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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云南跨境民族具有多元的历史文化 , 与境外同一民族在族源历史、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方

面有着共通点或差异。云南跨境民族的多元文化对其身份认同产生重要影响 , 处理好云南跨境民族身份认同问题 , 必

须正确认识云南跨境民族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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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 由于历史与自

然地理环境的诸多原因形成了少数民族多沿陆地边

界聚居分布的传统格局。在我国漫长的边境沿线及

其毗邻的周边国家之间 , 世代居住着 30多个跨境

民族 , 其中仅云南省就有 16个少数民族跨境而居。

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 , 境内外的跨境民族之间

有着共同的血缘文化联系 , 但又分属于不同的国

家 , 因而其身份认同一直是一个引人关注的重要问

题。由于特殊的历史和地缘环境 , 跨境民族形成了

极为多元的社会文化 , 对其身份认同产生重要影

响。本文力图通过分析云南跨境民族的多元历史文

化与身份认同的关联 , 展示其身份认同的独特性 ,

并解答其身份认同中显现的突出问题。

一、云南跨境民族历史文化

文化与身份认同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 很多时

候人们正是以文化差异来界定不同的社会群体。没

有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 , 就难以形成稳定的民族共

同体。因而 , 也可以说各民族的身份认同本质上是

一种文化认同。各民族往往依据本民族的历史、语

言、宗教、习俗等文化特征因素来塑造、凝集其身

份认同。

(一 ) 族源历史

族源是影响跨境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族

源反映出跨境民族的起源、迁徙、演化和发展过

程 , 围绕族源形成的历史记忆和情感 , 直接反映跨

境民族的自我意识 , 对跨境民族的身份认同意识和

认同观念产生重要影响。

从云南跨境民族历史源流的考证来看 , 云南跨

境民族族源具有两方面的特性 : 一方面 , 云南跨境

民族与境内其他民族、以及跨境民族之间有着千丝

万缕的历史渊源关系 ; 另一方面 , 云南跨境民族与

境外民族的源流关系也极为密切。

根据语言系属划分 , 云南跨境民族分为藏缅语

族、壮侗语族、孟高棉语族和苗瑶语族。除了苗

族、瑶族迁入较晚外 , 三大族系都是有数千年历史

的土著民族。三大族系在分化、组合、再分化、再

组合的过程中 , 彼此间还有吸收、同化、融合的主

动与被动关系 , 形成各民族 “你中有我 , 我中有

你 ”的整体格局。云南跨境民族的起源发展是云

南民族格局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 也正反映

出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的特征。在云南土著居

民的基础上 , 氐羌族群和苗瑶族群南下 , 百越族群

西进 , 百濮族群北上 , 再加上大批汉族移民和其他

少数民族的迁入 , 使得多种民族和多元文化汇聚。

多种民族和多元文化的交流融会 , 又使同处于云南

这一共同地域的多元民族文化逐渐趋同 , 从而在多

元之中增加了一体的格局。

另一方面 , 必须注意到云南跨境民族发展演变

过程的特殊性。在云南跨境民族向外迁徙扩散的过

程中 , 不断发生着分化融合。虽然近现代随着我国

与周边邻国边界线的划定与确立 , 造成这一地区众

多少数民族跨境分布的格局 , 但区内各民族间的文

化血缘联系并没有因此中断。其中最能够反映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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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间共通性特征的在于对其族源的看法。以景颇

族和佤族为例 , 云南境内的景颇族传说 , 景颇的祖

先来自 “木札省腊崩 ” (景颇语 : “majoi shingro2
bum”, 意为 : 平顶山 )。缅甸境内的克钦族也有类

似的传说 , 称克钦人的发源地名叫 “玛壮信克亚

蓬 ”, 与云南境内的景颇族语 “majoi shingrobum”

