 ,因为

他们是山上的野人,没文化又野蛮。的确团结村老一辈畲

族人几乎都没文化,由于历史原因和生活环境不同,畲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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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格强壮,遇到纠纷械斗,当地人不是他们对手,所以 3个

族群(当地人、浙江汉族移民、畲族) 之间讳莫如深,一直不

来往,当地人对畲族存在明显的歧视和偏见,团结村的媳妇

大都是本村和漾都村的女子,本村的姑娘也不外嫁汉族,按

老人们的说法是/ 肥水不流外人田0。导致近亲结婚的增

多 ,都是姑表、姨表兄妹,村里痴呆弱智人就有十多位。进

入 90年代这种情况已经改变 ,由于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

(民族政策)的提升,社会交往增多 ,增进了互相间的了解 ,

畲汉之间的社会距离拉近,受当地人重视教育的影响,也重

视子女教育 , 80年代村中只有一个高中生 (现任村民族小

学的雷校长 ) , 90年代有十多个, 2000年后还出了 7个大学

生。随着受教育程度提高 ,畲民也意识到血缘太近对后代

有影响,长辈们对畲汉通婚的态度发生根本转变,已经没有

观念障碍。雷校长告诉我们,她本人 ( 1969 年生 )作为当时

村里唯一的高中生进入小学教书 ,她的丈夫就是高中的汉

族同学,现在在镇里开车,她说村里目前有 20 户畲汉通婚

的 ,其中包括一户找的是云南的哈尼族 ,基本上都是 1998

年以后结婚的。年轻人通过学校学习或到外打工等途径扩

大社会交往 ,恋爱对象首选汉族。为了与周围汉族通婚他

们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文化习俗 ,如外来媳妇不要求她们

说本族语言,祭祀仪式可以不参加,有的年轻人甚至用汉族

的仪式来祭祖等,以至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加

深了民族间的融合。不过值得欣慰的是外族媳妇嫁过来后

也主动适应畲族文化,大多数都能说畲语。

在新月村 ,不同年龄段与汉族通婚的差异不明显,如新

建村小组 32户畲民中有 16户是畲汉通婚,其中 60岁以上

的有 4对, 50~ 60岁的 1对, 40~ 50岁的 7对, 30~ 40岁的

有 4对, 30岁以下的没有 ,只有 60岁以上的是在浙江结婚

的 ,其余都是找的本地人或浙江汉族移民,说明畲汉通婚早

就有了,迁移到资溪后,族群关系也很好,没有歧视和偏见 ,

民族间通婚没有障碍,这与前面的分析相符。近年来由于

新月村政治经济地位的显著提升,已出现明显社会分层,这

是否是阻碍当地人和浙江移民与畲民的相互交往,造成 30

岁以下畲汉通婚少的原因呢? 笔者认为这是一个方面原

因 ,现在的畲族青年见识多了,周围汉族条件差的不愿找 ,

本族的条件虽好,但为了下一代他们还是宁愿找汉族,高不

成低不就,造成很多大龄青年 ,仅新建村小组就有 4个三十

来岁还没找对象的。

(四 ) 族群认同与族群凝聚力

族群认同实质上即为族群边界,它表现为对内维持族

群凝聚力的自我认同及对外区分我群与他群的相互认同两

个方面。[7] ( P13~ 24)族群认同是受历史发展过程影响的,是个

不断构建的、动态的过程。畲族历经千年民族大迁徙却能

在极为艰难险恶的条件下生生不息,表现出极强的民族内

聚力和顽强的生命力。3个调查点的畲民都有双层认同 ,

即畲族认同和浙江移民认同,畲族语言是他们的自我认同 ,

/ 宁改族 ,不改腔0是他们与别的族群相区别的共同标志,所

