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册 | 登陆 

首页 文集 出版 论坛 

学术动态  |  学术交流  |  活动专题  |  学者专栏  |  研究聚焦  |  青年学人文章 | 人类学课程设计

中国人类学评论网>> 研究聚焦

往期查询   

● 费孝通百年纪念专题  

● 新书推荐  

● 郭净文集  

● 王铭铭文集  

● 陈永龄纪念文集  

● 李安宅研究专题  

● 萧梅文集  

● 庄孔韶文集  

● 胡鸿保文集  

● 翁乃群文集  

● 林耀华百年诞辰专题  

● 《探讨》目录  

● 列维斯特劳斯逝世纪念专题  

● 人类学的社会理论  

● 藏彝走廊专题  

● 吴文藻专题  

● 王东杰文集  

学术链接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历史与社会高等研究所  

CCPN中国比较研究网  

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  

中国社会文化人类学网  

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  

中国社会学网  

中国学术论坛  

人类学在线  

第22辑

选择期号

李星星/藏彝走廊与民族 

原文正式发表于《中国人类学评论》 第10辑 

 

2008年11月24日下午，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李星星研究员应北京大学蒙养山人类学学社的邀请，为北
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专业的部分研究生作了一场有关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的讲座。 

李星星研究员首先介绍了藏彝走廊的相关概念。他认为藏彝走廊是中国的一种特殊的民族构造，是
与农业文明的兴起紧密相关的，是文明中心边缘形成的民族走廊。而以藏彝走廊为代表的“民族走廊”
是一个历史范畴，与中国特定的自然历史条件——冲积平原农业文明区域边缘、一定历史民族或族群为
求自我保存的选择、其地形复杂而又依山川自然走向平面呈条带状的特殊地带等诸因素分不开。  

李星星研究员在费孝通先生、李绍明教授的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于“藏彝走廊”的范
围的定义。他认为，藏彝走廊位在青藏高远东缘中国地势第三级台阶向第二级台阶过渡的地带上，呈西
北—东南走向；以藏东川西北高原峡谷地区大体呈西北－东南走向的山川，为其自然地理基础。其座标
位置大体在东经97-104°，北纬25-34°之间。直线距离南北长约1200公里，东西宽约750公里。同时，
他利用考古资料指出了藏彝走廊在中国的具体区域。同时他还分析了藏彝走廊文化特色与其自然地理之
间的紧密关系。 

随后师生之间的提问交流将本次讲座推向高潮。 

北京大学博士生郑少雄作提出了关于康区木雅人是否来自西夏及何时什么时候被“康化”两问题。
李星星研究员根据历史文献资料表明了木雅人的“非西夏”特征，而其康化时间短，势头猛，主要是在
明末清初这一段时期。 

北京大学博士生舒瑜首先就道教发展历史过程中由中心走向边缘，而后又由边缘回归中心提出疑
问，其后就云南大理是否属于藏彝走廊的范围提出问题。李星星研究员肯定了道教发展的历史过程，并
提出，其过程反映的是民族走廊与文明中心关系的一个方面。而对后一个问题则认为 

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伍婷婷，她根据康区明正土司的例子提出了康区的藏化与汉化。李星星研究员
通过苯波信仰的历史变迁过程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吐蕃最初进入四川，其信仰形态为本波信仰，
这种信仰在当时当地的影响要强于黄教，后来，本波信仰逐渐被转化为佛教一支，但仍保有浓重的本波
色彩，民族走廊作为弱者的庇护地，一般情况下是黄教占有走廊最好的地方，其它宗教只能处于其它地
方，但同时黄教具有一定的包容性，这也正是走廊中弱势教派的生存策略。由此来看明正土司，其到底
是藏化还是汉化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 

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罗杨提出了如何来研究彝族土司的历史变迁过程。李星星研究员认为这个问题
不属于其的研究领域，但是他非常希望大家能把自己的眼光转化成地方人的眼光。因为自我眼光具有不
可避免的局限性，只有深入到田野，进入了地方人的生活之中才能去思考各种文化之间的关系及其历史
变迁。 

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徐振燕提出如何在研究过程中对“民族迁移”假说进行验证。李星星研究员根
据其自身的研究经验，提出要有扎实的基本功，具有充分的文献阅读（主要包括历史文献、地方志、考
古材料等），并依据现实调查得来的现成资料进行分析。总的来说，要有“纵横坐标”的分析思路，一
方面是横向的分析，即对当地地理、水文、环境的具体分析，另一方面是纵向的分析，即对历史文献的
分析，也包括对考古发掘资料的分析。 

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李金花提问：民族走廊的分析范式能否运用于武陵山地区土家族的研究当中？
李星星研究员肯定了 “民族走廊”该概念的广泛适用性。认为中国 “民族走廊”主要有五条，即“藏
彝走廊”、“土家－苗瑶走廊”、“壮侗走廊”、“阿尔泰走廊”以及“古氐羌走廊”。由此构成了全
国“二纵三横”的民族走廊格局。而土家族正好处于“土家－苗瑶走廊”，是可以采用民族走廊的研究
思路。 

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梁中桂依据王阳珂的《羌在汉藏之间》提出如何认识羌族的迁徙分布的问题。
李星星研究员认为，这是文明时期形成的一种初级文化，被文明中心排挤至边缘地带。前辈费孝通先生
发现的民族走廊中的小族群形态，处于中心文明的边缘地带，并呈现出明显的带状分布，文化的排挤和
挤压就出现了“中心为新文化、边缘为旧文化”的特殊文化分布形态。他认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映证了
考古发现：文化是从西向东传播。 

本次交流会持续了三个小时。最后，王铭铭教授在最肯定了该次交流会，并希望在场同学向李星星
研究员这样真正的田野人类学家学习，找到自身的不足，并将之贯穿到以后的学习研究之中。 

 
（张友庭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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