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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民族相处之道: 藏彝走廊民族交往的经验与
智慧

石 硕
( 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四川 成都 610064)

［摘 要］ 藏彝走廊是我国北方民族与南方民族沟通联系的通道，东西方i则是藏族与中华各民族之

间密切交往交流交融?区，是民族交汇接触的关键区域和枢纽，在我国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具有特殊?@与

gh。藏彝走廊的民族格局是在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步形成的。透&藏彝走廊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

融，可以]现一个{显事实，我国各民族之间有很z的渊w联系，这既体现于V族与67民族之间，也体现于

各67民族之间。藏彝走廊各民族的长期交往接触积累I许多宝贵经验与智慧，是一笔珍贵财富。藏彝走

廊的各民族交往也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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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W形_6R数千’*\境内b,-
不断交往交流交融We果。正如费孝通所言6*
O,-W主流“R由许许多多分散存@W,-单
k6经过接触、混杂、联e和融合6rI也有分裂和
消亡6形_一个你U我去6我U你去6我*有你6你
*有我6而又b具个性W多元统一s。&Z1["独健
亦JK% L如果说我\hi上,-关系有主流W
话6主流QRb,-;益接=、相互吸取6相互依
存。&Z2[“b,-;益接=、相互吸取6相互依存&6
所依#W正R,-间W交往交流交融。可见6,
-E间交往交流交融对*O,-至‘关键。=
天6*O,-W维系与发G6r样有赖于*\b,
-W交往交流交融。@我\,-区域*6有一个
,-交往交流交融WC型区域6这QR藏彝走$
地区。藏彝走$N分布有藏、%、彝、白、纳西、&
’、普米、独龙、(、阿昌、景颇、拉)、哈尼、基诺、
门巴、*巴、瓦、德+等约 18 个,-6RN=*\
境内,-种类V多、,-n系VC杂W地区。@

这样一个多,-聚居和Tj交汇W地区6,-E
间W交往交流交融有何特点? 藏彝走$作‘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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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语,-分布与活动W主要c台6这里,-种类
繁多6n系C杂6由于独特W高山-谷环境6它不
但_‘一条特殊Whi文化沉积@6保x.量古
老Whi遗x6其,-文化NM也具有突KW多
样性和C 杂 性6R 我 \一个独具价 值 W , -
区域。Z4[

费孝通E所T将E称作“藏彝走$&6R基于
该区域,-分布主要呈“北藏&L南彝”W格局。
“藏彝走$”区域概念WoK有一个.背景6即
1980 ’前后6当改革开放春t和26*\23b
行b业百3待D、欣欣R荣Er6获得(二次/术
生命W费孝通@思考一个.问题———我\W,-
研究应当如何继往开U? 任何继往开U都离不开
对过去W~思和8e6c们8R从“过去”找到通
往未UWF。费孝通@~思*发N6T往W,-
研究存@两.4端6一R按照行政区划{行,-
研究9二R偏重于按照单一,-单k{行,-研
究。有鉴于^6费孝通oK了开辟*\,-研究
新局面W两个基本思F6一R按照“hi形_W
,-地区”开G,-研究6二R从*O,-整s
地域开G,-研究。L藏彝走$”作‘一个单独
,-区域WoK6正R费孝通将E视‘“hi形
_W,-区域”We果。可见6L藏彝走$”区域
概念6R@*\,-研究发生重要转折关头产生
W6它标志Q*\,-研究两个.W转R%一R从
按行政划区转R按“hi形_W,-地区”开G
研究9二R从单一,-单kW研究转R了更加注
重,-E间W交往交流交融。Z5[当I6费孝通曾
把*O,-整s地域初|划分‘“六.板块”和
“三条走$&6L六.板块”J北部草>地区、东北
角W高山森林区、西南角W青藏高>、云贵高>、
沿海地区、*>地区9 L三条走$”则R藏彝走$、
南5走$和河西走$。Z3[2－6所T6藏彝走$区域概
念WoK6R*\,-研究{x从整s地理格局、
从*O,-所@地域研究,-E新阶段W一个标
志6rI也R从,-走$角度开G*\,-研究
新局面W一个开端。
“藏彝走$”区域概念一经oK6得到,-/

