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０２ 中外文化与文论 （ ４ ２ ）

中华文化认同演化格局中的西部记忆

白 浩

摘 要 ： 对 中 华 文化格 局 的 划 分 一 般 均 以 南 北 而论 ， 这掩 盖 了

东 西 划 分 的 存在 。 中 国 古代 史 ， 尤其夏 商 周 三 代 及 三 代 以 前 的 历 史

上文 化 中 存在东 西 二分 的格局 划 分 。 东 西 二 系 相 抗相 融 ， 但 文 化 一

直是东 系 的优势 ， 正 因 如 此 ， 西部 一 直未得 到 文 化 上 的 重视 。 东 西

格局 向 南北格局 演 化 的 关键 时 期 在秦 汉 。 其后 中 华 文 化 的 内 部 族群

认 同 融 汇历程 中 ， 内 部 的 族群分异仍 存 ， 认识 到 西 部 地 区 民 族 文 化

认 同 传 统观念 的存在 ， 才 能理解许 多 西部 文化 与 文 学现象 。

关键词 ： 文化认同 东西格局 西部

在中华文化的历史格局 中 ， 其实一直并未构建起西部文化及西

部文学这样的主体概念 ， 论文化及文学 ， 均 以南北划分 ， 如南北文

化特质 、 南北学派 、 南北文学特质等 ， 如刘师培？
、 梁启超？

、 袁行

霈？等先贤 。 如此格局 ，

一则源于中国独特的地貌对文化的影响 。 中

国的几大重要水系 黄河 、 长江 、 淮河等均是 自 西 向东流 ， 成为

划分南北的天然壕堑 ， 这不仅是地理的划分 ， 也是生活方式 、 社会

形态的划分 。 对此 ， 《毛诗 》 曰
“

滔滔江汉 ， 南 国之纪
”

， 《魏志 》

曰 ：

“

文帝伐吴 ， 至长江而叹曰 ：

‘

天固以限南北也 。

’ ”④ 二则源于长

期的政治征伐和割据 ， 它反过来强化 了南北天堑的分隔 ， 典型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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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文化与文学 １０３

魏晋南北朝 、 五代十国等 。

一方面长期 的政治割据造成从政治制度到生活方

式 、 文化思想的区隔界线 ， 另一方面江河也成为人们 的心理分界线 ， 由 此形

成不同的文化主体认同圈 。 在古代生活 中 ， 由 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 ， 江河成

为生活生产的主要依靠对象 ， 它一方面可 以提供方便的饮用水源 ， 同时为农

耕提供方便的灌溉资源 ， 再则也为不发达的交通提供航道 ， 因而 ， 依存于江

河 自然形成不同的文 明形态 ， 黄河 、 长江这两大水系便成为南北文 明两大体

系的 自然代表 。 由于 ３０００ 年前的黄河流域气候条件相 当于现今长江流域气候

条件？
， 因而黄河流域先行成为文明 中心 ， 而长江流域则被视为

“

南蛮
”

， 其

后因为气候变冷 ， 文明 中心 明显 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 ， 南北对举的格

局得到强化 。

然而 ， 这种文化格局 的南北划分掩盖了一个问题 ， 那便是东西划分 。 其

实 ， 所谓南北划分 ， 主要针对东 、 中部地区 ， 而少涉及西部 ， 这说明 了文明

东移的事实 ， 所以 ， 西部生活及文化被遮蔽了 。 由此产生系列 问题 ： 西部何

以被忽略 ？ 此现象背后 的历史文化逻辑为何 ？ 作为独立文化主体的西部可 曾

存在于历史的某个时段 ？ 西部这一概念本身的 主体范畴有无迁衍变化 ？ 西部

的地域特征 、 生产生活方式 、 文化特征如何 ？ 重提西部及西部文化 、 西部文

学有无必要 ， 有何意义呢 ？

如前所述 ， 历来文化文学论者皆 以南北而论 ， 少有言东西者 ， 其 中反拨

潮流之罕见者为王国维 、 傅斯年二先生 。 王国维 《殷周制度论 》 、 傅斯年 《夷

夏东西说 》 均提出 中国历史文化的东西二分观点 ， 为西部之存在正名 ， 然细

读之则会发现 ， 此
“

东西部
”

