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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确理解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

世界上各个王朝的衍化中，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普遍现象。中华民族的“交融”表现得非

常突出，是中华文明的一个核心特质。

 

中华民族作为人类民族群体的重要组成，从产生的那一天开始，就历经着交往、交流到

交融的互动。我们也看到，中华民族这个群体之大、含括的族群之多、包容的内容之

广，前后延续的时间之长，尤其是凝聚力之强，在人类的历史发展和当今的生活中，可

谓“独树一帜”。

 

从世界发展的角度看，正是经济社会文化全方位的交融推动了各民族的发展。因此，需

要明确指出的是，不能将民族“融合”理解为民族“同化”。“民族融合”，是指某个民族的个

体或群体与其他民族的个体、群体之间的密切联系，进而合二为一的现象。“交融”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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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它属于自然性选择，本质上不表现人为性的刻意追求。这与带有“兼并”或“吞并”

性质的“民族同化”是两码事。

 

那么，中华民族是怎么交往、交流并交融为一个共同体的呢？

 

▲各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图片来源：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 摄）

（一）周边族群融入到中原民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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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融合”是各民族原有的成分和要素彼此吸收和兼纳，当然前提是交流和交往。至于谁多谁

少、各占多大比例，属于自然性选择，这种吸收和兼纳只有双方或多方达到“认同”的程度，

才能走向“融合”。

例如东汉后期匈奴势力削弱之后，他们奔走四方，其中南下中原者，与其他民族交互融通，

转成了不同的族类，以至于混杂不清者被时人视为“杂胡”，到了这种程度，就意味着民族融

合了。那些分布在黄河两岸今山西、陕西的稽胡，到了唐初就不见了踪迹，这也是融合于当

地民族之中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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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匈奴南迁路线图。（图片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唐初的高句丽人，他们东进朝鲜半岛组合另外的政权之外，还有大量的群体南下汇入到了汉

人或中原的其他族群之内，这也是融合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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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熟知的中亚粟特人，从他们步入中国之后，就以不同的方式融入当地，这种情况在汉唐

时代表现得最突出。

▲唐定远将军安菩（粟特人）夫妇墓出土的彩绘陶乐舞俑。（图片来源：洛阳博物馆）

再如西突厥别部沙陀人，他们在唐后期从天山北麓东迁，辗转于代北，先活跃在唐朝的政治

舞台，至五代就演化成政治力量，支配了后唐、后晋和后汉三个朝代，他们最终也融入到了

中原北部的人群之中。

人们更熟知的鲜卑拓跋人，在北魏孝文帝改革中，采取与汉人联姻、采用汉式习俗替代鲜卑

原有习俗的举措，更是典型的展现。

为什么周边族群融入到中原民族和族群成为历史中国的主导趋向呢？古人给出的理据是：“诸

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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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强调的是中原族群及其所处的（广义）中原具有“有容乃大”的包容精神，任何想要进入

这个范围的其他人群，都不加以拒绝，只要接受中原的文化，就变成了中原的一个部分，进

而成为了“华夏”。

中华文明的“大一统”制度与儒家“以文化人”的理念，为民族融合提供了制度保障与价值纽带。

这种融合并非单向的“同化”，而是双方在文化互动中形成新的共同体认同。

另外，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代表从事耕作生产的中原，这里积攒丰硕的财富能够供养大规模

的人群，它对周边各地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汉民族由此发展成巨大的规模，这既是多民族和

族群融合发展的结果，也是其具有吸纳力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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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正是这种开放性和包容性，才促使汉民族不断扩大。这种扩大主要体现在文化的融合之上。

而王朝尤其大一统王朝的催生，是一项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以唐朝为例。经过高祖、太宗、高宗数代君主的努力，一个兼跨长城东西南北的大型王朝之

格局确立起来，它含括了中原和周边众多的游牧、半农半牧和渔猎游耕诸如突厥、薛延陀、

回鹘、吐谷浑、党项、契丹、奚人、靺鞨，以及南部“百僚”、“百蛮”等民族和族群，他们同在

王朝的范围内交往互动，被置于正州正县和羁縻府州等不同的行政属下，按照各自的习俗从

事生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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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之能建立，本身就依托魏晋南北朝多民族融合的基础。它立国后，那些旧有的民族多已