界W热烈响应。1981 ’6*\西南,-研究/3
@6明召开_立.363上6@马7、李绍明、童恩
正、何8O、余宏木等/界前9W倡导.6决定响
应费孝通W号召6开G“六江流域,-综合4/
考{”活动6这R首次对藏彝走$区域{行.规

模综合考{6不仅取得可$_果6也有力推动了我
\,-研究W转型。Z6[{x 20世纪 90 ’ST后6
藏彝走$逐渐_‘我\,-研究W一个热点区
域。1992 ’费孝通wp_都召开Wa\首次藏
彝走$3议“藏彝走$% hi与文化/术研讨3”
W:信*6有这样一段论述% L对这条走$G开文
献和M地田野考{6,-/、c类/、,-i/家
能看到,-E间文化交流Whi和这一hiWe
;。从而能对‘*O,-多元一s格局’有一个
比较生动W认u。&Z7[1 这R对藏彝走$@*\,
-研究*地k与价值W准确概括。从^t义上
说6研究藏彝走$W价值决非“Q事论事&6更不
R只Q“藏彝走$”说“藏彝走$&6而R要透过该
区域多,-交往交流交融UB{、认u*O,-
W流动与形_6通过藏彝走$U认u“,-E间
文化交流Whi和这一hiWe;。从而能对
‘*O,-多元一s格局’有一个比较生动W认
u&。Z7[1所T6对于研究藏彝走$Wt义和价值6
我们需要从*\整s,-格局6从*O,-整s
地域U认u和理解。改革开放TU6藏彝走$W
研究不断升温6_‘*\,-研究W一个热点区
域6根本>因正@于藏彝走$研究开创了*\,
-研究W新范式、新格局6这个新范式、新格局6Q
R从过去偏重单一,-研究转R了更加注重,-
E间交往交流交融W研究。

二、藏彝走廊民族格局是在多
民族交往交流中形成的

费孝通称藏彝走$‘“hi形_W,-地
区&6这Rm分贴jW。有一个事M异常明显6=
天生活于藏彝走$Wl多,-6.多R@不rh
iI)从周边地区陆续迁xW。e响和决定=天
藏彝走$,-分布格局W主要Rhi上五个.W
,-流动趋势% 1．藏1语,-]北R南迁移9 2．<
=R东扩张与藏彝走$北部W“>”化9 3．蒙古-
W南.9 4．明清I)木氏土司与彝-R北扩张9 5．
明清、,\I)汉cT及回-W.量迁x。这五
个.W,-流动趋势@UWb,-E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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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23[{x藏彝走$地区W蒙古-后U.部分
都逐渐融x当地,-特别R藏-E*6_‘汇x
当地W新W,-_分。例如6@=藏彝走$地区
属于藏-W康北d尔c*、木雅c*6丹巴e坡、
*F一@藏-地区T及川,交接地区Wb,-*
均广泛存@蒙古祖源W+说。Z24[正如有/者J
K% L川西南蒙古-c有fg、hi、青海、阿h拉
等称呼6他们有W分别融x回-、纳西-、彝-、西
>9 川西蒙古-c仍R当地W统治者6有d尔、瓦
述、e 坡、和! 特部等6他 们后U 都 融 x到藏
-*。&Z25[

藏彝走$*也KN过]南R北W,-流动6
这QR明清I)木氏土司与彝-WR北扩张。明
S6@明朝.力n持.6木氏土司W势力迅速崛起
v开始强有力地R北扩张6将势力推{到=云南
德j、四川巴W及西藏芒康一@W藏-地区。①

i载“]奔子kT北>cl6皆降。]纳西及*
X6vN隶四川E巴W、理W木氏皆有E。&Z26[木
氏土司R北扩张6使纳西-与藏-发生了Tj联
系6也使纳西-_‘藏-与,西b,-尤其R彝
语n,-E间Wmn和重要联e纽@。