不同的是族群认同的发展演变过程 3个村存在差别。

团结村和漾都村畲民在初来时两种认同感都强,族群

凝聚力强,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 / 刚来时,什么也没有,分

的田是最差的,住在茅棚里。但当地人不敢惹我们,我们很

蛮的 ,也很齐心,有什么事全村的青壮年都会去。0移民族群

生存在较低社会和经济层面, 缺少金钱 ,教育程度又低,必

然会受到当地人的歧视 ,是歧视维持了他们的民族认同。

他们能讲流利的浙江纯安和建德方言 ,与浙江汉族移民交

往没有障碍,所以后来从经济上的往来,扩大到社会交往和

通婚 ,形成共同的浙江移民认同。进入 20世纪 90年代后 ,

浙江移民认同淡化,而民族认同增强,主要是国家的民族政

策实施,畲民强化民族认同是为了获得升学方面的照顾,所

以族群的凝聚力反而随着外出打工和各族群间的交往增多

而降低,特别是外出打工,降低了畲民对当地资源的依赖和

族群内部人际关系网络的依赖,不再愿意拘泥于族群内部

的小圈子之中 ,选择的范围扩大 ,族群认同感和凝聚力必然

相应减弱。年轻人对说畲族话更多的是感到自己能说一种

别人听不懂的话而自豪,可以在非本族人面前大声说而不

用担心,并不是像老人们所说的是牢记祖训/ 宁改族,勿改

腔0 ,畲民们也没有要求外来媳妇和儿女一定要会说本族

话,而是采取很宽容的态度。这也说明该地畲民的族群认

同更多的是出于利益考虑而作出的理性选择。

新月村族群认同的演变却是由淡化到强化的过程,是

在与他群互动过程中我群意识的觉醒。初到时当地的人就

很友好,因当地山林土地多 ,不存在争夺资源,各族群间互

帮互学,除语言外,没有明显区别,因信仰仪式都是在夜里

偷偷举行,他们也没有刻意暴露自己的民族身份,以至当地

人很长时期不知道他们是畲民,反正浙江方言当地人也听

不懂。其民族认同强化的转折点是 1995年成立民族村后 ,

族群意识被唤醒。为了彰显自己的民族身份,精英们带队

去浙江、福建的畲族聚集区寻根 ,移植并构建起自己的文化

传统 ,重修历史记忆 ,组建苗木发展有限公司和民间文化组

织,如民兵武术表演队、青年山歌队等 ,族群基本活动的组

织化程度提高 ,族群的凝聚力也得到增强 ,新月村的成功导

致其地位提高 ,并成为当地的主导阶级。当然新时期也面

临着内部分化 ,畲族兰雷两大姓氏在族群内部的争斗,会极

大地削弱族群凝聚力,但对外他们的利益还是一致的。在

新月村民族认同感的强弱个体间差异很大,精英们的认同

感强 ,说起族群间的差异来可谓是头头是道,如畲族族源、

图腾崇拜都能说个一二,笔者感觉都是从书本上学习的,言

语间流露着无比的自豪: / 我们畲族怎样怎样,,0而普通

百姓讲不出这些 ,给我们介绍时总是强调跟汉族没有什么

差别 ,都一样。由于资溪县政府已把新月村规划为畲族民

俗风情旅游区 ,可以预测,族群意识借助于民族身份的再认

同会被进一步强化,甚至比以往更强烈,并在与民族旅游发

展的互动中不断传承、延续。

(五) 进入社会酬赏制度的能力差异明显

戈登( Gordon) 1975年提出了研究族群关系的因变量

是 4个子变量的组合,这 4个子变量是:同化的类型、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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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度、族群冲突的程度和各族群获得社会酬赏的程度。

社会酬赏是一个衡量族群间社会平等程度的指标,表现了

各个族群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内争取自身利益的

机会是否平等。[ 8] ( P83~ 87) [ 9]