融合一体，新的民族又依随形势而产生，后期的沙陀从西域腹地走向代北发展壮大自身，就

是一个族群再兴的案例。被形势激荡再度萌生的族群类似契丹、党项者，亦不乏其例。

然而有唐三百年的历练，诸多民族融合一体以至于消解于历史之中，这无疑是民族融合的一

个有说服力的证据。

▲唐太宗昭陵十四蕃人君长（部分）。（图片来源：纪录片《大唐帝陵》截图）

（二）各民族之间的交往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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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伴生的另一种融合，是中原族群的个体和群体融入其他民族（中古时期通常采用“胡系”的

说法）的现象，或者是其他民族之间的交往融合。

这以长城沿线地带的人群为典型。从秦汉到元明清诸朝，中原尤其长城沿线的汉人，要么以

其精湛的工匠技能，要么因商业贸易的游动，要么靠垦殖种地的能力，他们多少不等地进入

草原，最终融入了游牧民族，这类现象亦不绝于史书。

▲雄奇巍峨的秦长城遗址。（图片来源：新华社 连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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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辽东的建州女真，在其首领努尔哈赤的率领下，先聚集力量与明廷抗衡，终以攻占北京

建立清朝。他们的八旗就是融合当地包括汉人在内的多民族形成的，其中的八旗汉军、八旗

蒙古与八旗满洲均以“旗人”著称，这是典型的汉民族与其他民族融合的案例。

其他民族和族群彼此的融合，同样充斥文献史籍的记载。匈奴之能崛兴称霸草原，就是它兼

并和含纳众多的游牧部族和部落的结果。

曾经雄盛草原的突厥，同样兼纳了草原各部族，从大兴安岭穿越阿尔泰山，聚集了众多民族

要素而成；他们的南下和西迁，要么与长城沿线的民族混合，要么融入到中亚和西亚当地的

诸民族之中。

后起之秀的蒙古，更是踵继先辈，从贝加尔湖南岸、大兴安岭西部一个不起眼的部族一跃发

展为北亚世界的雄强力量，蒙古族的发展壮大，更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民族融合的典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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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农耕文化为主题的河套农耕文化博览园，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图片来源：内蒙古自治区
人民政府官网

上述各民族和族群，既表现出周边族群与中原族群之间的密切关系，也表现出中原民族进入

其他族群之内，各民族和族群的彼此互动、相互交织。这些就是人们熟知的“民族融合”，它

与中国的历史相贯通，也是中国历史发展和演进的重要内容。

（三）民族融合构成了中国历史的主流脉动 

一部人类的文明史就是在不同民族、不同人群相互之间的关系中展现出来，其中的融合成为

主旨的动向，它是人们处理彼此关系的一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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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本质上表现为多因素多民族要素的汇聚，没有一方丧失的现象，当然有要素的多少和大

小之区别，但这种差异均系自然形成。

所以中国历史上的所谓“汉人”“汉族”与其他民族和族群存在的彼此汇聚，保持了各民族的成

分和要素，这成为主流的趋势。正因为这样，我们一方面看到历史上各民族和族群不断融入

中原族群的现象，另一方面也看到中原民族融汇到其他民族和族群之内的事实，更有其他民

族和族群彼此的互通和共融。

在各民族持续不断互动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层面上

更多表现为跨区域跨民族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的增加，壮大了中华民族的实体规模，凝着

中华民族内生的巨大向心力。

受外来因素刺激，中华民族由自在的实体，上升为各族人民自觉的中华民族认同。在近代救

亡图存的共同命运中，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各民族共同的理

想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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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的“大团结”展厅。（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这里顺便一谈所谓的“民族同化”。与民族融合不同的是，“同化”多指一个民族（通常具有强

势特征）将其他民族“兼并”或“吞并”到自身之内的现象，这些并合的民族成分和要素被强势

的“吞并者”消除，进而化解在强者之内。

睽诸中国历史，这种现象并非没有，但多系战争厮杀、动荡冲突引起的，表现为强者压迫弱

者的行为，然而它不仅被历史所谴责，更成为后人引以为训的借鉴。这至少成为史书记载通

行的法则。

整体看，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是常态，它构成了历史的主流脉动，这一点应该毫无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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