系古代史范畴 ， 尤指夏商周三代及三代 以前 。

此阶段之文明主体 ， 范围何在 ？ 由此而生对
“

中 国
” “

夷夏
”

等本源性概念的

探究 。

“

中 国
”

者 ， 指中原也 ， 其范围大致在黄河流域 。 按傅斯年考 ， 严格意

义的夏
“

包括今山西省南半 ， 即汾水流域 ， 今河南省之西部中部 ， 即伊洛嵩

高一带 ， 东不过乎汉线 ， 西有陕西一部分 ， 即渭水下流 。 东方界线 ， 则其盛

时曾有济水上流 ， 至于商邱 ， 此便是与夷人相争之线
”？

。 而与夏对举的夷则
“

现在假定 ， 凡在殷商西周 以前 ， 或与殷商西周 同时所有今山东全省境 中 ，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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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之东部 ， 江苏之北部 ， 安徽之东北角 ， 或兼及河北省之渤海岸 ， 并跨

海而括辽东朝鲜的两岸 ，

一切地方 ， 其中不是一个民族 ， 见于经典者 ， 有太

嗥 、 少嗥 ， 有济徐方诸部 ， 风盈偃诸姓 ， 全叫做夷 。 《论语 》 有九夷之称 ， 明

其非一类 。 夏后一代的大事正是和这些夷人斗争
”？

。

一方面 ， 诸夏之外的异

族东称夷 、 西称戎 、 南称蛮 、 北称狄 ， 另一方面 ， 夷又成为异族的总称 。

？ 即

便以春秋五霸 、 战 国七雄而言 ， 历三家分晋 、 楚吞吴越之变化 ， 强盛如东之

齐 、 西之秦 、 南之楚 ， 也不免被鄙薄为夷 、 戎狄 、 蛮之类 。 长江流域之南 ，

尽被 目 为南蛮 。 傅斯年考 ：

《 荀子 ？ 儒效篇 》 云 ：

“

君子居楚 而 楚 ， 居夏而夏
”

， 楚夏对称 ， 自 不

能 以楚为夏 。 楚 国之最大版 图 中 ， 尽可 包含一部分诸夏 ， 而诸夏未必 能

过荆 襄而括江汉 ， 或 者此之名 夏竞是 同 音异辞 。 陈 范记关 羽 据荆 州 北伐

曹操事 云 ：

“

威震华夏
”

， 是汉末犹 以 华夏为 三辅三河汝颍等地之专 名 ，

未尝括九州 而 言 。

 则 以 古代河济淮泗的 中 国 全部论 ， 夏 实 西 方之帝

国 或联盟 ， 曾
一度或数度压迫 东 方 而 已 。 与 商殷之为 东 方 帝 国 ， 曾 两度

西 向拓土 ， 灭夏克鬼方者 ，
正是恰恰相反 ， 遥遥相对 。

③

至商 ，

“

汤放桀 ， 等于夷灭夏 。 商人虽非夷 ， 然曾抚有夷方之人 ， 并用其

文化 ， 凭此人民以伐夏而灭之 ， 实际上亦可说夷人胜夏 。 商人被周人呼为夷 ，

有经典可证 。

”？ 至周 ， 周起于西土 ， 周武伐纣 ， 从其牧野决战前的誓词 《牧

誓 》 看 ，

“

逖矣 ， 西土之人
”

，

“

及庸 、 蜀 、 弟 、 章 、 微 、 卢 、 彭 、 濮人
”？

， 这

其中 ， 西土八国 中 的庸 、 蜀 、 卢 、 彭 、 濮五国都在汉水流域 ， 羌 、 微在渭水

流域 ， 禦在山西南端黄河北岸 ， 以此观之 ， 其实周之
“

西
”

亦在后来的 中原

之范围 内矣 。 傅氏虽承认夏商周 的东西二系说 ， 但他也同时认为
“

这样 的东

西二元局势 ， 自 非混合不可
”