从清*叶到,\I)6藏彝走$还KN了彝
-WR北迁移。凉山彝-.量沿安宁河流域北
上6{x=o宁、n龙一@6或沿.渡河北上6R北
{x到=雅安汉源和甘^Kp定一@6



T6hi上6分布于四川、云南境内Wl多西南,
-不断R这一区域迁0、移动和渗透6使E_‘l
多,-交汇和交错杂居W区域6也_‘藏-与西
南l多,-交汇地区。从^t义上说6藏彝走$
R居住于青藏高>W藏-r*Ob,-E间Tj
交往交流交融地区6费孝通JK@藏彝走$*我
们能够看到*O,-交往交流交融W缩e6正R
Q^t义而言。

其次6从南北jR上看6藏彝走$W地形R北
高南低6这使得其区域内W六条.江无一例外均
]北R南流6所T6藏彝走$区域北接甘青6南接
云南6R青藏高>与云贵高>W地理连接@。因
^6藏彝走$也R我\北j,-与南j,-E间
{行O通交流v发生联系W重要hi区域。藏彝
走$W主s,-R藏1语-6藏1语-主要包括
藏语n、彝语n和%语n三个语n6藏1语-W发
源地正R=甘青地区河?地@。]新5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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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Em&L汉藏黄金m&。① 可见@东西jR
上6藏彝走$区域@连接汉藏,-及两地间文化
交流上发挥Q重要作用。

四、藏彝走廊提供的经验与启示
藏彝走$作‘,-种类l多、n系C杂6,-

文化有突K多样性W区域6其@*\地理和,-
格局*Wt义与价值6@于它R我\多,-交汇、
聚居及文化交融WC型区域。*\R有Q悠久h
iW多,-\家6@强调,-交往交流交融和p
q*O,-lrstuW=天6藏彝走$作‘,
-l多和文化多样性突KW区域6其@,-交往
接触、和8相处、和谐l居j面积淀了丰富W经验
与智慧6这V经验与智慧.多散落于,间6尤如一
座宝藏6尚值得我们深x挖掘。

例如6@藏彝走$南部,西北b,-*6广泛
流行“弟兄祖先”+说。+说W基本模型R6@创
世纪初6仅存一对兄妹6他们婚配生.几个儿子6
长.T后老.、老二和老三分别变_了相邻W几
个不r,-。这种+说普遍存@于彝、哈尼、&
’、拉)、基诺、纳西、普米、(、景颇、独龙、佤、布
朗、德+-等 13 个,-E*。L弟兄祖先”+说
*弟兄,-组合b不相r6一般U说60包括本,
-6包括与本,-毗邻W,-6也常常包括汉-、
藏-等,-。这种T“弟兄”即“血缘联系”U阐
释,-关系W+说6尽管K于主B建构6但其功能
和客BX果却不i小觑6@多,-Tj交汇地区6
它起到了柔化和改善,-关系W客BX果。② 这
种T血缘关系U阐释彼^关系W文化NM@藏彝
走$*m分普遍6v不仅限于,-E间6也KN于
相邻W村寨E间。@/江上游W%-*6@r一
条O和r一地域W几个毗邻W村寨6也普遍流行
V初R由几弟兄分家后建立W+说。Z32[这种+说
W真M性已不可考6但这类+说却真M地~映了
c们W主B愿望6希望藉 “̂化邻‘友&6拉=和
Tj寨与寨、-c与他-E间W关系。过去6相邻
村寨子E间常因地界、资源划分及c事纠纷等而

发生矛盾或械g6冤冤不解6形_敌t与仇杀6弟
兄分家形_不r寨子W+说正R@这一背景.产
生。@很多场景.6与客BhiW相比6c们建构
Whi往往更能sNc们W主B愿望与t志6也
更‘本质6@思YB念上更具真M性。这种用血
缘联系U诠释和构拟,-E间、村寨E间乃至c
与cE间关系W+说6正R藏彝走$地区,-
“化他‘友&、柔化,-、村寨乃至c与cE间关
系W一种高超W,间智慧。