音译基本相同 , 意义相近。至于佤族 , 云南佤族和

缅甸的佤族都有类似的关于祖先源于巴格岱附近的

“司岗里 ”的创世神话。这些族源传说 , 尽管从民

族史学的角度来看其真实性有待考证 , 但从跨境民

族自身角度来看 , 无疑体现出跨境民族中共通的民

族性 : “他们有着共同的起源 , 共同的传统文化和

民族心理 , 虽然分居不同国家会受到异文化及生存

环境的影响 , 在共性之中会产生出某些方面的个

性 , 但其传统文化的本质和基础仍会保留着较多历

史上就共有的东西。”[ 1 ]随着跨境民族的社会变迁

和外部因素影响 , 跨境民族在文化上可能会出现种

种变异 , 但作为民族文化的核心部分 , 这些族源观

念在跨境民族交往和传统文化的传承过程中仍然会

得到维系 , 进而构成跨境民族的民族认同基础。

(二 ) 语言文字

云南 16个跨境民族都有本民族的语言 , 其中

大部分还有文字。总体而言 , 云南跨境民族聚居于

边疆地区 , 一般以使用本族语言为主。一些人口较

少的跨境民族 , 除使用本族语言外 , 多能兼通本地

人口较多、文化发展水平较高其他民族的语言。如

西双版纳的布朗族和拉祜族 , 大多能兼通傣语和汉

语。在民族文字方面 , 云南 16个跨境民族大部分

都有自己的文字 , 主要分为三大类型。一是传统的

民族文字 , 如傣文和彝文。二是近现代外国传教士

创制的拼音文字 , 如景颇文、苗文、哈尼文、拉祜

文、佤文、独龙文等。三是解放后由政府组织专家

创制的民族文字 , 有苗文、景颇文、拉祜文、佤

文、壮文、傈僳文等等。

在语言文字方面 , 云南跨境民族与境外民族体

现出极为明显的共性特点。例如 , 壮族在越南被称

为岱族和侬族 , 越南岱族和侬族的语言属于壮语的

南部方言 , 在语音、语法、基本词汇方面与云南壮

族的壮语基本一致。傣语有两种方言 : 傣哪语和傣

仂语。在境外 , 傣哪语是缅甸掸邦地区 “旱傣 ”

通用的语言 , 而越南、老挝的泰族和泐族 , 缅甸南

掸邦的 “傣痕 ”及泰国的泐人均操傣泐语并使用

傣仂文。缅甸掸族的掸文与傣绷文相同 , 在文字体

系上与傣哪文较接近。越南瑶族的语言属于汉藏语

系苗瑶语族瑶语支中的勉语 , 与云南瑶族使用的勉

语基本一致。老挝、泰国的瑶族使用的瑶语也与云

南瑶族使用的勉语类似。如此等等 , 不一而足。

与此同时 , 也有跨境民族与境外民族在语言文

字使用上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 , 如傈僳族。我国境

内的傈僳语分怒江、永胜、禄劝三种方言。缅甸傈

僳语则有多种方言土语 , 仅克钦邦就有勒乌话、胡

恰诺话、依木话三种。在各个方言土语中 , 约有

40%的词汇不同 , 由此造成境内外操不同方言的傈

僳族彼此通话困难。产生语言差异的原因 , 主要是

缅甸傈僳语受到克钦语和缅语的影响 , 缅甸傈僳语

中有不少词汇与克钦语或缅语相同或相近。[ 1 ]