。

三代 中 东胜西之事较少 ， 西胜 东之事甚 多 。 胜 负 所 系 ， 不在一端 ，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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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文化力 ， 或 由战斗力 ， 或 由组织 力 。 大体说来 ， 东 方经济好 ， 所 以 文化

优 。 西方地利好 ， 所以武力优 。 在西 方一 大 区兼有 巴 蜀 与 陇西之时 ， 经济

上有 了 天府 ， 武力上有 了 天骄 ， 是不 易 当 的 。 然 而 东 方 的 经济人文 ， 虽 武

力上失败 ， 政治上一时不 能抬 头 ，

一 经 多 年安定之后 ， 却是会再起来的 。

自春秋至王莽时 ， 最上层的文化只有一个重心 ， 这一个重心便是齐鲁 。

①

夏朝在文化上 的贡献何若 ， 今尚 未有踪迹可寻 ， 然诸夷姓之贡献都

实在不 少 。 春秋战 国 的 思想 家 ， 在组织一种大一统观念 时 ， 虽 不把 东 夷

放在三代之 系统 内 ， 然 已把伯 夷 、 皋陶 、 伯益放在 舜 禹 庭 中 ， 赓歌揖让 ，

明 其有分庭抗礼的资格 。

②

东部平原地区之文化中心鲁
“

土著之伊尹 ， 用其文化所赋之智谋以事汤 ，

遂灭夏 。 此地土著之孔子凭借时势 ， 遂成儒宗
”？

。 正因为对于东夷的文化中

心地位的重视及对
“

诸夷姓
”

的细考 ， 傅氏被后人议为有
“

东方主义
”

倾 向

或东夷情结 。

？

东西如此二系相抗相融 ， 但文化一直是东 系 的优势 。 周 自 西徙东 ， 且又

礼失而求诸四夷 ， 鲁成为崇周礼的文化中心 ， 齐举尊王攘夷政治大旗 ， 诸子

百家本就多 出于山东 中原 ， 齐之稷下学宫成为文化交流 中心 。 这种文化格局

至汉
“

罢黜百家 ， 独尊儒术
”

后彻底认定 以儒家为代表的东部文化为整个 中

华文明 的政治文化统治支柱 。 要言之 ， 东汉 以前 ， 中 国 以东西二系 的分离对

抗和交融为基本格局 ， 东西二系 的融合共同构成 了 中华文化的主体部分 ， 其

中军事政治上西胜而文化上则是东强 ， 正因如此 ， 西部在文化上一直未得到

重视 。 即如太史公所云 ：

“

或 曰 ：

‘

东方物所始生 ， 西方物之成孰 。

’

夫作事者

必于东南 ， 收功实者常于西北 。 故禹兴于西羌 ， 汤起于亳 ， 周之王也以 丰镐

伐殷 ， 秦之帝用雍州兴 ， 汉之兴 自 蜀汉 。

”？ 然
“

秦始小 国僻远 ， 诸夏宾之 ，

比于戎翟 ， 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
”？

， 在商鞅行耕战之法 ， 以严刑峻法治 国而

国富兵强之后 ， 这种文化歧视在纵横时代体现为六 国对秦
“

虎狼之国
”

的称

谓 。 在秦灭六国而一统天下后 ，

“

焚书坑儒
”

也给秦 国招来
“

灭文化
”

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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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 贾谊 《过秦 》 统之曰 ：

“

于是废先王之道 ， 焚百家之言 ， 以愚黔首
”

，

“

秦

王怀贪鄙之心 ， 行 自 奋之智 ， 不信功 臣 ， 不亲士 民 ， 废王道而立私爱 ， 焚文

书而酷刑法 ， 先诈力而后仁义 ， 以暴虐为天下始
”

，

“

故其亡可立而待也
”