^外6藏彝走$多,-聚居地区6c们;常生
活*W相处主要遵循“求r&L求和”>则6主B上
有淡化和模糊,-界线W倾R6文化上则持开放
和包i态度6v不刻t将“,-”与“文化”对号x
座6b,-@文化上相互[取6L你*有我6我*
有你&6使,-E间通过文化“l享”构建K和谐、
友好W,-关系6等等。这V均R藏彝走$多,
-交往接触*长)探索、积累W经验与智慧。这
V处理,-关系W经验和,间智慧6可‘当=p
q*O,-lrstu和促{b,-交往交流交
融o供宝贵借鉴和经验。从^t义上说6藏彝走
$这一多,-交汇与Tj接触区域6Z藏Q我\
多,-\家*构建,-和8关系、MN,-de
W诸多,间智慧与奥秘6这正R藏彝走$@,-
交往交流交融*W价值E所@。

藏彝走$地区W,-交往交流交融6有力地
证明一个事M6*\b,-E间决不R?立和分
散W6而R一个彼^有ST联系W有机整s。这
突K}N于两个j面6其一6少数,-与汉-E间
存@非常STW联系。例如6藏彝走$南部即,
西北地区存@“弟兄祖先”+说W 13 个,-*6
.部分“弟兄祖先”+说均T汉-‘老.6本,-
‘老二6老三、老四则‘与E相邻W,-。笔者@
调w*曾Q这一问题询问过当地老乡6他们W回
答非常爽快直接% L汉-R老.哥嘛&。这种回答
可能较‘“NS&。但更重要W>因R6=百’
U6当地少数,-W商d交换、接受W信息与NS
化因素乃至对外部世界W了解和认知6.多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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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世达赖喇嘛+》?% L" 1634 ’ 9 :间# @^I)6{哈尔c、却图汗、白利土司等阻断了黄金Em6b个高僧和施主W_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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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者JK“弟兄祖先”神话强调血缘关系、亲缘关系6但这种关系W基础RT地缘维系lrs6@生活M践、交往联系*形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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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媒介U{行W。甚至@一V相对偏远W地
j6汉-也_‘当地b少数,-交流、O通W*介
与枢纽。其二6我\少数,-数量虽多6达 55 个6
但b少数,-E间彼^v不R分散和相互割裂
W6而R彼^间有STW联系6R一个有机整s。
这‘分证明6我\作‘多,-\家6b,-E间有

很深W渊源联系6亦即过去所8eW“三个离不
开&———少数,-离不开汉-6汉-离不开少数
,-6少数,-E间也相互离不开。L三个离不
开&60R理解*O,-lrsE精髓所@6更R
b,-E间Tj交往交流交融We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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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ay of Multi－Ethnic Coexistence: Experience and Wisdom of
Ethnic Exchanges in the Tibetan－Yi Corridor Ｒegion

SHI Shuo
S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610064W

ZAbstract[The Tibetan－Yi corridor is the channel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northern ethnic groups
and the southern ethnic people，and it is a region of close exchange，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Tibetan and the Chinese ethnic groups in the east －west direction． It is the key area and hub of ethnic
intersection and contact，and has a special status and value in the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the ethnic
groups in China．The ethnic pattern of the Tibetan－Yi corridor has been gradually formed up along with multi－
ethnic exchanges，communications and integration． Through the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the ethnic
groups in the Tibetan－Yi corridor，it is obvious that there are deep connections in between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in China，which is reflected not only in between the Han and other ethnic people，but also among
diversified ethnic groups． It is precious for the long－term contacts among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in the Tibetan
－Yi corridor which have resulted in valuable experience and wisdom． The exchanges between various ethnic
groups in the Tibetan－Yi corridor are also a microcosm of the exchanges，communications and integr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ZKey words[Tibetan-Yi corridor$ ethnic group$ exchange，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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