3个畲族村进入社会酬赏制度的能力存在明显差异 ,

我们利用互联网,在 goole搜索引擎上输入资溪县新月村 ,

结果显示的信息是 310 000条,而武宁县团结村 36 400条 ,

武宁县漾都村是 27 000条,相差 10倍 。新月畲族村两次

被评为/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村0 ,年年是省、地、县/ 十佳

村0、/ 文明村0和先进党支部、富甲一方的/ 苗木村0 , 2007年

又被评为/ 江西省十大文明村0、/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

村0。该村先后出过第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钟金根,中共

第十五大代表兰金荣 (现任村书记 ) ,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

代表兰念瑛 (现任村长 )。兰念瑛荣获全国/ 三八0绿色奖

章 ,省、市、县劳动模范、/ 三八红旗手0、/ 双学双比女状元0

及全省/ 科技致富先进个人. 等十多项光荣称号,被国家级

媒介宣传报道过。¹ 如今的新月村即是地方政府的标杆、

金字招牌,又是省移民办和省民族宗教局的先进典型、掌上

明珠。这些宣传报道极大地提升了新月村的社会知名度和

地位,参观学习考查的人络绎不绝 ,扶持项目一个又一个 ,

当地汉族人说他们是靠国家的钱富起来的。相比之下的团

结村和漾都村就没那么优越,他们在基层组织中没有实权 ,

政治参与度不高,社会经济地位与当地人一样。团结村前

两年才出了个省政协委员,就是雷校长,她说自从她当了省

政协委员,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去年民族小学建设完工,今

年村里又被列入了新农村建设示范村,这些都是她去争取

的 ,她本人对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团结村的未来充满信心,让

我们过两年再去,肯定会大变样。这些变化也让处于镇政

府所在地的漾都村羡慕不已,他们缺少这些精英,也就无法

争取到政府的这些项目。

四、三个畲族村产生差异的原因

尽管笔者选择的是三个来源相同的浙江库区畲族移民

村 ,但经过近四十年的变迁,其族群与族群关系都有较大差

异 ,新月村的族群性通过不断建构强化 ,变得更加突出,已

形成独特的区域文化圈,被地方政府开辟为民族文化旅游

区 ;而漾都村的族群性却进一步模糊;团结村处于两者之

间。笔者认为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除居住地人文生态环境

的不同外,主要是三个原因。

(一 )民族精英代表在变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民族精英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他们通常情况下都具有

双重身份,他们是这个民族的成员,共享着该民族的文化传

统 ,同时他们又是政府工作人员,会代表该民族与国家进行

讨价还价,以便使该民族得到更多的利益,有时甚至将自己

个人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也加在其中作为谈判砝码。[ 10]

首先,新月村在未搬迁之前,村中德高望重的民间宗教

领袖雷法霖法师就三次到江西武宁、铜鼓、资溪考查,最后

选择人文生态各方面条件都好的资溪县乌石镇新月村定

居,把他的亲戚都带来了,所以从一开始在资源选择上和族

群关系上占有优势。

其次,从当时来到新月村的人群结构看,都是当时村中

的大族,有大队干部、民间宗教领袖、掌握较多畲族传统文

化(如医药、武术、艺人等 )的人及其后代,其中包括神明信

仰体系中兰灵公的孙子,出于对祖先的感情,他们要求保存

和发展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这是一股自发的民间力量。

所以我们才能在新月村看到畲民从老家偷偷带来并保存至

今的文化象征物。不管社会制度如何变迁,始终固守着自

己的文化特质,以便从原生和根基上把此族群与彼族群区

别开来,这些文化特质也是民族内聚力的源泉。

第三,不管什么时候,新月村的畲民都有本族人在基层

政权中任职,如雷下霖 (已去世)当过村书记、乡政府书记、

林场书记、林业局局长、省委候补委员。现任村长兰念瑛 ,

高中毕业,父亲是南下干部,以前随父姓焦 ,民族身份为汉 ,

后改随母姓,民族身份改为畲族,自 1995年担任民族村村

长后 ,在她的带领下畲族村变成了今天这样的富裕村。在

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些民族精英在政治上、社会上的都达到

了相当的高度 ,不管他们出于什么考虑,他们都会利用族群

性与政府讨价还价,争取各种优惠扶持政府,提高自身乃至

整个族群的社会经济地位。新月村已成为具有特定经济

(苗木)和政治利益的群体单元,滋生了民族优越感。

(二)地方政府的重视

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政府非常注重少数民族政

策的制定和贯彻实施。各地方政府在促进民族文化进程方

面作了巨大的努力。国家力量与民间力量在畲族的族群演

变过程中是互为依托,相辅相成的:国家力量的作用提供政

策上和权力上的保证,民间力量又为国家权力的拓展延伸

铺平道路,二者相互依靠,相得益彰。地方政府是国家力量

在特定区域的总代表,国家为照顾少数民族而制定的特殊

政策 ,对各地少数民族都是一样的,但各地方政府的重视和

扶持力度却存在差异。资溪县政府让新月村有了自己的基

层政权) ) ) 民族村委会,到处为其搭台、宣传。新月村的村

民说 ,江西少数民族少 ,物以稀为贵,我们很幸运,受到政府

的格外重视。武宁县的两个畲族村村民就认为政府肯定也

拨了很多钱给他们民族,是被当地人垄断的村委会占用了 ,

要不他们也会像新月村那样富。

(三)民族政策

中国的民族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全体国民中正式

明确个体的/ 民族身份0 ,并使之固定化,这种制度性安排的

目的是为了实现/ 民族平等0 ,实现各民族的和谐发展。马

戎先生深有见地地指出:这种制度性安排无疑会唤醒甚至

创造人们的/ 族群意识0 ,这种把各族群成员清晰地区别开

来的做法,显然不利于族群之间的交往和融合。[ 11] (P18)