。

？

集录 《战国策 》 的西汉刘 向也同样愤然责 曰
：

“

杖于谋诈之弊 ， 终无信笃之

诚 ， 无道德之教 、 仁义之化 ， 以缀天下之心 。 任刑罚 以为治 ， 信小术以为道 。

遂燔烧诗书 ， 坑杀儒士 ， 上小尧 、 舜 ， 下邈三王 。 二世愈甚 ， 惠不下施 ， 情

不上达 ； 君臣相疑 ， 骨肉相疏 ； 化道浅薄 ， 纲纪坏败 ； 民不见义 ， 而悬于不

宁 。 抚天下十四岁 ， 天下大溃 ， 诈伪之弊也 。 其 比王德 ， 岂不远哉 ？

”？ 建立

一统天下伟业的秦帝国 尚且被屡屡推上文化的鞭尸柱 ， 中华文化 中有华夏认

同 ， 有崇周文化 ， 有汉族认同 ， 有唐人认同 ， 可是却缺少对秦的文化认 同 ，

对于曾 以最残暴的武力征服山东六 国 的秦之否定 ， 足 以体现文化主导权的东

部化 。 对此 ， 傅斯年曾归纳说 ：

“

统一 中 国之国家者
——

秦 。 统一 中 国之文教

者 鲁 。 统一中 国之宗教者
——

齐 。 统一中 国之官术者——三晋。

”③

除傅斯年 ， 坚持 中 国古代 民族族系 的东西划分的还有徐 中舒 、 杨宽等

人 。

？ 而 ２０ １ ２ 年学者易华更在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基础上 ， 更进一步提出夷

夏先后说 ， 认为
“

夷夏不仅有东西之分 ， 而且有先后之别 。 夷为东亚土著 ，

创造了东亚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文化 ； 夏人西来 ， 传播 了青铜时代游牧文

化
”

。

“

三代之前尽是夷 ， 三代之后都成夏
“

战 国时代纷纷号称诸夏 ， 夏 由

第三人称变为第一人称 ， 夷 由
‘

人
’

变为 了
‘

他人
’

， 夷 、 夏完成 了人称和时

空的转换
”

？
。 易华的西来说固然 尚待争论 ， 但对于上古史起源 中 的东西划分

之大势则进一步得到确认 。

尽管有人考证
“

所谓
‘

诸夏
’

的 中心夏商周三个种族也是从夷狄之族进

化来的
”？

， 并批驳曰
“

三代 民族既然 皆本非 中原之人 ， 然则那里还有
‘

夷 ，

夏
’

之分 ， 既无
‘

夷 ， 夏
’

之分 ， 则 以
‘

华夏
’

民族居 中央 ， 夷蛮戎狄分居

①贾谊 ： 《新书 》 卷
一

《过秦 》 ， 卢文弨校 ， 中华书局 ， １ ９ ８ ５ 年 。

② 《战国策 》 序 《刘向书录 》 ， 商务印书馆 ， １ ９ ５ ８ 年 ， 第 ３ ４ 页 。

③ 傅斯年 ： 《夷夏东西说 》 ， 见 《 中 国现代学术经典 ？ 傅斯年卷 》 ， 河北教育 出版社 ， １ ９ ９ ６ 年 ，

第 ４ １ ９ 页 。

④ 参见祁庆富著 《西南夷 》 引童书业 《

“

姬姜
”

与
“

氐羌
”

》 ：

“

近年论中 国古代民族史 的人 ， 有

古代民族以东西分而不以南北别 的说法 ， 认为汉族实为古代东西二大族的混合体 ， 此说创始于徐中舒

等 ， 到杨宽而更详尽 ， 杨先生以殷 、 淮夷 、 徐戎 、 楚 、 郊 、 秦 、 赵等为东系民族 ， 周 、 羌 、 戎 、 蜀等

为西系民族 。

”

当然 ， 祁庆富先生是不同意此说的 。 祁庆富 ： 《西南夷 》 ， 吉林教育出版社 ， １ ９ ９ ０ 年 ，

第 １ ０８ 页 。

⑤ 易华 ： 《夷夏先后说 》 ， 民族出版社 ， ２ ０ １ ２ 年 ， 封底 ， 第 ７ 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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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文化与文学 １０７