跨境民族的语言文字差异除了受各自所在国、

地区其他民族的社会文化影响外 , 受所在国官方的

民族语言政策影响也十分明显。以壮族为例 , 我国

1955年以壮族北部方言为基础方言 , 创制了以拉

丁字母为基础的壮文并进行推广。在越南 , 1961

年通过岱、侬文字拉丁化方案后 , 岱、侬族也都开

始使用拉丁字母拼写本族文字。虽然这几种文字方

案有许多共性 , 但壮文从汉语里借入较多词汇 , 而

岱语、侬语则借用了越文和越化汉文的词汇 , 从而

产生较明显的差异。

语言文字是各民族历史与传统文化的象征与载

体 , 也是本民族成员相互认同的重要文化特征 , 所

以也不可避免地寄托着人们对于自身所属民族的历

史与文化的深厚感情 , 唤起人们的民族意识 , 引发

人们的民族归属感、认同感 , 增强民族的凝聚力。

云南跨境民族的民族语言文字使用 , 一方面促

进了跨境民族内部和境内外跨境民族之间的交往联

系 , 增进了相互间的亲近感和认同感 , 维系着其民

族认同。另一方面 , 作为一国公民和社会成员 , 跨

境民族的民族语言文字使用又要受所在国的主流文

化和制度政策影响。我国以及云南境外周边邻国从

维护国家利益的角度 , 对各自境内的跨境民族都有

相应的民族语言文字政策 , 力图促进跨境民族与各

国主体民族的融合。

(三 ) 宗教信仰

跨境民族与宗教联系极为密切 , 云南 16个跨

境民族都有广泛的宗教信仰 , 其中傣族、布朗族、

阿昌族、德昂族几乎全民信教。不同类型的宗教在

分布上基本与民族分布相对应 , 例如南传上座部佛

教主要分布在滇西南西双版纳、德宏等地的傣族聚

居区 , 而天主教、基督教则主要分布在滇西中缅边

界上段怒江大峡谷、下段阿佤山区和滇东南中越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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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沿线地区。这就形成云南边境地区众多民族与宗

教跨国境分布的特殊现象。

宗教与社会成员的身份认同紧密联系 , 一旦某

一群体信仰了某个宗教 , 当这个群体或其成员与其

他社会群体或个人交往时 , 宗教就会成为其身份认

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标志。[ 2 ]

从云南跨境民族与宗教的社会历史概况中可以

看出 , 云南跨境民族与宗教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其中 , 傣族、布朗族、阿昌族、德昂族基本上是全

民信教。而在信仰宗教的跨境民族中 , 许多宗教活

动实际上已经民俗化 , 宗教信仰与跨境民族的传

统、习惯融合在一起 , 成为其民族文化与心理素质

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 , 宗教信仰或宗教

认同已经成为跨境民族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标准 ,

特别是对于全民信教的跨境民族 , 往往以是否信仰

本民族的宗教作为衡量一个人是不是 “自己人 ”,

“是否信奉某种教 ”、“是否遵循该种宗教的教规 ”

成为全民信教内部相互认同的标志。[ 3 ]

另一方面 , 云南跨境民族与周边邻国的民族有

着极为密切的宗教联系。就上述云南跨境民族宗教

传播发展历史来看 , 许多宗教直接或间接由境外传

入 , 并为周边邻国同一民族所共同信仰。例如 , 南

传上座部佛教是从缅甸传入的 , 信教的傣族与缅甸

的掸族、越南和老挝的泰 (仂 ) 族以及泰国的仂

人属于同一民族、信仰同一宗教 , 来往频繁 , 联系

密切。重大的宗教活动往往由境外宗教人士主持 ,

而与内地的宗教联系则较少。事实上 , 与云南接壤

或毗邻的 7个国家中 , 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

是传统的佛教国家 , 天主教、基督教不仅在越南是

重要的宗教之一 , 而且在缅甸、老挝、泰国也有很

大影响。这就造成云南边境地区大量同一民族、同

一宗教跨国境而居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 , 近代以

来 , 基督教、天主教在云南的传播主要是外国教会

和传教士依靠英、法等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不平等

条约发展起来的。各教会和教派在云南的传教士严

密控制所属教会的教务大权 , 划分地盘进行传教活

动。客观上这些传教活动在边疆地区民族群众中起

到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积极作用 , 但与此同时 , 外

国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也有许多消极影响 , 一些传教

活动直接为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势力服务 , 并对边境

民族进行淡化祖国、民族观念和挑拨民族关系的宣

传活动。例如由英国传教士编制 , 在云南景颇族中

流传的景颇文课本中就明确写着 “我们的领袖是

英皇 , 英国女皇是全国之母 ”; 美国传教士编制的

景颇文课本也明确写着 “上帝祝福你 ———美国 ”