¹ 5人民日报62006年 1月 9 日第四版发表刘建林的文章5蓝

念瑛:畲村致富领路人6。2006年 1月,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播

出兰念瑛带领畲族村民培育花卉苗木致富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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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调查点的族群关系

演变的理论解释

对新月畲族村族群与族群关系的这种演变,笔者比较

赞同文化多元理论的解释。文化多元理论认为:一些少数

族群在与主体族群的隔离中扮演着主动的角色 , 自觉或自

愿与其他族群隔离, 采取/ 有选择的同化0的策略。这种

/ 选择性同化0不仅包括文化上的选择性同化, 如只接受和

学习对自己有用的部分、学习英语、接受主体族群的价值规

范等, 但同时保持本族群的传统文化, 如在自己的族群社

区中使用方言等; 也包括结构上的选择性同化, 形成族群

自己独特的就业社区和独立的居住区 ; 甚至包括婚姻上的

选择性, 长期保持族内婚的传统。[ 12] (P416)

新月村在政治体制与经济的改革大潮中 ,为了避免主

流社会的偏见和敌意,满足族群自身发展的需要,他们可以

用 4种以上的语言与不同族群的人,在不同的场合交流,学

习对经济发展有用的部分,与当地人在教育、生计、居住场

所、政治参与以及公共娱乐方面达到高度的结构同化,但族

群内仍固守着本族的语言、神明崇拜、生活习惯和民间娱乐

活动,并选择性地重构和发展了族群文化,如神明崇拜中增

加了雷法霖,政治经济上取得了极高地位,形成了独特的文

化区域,促使政府把此地建成民族风情旅游区。所不同的

是新月村没有像多元理论认为的那样: / 在初级领域中,同

化程度极低 , 朋友的选择仍受种族和族群身份的制约,且

表现相当低的婚姻同化。0 [ 13]而是在初级领域中与当地人

交往也很密切,并在很长时间内保持较高的畲汉通婚率。

为什么新月村畲族移民族群会采取这种多元主义或/ 选择

性同化0的策略呢? 因为族群领袖和族群精英都有强烈要

保持族群的界限与独立性而不被同化的愿望, 使他们可以

利用这种文化和身份的独特性来争取自身和族群利益。族

群关系发展的最终结果是能够长期保持它的特殊传统,并

有选择地发展本族文化,尽管畲汉通婚更为普遍并成为年

轻人的首选 ,但语言、信仰,仍能传承下去。

团结村和漾都村的族群关系演变则可用同化理论来解

释 ,两村的畲民处于汉族文化强势包围中,为了避免歧视和

偏见,在缺少强有力的民族精英分子,难与进入社会、政治、

经济等各个领域内争取自身利益的情况下,他们只有不断

地调整自己的行为和意识 ,力争和社会的主流文化保持一

致 ,才能有可能获得利益最大化,涵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相对而言,漾都村的涵化程度更深一些 ,除语言外,其他表

层文化已尽消失 ,团结村则还保留了一些, 笔者预计再过

10年或 20年,可能语言也会消失,江西其他地方的/ 汉化0

畲民就是最好的证明,他们只保留了畲族的姓氏,其他文化

表征如畲族的语言、宗教、地域、习俗,已与当地的汉族融为

一体,全部丧失。

综上所述,本文得到以下结论:

1.在当代中国,对族群和族群关系的发展演变研究绝

不能忽略政府为照顾少数民族而制定的特殊政策这一社会

背景,族群间最重要的边界之一便是得到法律认可的/ 民族

身份0。

2.在现代社会,族群与族群关系存在多样性,这是族群

关系动态变化的结果,而同质化和异质化是两个相反的社

会趋势。一方面 ,各民族的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日渐近似 ,

但也突出和强化了大家的差异性。

3.在新的社会转型期,少数族群在民间精英和政府力

量的推动下,已从根本上冲破了传统的封闭性,极大地拉近

了各个族群之间的距离,有的甚至由相对弱势转为社会经

济的强势族群 ,但同时各种差异直接碰撞,直接对抗,给新

时期的族群关系演变也带来了不和谐因素,可能会导致新

的矛盾和冲突 ,应该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 ,才能实现各族群

长久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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