东南西北的观念 ， 自根本失其依据了
”？

。 这种辨析固然可 以探幽发微以驳成

见定论 ， 但毕竟已不能改变漫长历史 中早已成形 的关于族群认同 的文化定见

了 ， 即便那些定见是以 ｉ化传讹 ， 它也已载于典籍 ， 成为历史记忆 ， 树于朝堂 ，

又不断规制着历史进程 。 那定见就是三代 民族经历东西对抗和交融 同化后 ，

形成了 中华文明 的主体部分 ， 这种文化系统中核心的成分之一便是夷夏之辨 、

夷夏之防 。 尽管夷与夏的具体边界在不断地变化 ， 有夏吞夷 、 夏化夷 ， 也有

夷人夏 、 胡乱华 ， 最终夷与夏的具体政治边界很难再划分清楚 ， 但毕竟夏与

夷作为核心概念成了族群认同 、 文化传承的支柱 ， 夷与夏的界线在汉朝也确

定下来 ， 这就是华夏认同 向汉族认同变化的原因 。

？ 其时 ， 汉族早已融人多个

戎狄蛮夷的族别血缘了 ， 所以汉族的族群认同便只能是弃血缘而守文化 ， 只

能是一种对夏的文化认 同 了 。 钱穆所谓
“

因此文 明可 以说 ， 在古代观念上 ，

四夷与诸夏实在另 有一个分别 的标准 ， 这个标准 ， 不是
‘

血统
’

而是
‘

文

化＼ 所谓
‘

诸侯用夷礼则夷之 ， 夷狄进于 中 国则 中 国之
７

， 此即是以文化为
‘

华
’ ‘

夷
’

分别之明证
”？

。 但即便在汉之后 ， 也仍有夷与夏的斗争 ， 李济便

列举 出公元 １ ６４４ 年以前的三次北方大人侵 ： 匈奴
－

鲜卑入侵 ， 契丹
＿

女真入

侵 ， 蒙古人侵 。

￥ 其对应时间分别为公元 ３ ０４ ５ ８ ０ 年 ， 公元 ９ ０ ７
—

１ ２ ３ ５ 年 ，

公元 １ ２ ８０
—

１ ３ ６ ８ 年 。

？ 历史上对此习惯的对应代称则分别为永嘉之乱 、 靖康

之变 、 蒙元王朝 。 少数民族对汉族的人侵与改变 ， 除五胡乱华 、 五代十 国等

外 ， 即便是统一 的少数 民族统治之大王朝也有蒙古族的元朝 、 满族的清朝 、

有近半鲜卑血统的唐朝 。 但为何元朝武功最为卓著 ， 统治时间却最短 ， 而唐

朝 、 清则统治长久 ， 并有贞观之治 、 开元盛世 、 康乾盛世 ， 而唐甚至成为古

代中 国文明 的繁盛顶峰呢 ？ 核心便在于唐 、 清两朝推行汉文化 ， 因而获得了

①童书业 ： 《夷蛮戎狄与东南西北 》 ， 见葛剑雄 、 华林甫编 《历史地理研究 》 ， 湖北教育出版社 ，

第 ３ ２ ４ 页 。

② 刻师培曾考
“

汉人
”

之称所 自来 ：

“

今世称中国人为汉人 ， 习故言 也 ， 自 古 已然 。 《隋书 ？ 西

突厥传 》 ：

‘

崔君肃曰 ， 吐谷浑亦因憾汉故 ， 职贡不修 。

’
‘

汉
’

， 即隋也 。 《新唐书 ？ 郭震传 》 ：

‘

国家往

不与吐蕃十姓四镇而不扰边者 ， 顾天时人事两不谐契 ， 所以屈志于汉 ， 非实忘十姓四镇也 。

’

又 《张说

传 》 ： 禄山入朝 ， 以破奚契丹功求平章事 。 国忠 曰 ：

‘

禄山有军功 ， 然而不识字 ， 与之恐四夷轻汉 。

’

‘

汉
’