等字样。由美国传教士永伟里及其长子永享乐、次

子永文生编制的 , 在云南拉祜族中使用的拉祜文识

字课本上写着 : “汉人来了 , 我怕 !”在教给中国

教徒的每日饭前祷告词则是 : “上帝啊 , 汉家压迫

我们 !”。[ 3 ]这些传教活动直接破环、毒化边境少数

民族与汉民族的和睦团结 , 削弱跨境民族对中华民

族和国家的认同感、向心力和凝聚力。事实上 , 宗

教并非完全是纯粹的 “文化现象 ”, 宗教与民族的

结合在外部因素的刺激下 , 往往容易发展成为危害

国家政治统一的极端民族认同、宗教认同 , 并被进

一步 “政治化 ”成为极端民族主义和民族分裂主

义者政治动员的工具。因而 , 对于处在特殊的地缘

和社会文化环境中跨境民族而言 , 宗教与民族文

化、民族意识与民族情感交织在一起后 , 成为其身

份认同中最为敏感的部分。

(四 ) 风俗习俗

风俗习惯或者说民俗是一个民族在历史上形成

的并世代传承的思想、行为和语言现象 ,是民族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南跨境民族历史上大多缺乏较

成熟的民族语言文字系统 ,因而各民族传统的风俗

习惯在民族文化的传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维

护着其民族情感和民族认同。另外 ,云南跨境民族

与境外民族在风俗习惯上的相近性 ,也促进着相互

之间的亲近感和认同感 ,推动相互之间的交往联系。

例如 ,云南的傣族与缅甸的掸族、老挝的老龙族

以及泰国的仂人等 ,在婚姻、重大节庆等方面的风俗

习惯与云南的傣族大致相同。[ 4 ]当然 ,受各自所在

国不同的社会制度、主体民族的文化价值取向等方

面的影响 ,云南跨境民族与境外民族之间在风俗习

惯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相对于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 ,跨境民族的风俗

习惯较易受社会变迁影响 ,产生变异或中断。与此

同时 ,通过与不同文化内容的融合 ,也会形成新的风

俗习惯 ,促成民族文化的发展并对跨境民族的民族

认同产生重要影响。

二、云南跨境民族多元文化与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是社会成员的主观选择 ,但这种主观

意识、行为往往要受到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从族

源历史、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和习俗上来看 ,云南跨

境民族无疑是一个个具有独特社会历史特征的文化

群体。围绕这一系列文化特征 ,云南跨境民族形成

了其特定的身份认同形态 ,因而可说云南跨境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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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份认同首先是一种文化认同。