， 即唐也 。 宋元以来皆袭此称 ， 从所 习 也 。

”

刘师培 ： 《汉人之称所 自来 》 ， 见李妙根编选 ， 《 国粹

与西化一
一

刘师培文选 》 ， 上海远东出版社 ，
１ ９ ９ ６ 年 ， 第 １ ３ ９ 页 。

③ 钱宾四 （钱穆 ） ： 《中国文化史导论 》 ， 见 《中 国现代学术经典 ？ 钱宾四卷下 》 ， 河北教育出版

社 ， １ ９ ９ ６ 年 ， 第 ７ ４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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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８ 中外文化与文论 （ ４ ２ ）

汉族群体的认同和接受 ， 而元朝则 以对汉族生活方式和文化体系 的排斥而激

起汉族的持续反抗 。

东西格局 向南北格局演化 ， 关键时期在秦汉 。 秦统一历程中 的纵横时代 ，

横为秦与黄河流域中原各国之联合 ， 纵则是长江流域的楚与黄河流域的 中原

各国的联合 ， 苏秦言
“

从合则楚王 ， 横成则秦帝
”？

， 张仪言
“

凡天下强 国非

秦而楚 ， 非楚而秦 ， 两国敌侔交争 ， 其势不两立
”？

。 《史记 》 所录苏秦 、 张仪

列传皆大致记于 《战国策 》 中 。

“

公元前 ３ 世纪 ， 秦国成北方之雄 ， 楚国为南

方之长 ， 秦楚战争把古代东西对峙的情势改变为南方与北方 、 长江与黄河间

统一中 国的战争 。

”？ 拉铁摩尔称此变为
“

南方——中 国第二中心的兴起
”

。 这

算是南北格局的初现 。 而南北争雄到东汉末期演化成了新的格局 ：

“

自东汉末

以来的中 国史 ， 常常分南北 ， 或者是政治的分裂 ， 或者 由 于北方为外族所统

制 。 但这个现象不能倒安在古代史上 。 到东汉 ， 长江流域才大发达 。 到孙吴

时 ， 长江流域才有独立的大政治组织 。

”？“

到 了东汉 ， 长江流域才普遍 的发

达 。 到孙氏 ， 江南才成一个政治组织 。 从此少见东西的对峙了 ， 所见多是南

北对峙的局面 。

”？ 三国的南北对峙经晋短暂统一后 ， 便进人了南北朝 的大乱

局 ， 从此 ， 南北对峙强化 ， 政治 、 军事 、 经济 、 文化分流格局奠定下来 。 自

是以后 ， 世人论则南北 ， 再不提西东 ， 而其实是淡化甚至修改 了西部的文化

记忆 。 经汉朝的文化整合 ， 在汉之前的周 、 秦等西部文化已经被铸人整个中

华文化体系的主干之中 ， 如同之前春秋战 国 的
“

东夷身份
”

被淡忘一样 ， 秦

于西部的戎狄身份作为东西之争 中一笔算不清的糊涂账而搁置 ， 竟至于不再

追究了 。 因此 ， 时间 以汉为界 ， 空 间具体以秦汉所筑长城为界 ， 产生 了新的
“

西部
”

概念 ， 那便是新的戎狄 ， 具体包括西北的匈奴 、 突厥 、 羌 、 吐蕃 ， 西

南的西南诸夷 。 就今天 的地理区划来说 ， 陕西 已被纳人汉文化主体 ， 甘肃被

视为
“

过渡地带
”

， 而西藏 、 青海 、 宁夏则属
“

西部
”

文化 ， 至于新疆则是更遥

的
“

西域
”

， 自汉张骞始通 。 属于长江流域上游的 巴蜀在秦时被视作蛮夷 ， 后来

①《战国策 》 卷十四 《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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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苏秦为赵合从说楚威王 》 ， 商务印书馆 ， １ ９ ５ ８ 年 ， 第 １ １ ８ 页 。

② 《战国策 》 卷十四 《楚
一

． 张仪为秦破从连横 》 ， 商务印书馆 ， １ ９ ５ ８ 年 ， 第 １ １ ８ 页 。

③ 拉獅尔 ： 《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 ， 唐晓峰译 ， 江苏人民出版社 ， ２００ ５ 年 ， 第 ２ ０ ６ 页 。

④ 傅斯年 ： 《夷夏东西说 》 ， 见 《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 傅斯年卷 》 ， 河北教育 出版社 ， １ ９ ９ ６ 年 ，

第 １ ８ ８ 页 。

⑤ 傅斯年 ： 《夷夏东西说 》 ， 见 《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 傅斯年卷 》 ， 河北教育出版社 ， １ ９ ９ ６ 年 ，

第 ２ ３ ７ 页 。



西部文化与文学 １０９

随其发展同化而被纳人中华文化的
“

汉族文化圈
”

， 但川西诸羌则在此之外 ，

滇 、 黔则分别以
“

南诏国
” “

夜郎国
”

为代表而被视为夷 ， 广西也以交趾州之越

夷而为羁縻 。 但总体而言 ， 西南夷进人
“

汉族文化圈
”

时间较晚 ， 三国诸葛亮

尚
“

南抚夷越
”

， 经隋唐拓土的扩大设治 ， 后又有
“

宋挥玉斧
”

的隔绝治理 ， 加

之山地阻塞导致的治理教化难行 ， 因而历来被视作文化边缘之地而未得重视 。

中华文化族群认同历程中 ， 周铸华夏认同 为第一次大熔铸 ， 汉铸汉族认

同为第二次大熔铸 ， 那么 ， 此之后至清 ， 汉族与其他诸族的族群认同与文化

大溶铸便一直未能实现 。 有论者认为 ， 在清末开始的面对西方列强人侵而形

成的中华民族认同是新的一次族群身份认同的大融铸 。

时至今 日 ， 各少数民族主要聚居于西部省 区 ， 这是西部文化格局 的一大

基本特征 ， 因而理清其民族认同文化传统便显得尤为重要 。

西部 的 陕 、 甘 、 青 、 宁 、 新 、 蒙 、 云 、 贵 、 ；
Ｉ

Ｉ 、 渝 、 藏 、 桂 １ ２ 省 区

市除陕西外 ， 都有少数民族的聚居 区 。 其 中 的 ５ 个 自 治 区 和云 、 贵 、 青 ３

省被 习 惯称作 民族八省 区 ， 也就是 少数民族聚居的地 区 。

… …在 西部 的

居民 中 ， 包含着 中 国 的 ５ ６ 个民族成分 ， 并且是绝 大 多 数 少数民族的世居

之地 ， 在 十 国 的 ５ ５ 个 少数 民族 中 ， 除 了 满 、 朝鲜 、 黎 、 畲 、 赫哲 、 高 山

等几个 民族以 外 ， 其他 民族的 聚居 区 都在 西部 。 或 者换 言之 ， 中 国 的 ５ ５

个 少数民族有 ４ ９ 个主要聚居于 西部 。 少数民族聚居地构成 中 国 西部地域

的主要成分 。 所 以 ， 从一定意义上说 ， 西部地 区主要是民族地 区 。

①

只有充分考虑到西部地区 的 民族文化认同 的传统观念的存在 ， 才能理解

许多西部文化与文学现象 。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 ２ 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提 出西部文

学概念时 ， 提议者将其区域划定为西北 的甘 、 青 、 宁 、 新 、 藏 ， 而不要地理

上明显居于西部的陕 。 原因便是在族群文化认同 的潜意识中 ， 陕早 已为汉文

化之主体 ， 而甘 、 青 、 宁 、 新 、 藏则仍保有
“

西部
”

身份 。 这样的
“

西部
”

为汉以后之西部 ， 而非夏商周三代之西部 ， 实为三代西之又西矣 ， 为汉文化

主体之外的西部 ， 而非之 内 的西部 。 而西部文学概念起初也并不包括西南诸

省 ， 由此可见 ， 即便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这样的新时代 ， 也仍然潜隐着习焉不

察却又根深蒂固的族群文化认同老格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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