从族源历史来看 ,云南跨境民族多起源于云南

和我国西北、东南地区 ,在长期的迁徙和演化过程

中 ,与中南半岛诸民族结成渊源与族缘上的亲密关

系。这种复杂多样的族源和历史发展轨迹 ,也决定

了云南跨境民族的多元文化特征。

这种复杂多元的族源历史和文化格局 ,对云南

跨境民族的身份认同形态产生深刻影响。一方面 ,

云南跨境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反映出中华民族形成发

展的历史特征 ,是中华民族形成演变过程中不可分

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此构成跨境民族对中华民族

认同的重要基础。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发展中 ,主

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的民族单位 ,经过接触、斗争、

混杂、融合 ,同时也有分化和消亡 ,形成了一个由众

多民族你来我去 ,此兴彼替 ,我中有你 ,你中有我 ,既

各具个性 ,又具有多层次共性的统一体 ”。[ 5 ]在云南

跨境民族群体中 ,一些属于同源异流 ,如彝族和哈尼

族、阿昌族、傈僳族、拉祜族等 ,在历史由共同的先民

分化而来 ,并且与古代中国西北的氐羌游牧民族有

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另外 ,汉族在云南跨境民族的

文化发展过程中 ,也起到重要影响。通过汉族移民

的传播和经济文化交流 ,内地许多先进的生产技术

被广泛传播到跨境民族中 ,跨境民族中诸多的语言

文化和风俗习惯等 ,都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在吸收

过程中 ,汉文化被有选择地改造变通 ,融入跨境民族

自己的文化体系 ,形成了跨境民族独特的文化特征。

例如壮族、布依族受汉文化影响 ,在语言上借用了大

量汉语词汇 ,并将这些汉语融入到自己的民族语言

文化中。跨境民族文化所体现出来的中华民族文化

的共性部分 ,无疑是其认同中华文化、认同中华民族

的重要基础。

另一方面 ,由于长期的迁徙、演变 ,现今的东南

亚尤其是中南半岛的民族大都与云南和我国南方诸

民族有着渊源关系和亲密联系 ,各民族间的族源历

史和语言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的共性非常明

显 ,以致一些学者甚至从历史、地理 ,民族、文化角度

认为云南与中南半岛同属一个文化圈。[ 1 ]由于历

史、地理的紧密联系 ,以及民族文化的共源性 ,使得

云南跨境民族与境外民族有相互认同的历史渊源、

保存着大致相同的风俗习惯、有着基本或部分相通

的语言 ;在经济文化 ,以及因地缘、姻缘、亲缘等形成

的社会交往方面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而且这样的联

系并没有因为近代国家边界的划分而中断。这就形

成了云南跨境民族与境外民族的文化认同感 ,其中

最为突出的就是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这种超出国

界的文化认同正是跨境民族身份认同的独特之处 ,

成为影响云南跨境民族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因素。

必须指出 ,包括民族认同和宗教认同在内的文

化认同 ,仅仅反映出身份认同的一面 ,身份认同中重

要的另一面是以国家或国民认同为形式的政治认

同。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既存在紧密联系 ,又存在

一定的分立。在一定程度上 ,文化认同是实现政治

认同的基础 ,具有共同的文化历史、宗教信仰的社会

群体更易于形成统一的政治认同 ,由于文化认同产

生的心理上亲近感、归属感 ,是通向统一的政治认同

的铺垫。另一方面 ,文化认同并不必然通向政治认

同 ,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并不完全具有对等的意义。

事实上 ,跨国文化认同现象在今天民族、国家间的交

往中非常普遍 ,这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移民的跨国

文化认同。以海外华人为例 ,许多国家都存在华人

群体 ,虽然具有不同的国籍身份 ,也不属于一个统一

的民族 ,但大多与中华文明在某些方面保持有联系 ,

对中华文化有亲近感、认同感。但是 ,海外华人对中

华文化的认同感并不意味着缺乏对所属国的认同。

陈志明在研究马来西亚华人时提到 :“在马来西亚

受中文教育的人或者那些从事华文教育运动者 ,并

不意味着他们缺乏马来西亚意识。这些华人可能推

动华人文化的认同 ,但现在他们都已认同马亚西亚

国籍 ,事实上如果对他们对国家的忠诚提出质疑 ,他

们会感到气愤。如果他们表现出更大的族群情感 ,

那是因为他们完全认同了马来西亚 ,因此期望与主

体民族拥有同样的待遇。他们自己认为 ,他们是在

行使作为公民的权力来促进他们自己的文化和界定

马来西亚华人认同。关键在于他们的行为不能认为

是对马来西亚的不忠或他们的马来西亚意识淡

化。”[ 6 ]从中可以看出 ,文化认同包括跨国文化认同

并不必然导致对母国的国家认同以及对所属国的国

家意识的淡化。

上述跨国文化认同现象反映出文化认同与政治

认同的分立关系。就跨境民族而言 ,虽然存在多元

复合的文化认同现象 ,但这种文化认同形态并不必

然导致政治认同上的分裂。事实上 ,由于历史上历

代中央政府的边疆治理及建国以来的社会政治建

设 ,加之长久形成的中原汉族文化与边疆民族文化

的交流融合 ,云南跨境民族在整体上已经形成较为

稳定的国家或国民认同感 ,这种政治认同感大多数

时候并没有因为文化认同上的多元性而有所削弱。

然而 ,区别于移民的跨国文化认同 ,跨境民族由于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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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殊的国家边界交接地带 ,许多情况下其文化认

同往往与政治认同交织在一起 ,使得其身份认同变

得极为复杂和敏感。

特别要注意到 ,民族文化与宗教信仰是云南跨

境民族文化认同中的主要内容。在长期的历史发展

进程中 ,许多跨境民族的传统文化与宗教信仰已经

紧密结合在一起 ,宗教文化已成为其民族传统文化

的有机组成部分。虽然宗教是一种文化现象 ,但宗

教经常被“政治化 ”而介入到社会的政治生活中。

这种“政治化 ”的倾向与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 ,在边

境地区复杂的地缘和社会环境 ,以及外部因素的刺

激下 ,往往会滋生狭隘的民族主义甚至是民族分裂

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以及各种危害国家政治统一的

行为。因而 ,虽然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存在一定的

分立关系 ,但跨境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并不

完全是孤立的文化认同 ,在国家边界交接地带 ,跨国

界的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经常会冲击甚至危及到对

国家政治认同的统一性。我国实行多元民族文化并

存、宗教信仰自由的国策 ,但需要认识到 ,个体或群

体文化认同上的多元性不能损害政治认同上的统一

性。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关联在西方移民国家的

政策中也有较充分的反映。目前 ,“文化多元主义 ”

已经成为西方移民国家主流社会意识观念 ;但另一

方面 ,西方各国在接纳“文化多元主义 ”的同时 ,都

极为维护其政治的一体性。马戎教授以美国为例

说 ,在美国 ,“文化多元主义 ”有一个重要的不可忽

视的前提 ,即美国各族群的“文化多元 ”是在全体美

国国民保持“政治一体 ”的大前提下才可以存在的 ,

即美国的主流社会在容忍“多元 ”的同时 ,绝对没有

放松“一体 ”的一面。美国严格限制各个种族、族群

团体去发展其“政治性 ”,而是允许甚至鼓励其向

“文化群体 ”的方向发展。为了加强“文化多元 ”之

上的“政治一体 ”,美国等国家在意识形态导向上极

力淡化“族群认同 ”的意义 ,而不断强化本国各族民

众对“美国公民 ”这一共同身份的认同意识。[ 2 ]由此

可以看出 ,即使是在倡导“多元文化主义 ”的西方各

国 ,也积极建立国家层面的共同性“文化 ”,如推广

“族际共同语 ”,推崇主流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等

等。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 ,在现实生活中 ,政治认同

往往要高于文化认同 ,而在多数情况下 ,文化认同还

要服务、服从于政治认同。

费孝通先生在谈到中华民族的认同时总结道 :

中华民族的认同具有多层次性 ,“高层次的认同并

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甚至在不同层

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 ,形成多

语言、多文化的整体 ”。[ 5 ]因而 ,我们可以将跨境民

族多元复合的文化认同形态视为不同层次的文化认

同 ,各层次的认同具有各自的特点 ,都是跨境民族多

元文化认同的组成部分。但在各种层次的文化认同

之上 ,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国家 (国民 )的认同是

更高层次的政治认同 ,也是身份认同的核心。因此 ,

尽管跨境民族存在语言、宗教信仰等文化认同差异 ,

但其政治认同 —国家认同必须是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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