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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性与民族性的整合：２０世纪上半叶
西南调查研究的反思

李书豪

（云南师范大学 法学与社会学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５００）

摘要：对于２０世纪上半叶的西南调查，学界局限于民族史或边疆史学科的单维度研究，使人们很难得到

关于西南调查完整、系统的认识。通过对西南调查现有成果进行梳理与总结，深入边疆史和民族史针对

西南调查问题不同论述的内部，试图从 “西南”的主体视角分析边疆史和民族史单一研究路径的视野局

限，进而提出 “边疆性”与 “民族性”整合在全面、系统把握西南调查问题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以期

为西南调查研究提供新的可能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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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２０世纪上半叶，由于边患危机日益严重等原
因，诸多国内学者、国民政府组织的官方调查团、

高校学术团体等在西南地区展开了多次调查，出现

了以西南地区为调查对象的研究热潮，并形成了数

百万字的调查报告，这些成果成为研究民国时期民

族问题、边疆政策等极其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虽然已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 “西南调查”①展

开讨论，但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对西南调

查中某一主体或某一区域的调查历史概述、学术意

义评定，以及背景和成因等方面；研究多偏重于民

族学和人类学学科史、民国史、中国近代史的阐

述，仅将西南调查作为陪衬或背景，用以说明前述



学科中的某一重要问题，而对西南调查本身进行深

入研讨的任务便只得旁落一边。虽然西南调查本身

就是历史的问题，但也如葛兆光所言，“各种历史

证据总是需要具有观念的人来解释的”［１］，这使得

上述研究者未能跳出自身的史观与学术背景来审视

西南调查，无法专注于西南调查本身，而破除现有

研究瓶颈的关键恰恰就在于此。我们需要将视野拉

回并聚焦于西南边疆与西南各民族，对西南调查本

身加以深描，真正挖掘出西南调查的核心与起点，

对其蕴含的边疆性与民族性进行整合与融通，如此

将会使有关西南调查的研究焕发出新的生机。

“西南最明显的特征有二，这就是边疆和民

族”［２］，而西南调查也同样与边疆、民族交融在一

起，成为我们认识西南调查的先决条件与路径规

制。从民族史角度而言，西南各民族有着强烈的民

族自主意识，我们无从否认西南民族文化的自觉与

身份的自我形塑，更无从否认各民族具有象征性的

仪式、系谱与历史叙事等；从边疆史来看，“西

南”具有明显的地理含义，在历代史书与史家观

念中其也被明确归为边疆地区，加之 “边疆”一词

近百年的形塑，不仅成了 “标识中国兴衰命运的一

个 ‘关键词’”［３］，更成为理解 “西南”的出发点。

因此，边疆史与民族史的接轨与互鉴应当成为对西

南调查进行研究的必然路径。本文既是对以往研究

的总结，更是要在扬弃二者分析局限的同时进行再

探讨，以期能够开启西南调查研究新的可能。

二、三种取向、两种立场

什么是西南调查研究新的可能？这不仅意味着

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如何扩宽视野，更意味着如

何将西南调查还原到其历史实景当中，并将其作为

问题认识的主位进行把握。完成这一目标的关键在

于我们如何以新的视野看待西南调查，这是本文必

须明确回答且至关重要的一点。要说清这一点，则

免不了要对以往研究做出回顾与反思，进而得出可

能超越以往的启发。

国内学者中，从丁文江关于西南地质兼部分民

族的体质人类学调查开始，以及杨成志、凌纯声、

陶云逵、方国瑜、林耀华等人纷纷进入西南地区开

展民族调查，边疆民族调查逐渐在当时的西南调查

中占据主导地位。在抗日战争中，国民政府西迁重

庆，众多高校退守大后方，诸多学者云集西南，西

南联大、魁阁研究工作站的出现使得西南边疆研究

盛极一时，同时也迎来了西南调查的巅峰时期。按

照学界的认识，中国边疆研究出现过两次高峰，第

一次为清代道咸年间西北史地学，第二次则是

２０世纪２０～４０年代边政学的提出和发展，二者均
“应时局之变而起，又因时局之变而止”［４］，但西

北史地却并未淡出后世学者的视线，有关前者的研

究成果不断涌现，乃至成为学界经久不衰的议题。

相较之下，西南调查直至进入２１世纪才得到关注，
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国内学界有关西南调查的现有成果可归结于资

料搜集整理、调查过程叙事与学科史总结三种取向。

从资料搜集整理来看，根据不同的调查主体将西南

调查分为外国人士、官方调查团、国内学者与高校

团体三大类别。此工作主要以李文海主编 《民国时

期社会调查丛编》［５－６］、马玉华主编 《中国边疆研究

文库·初编·西南边疆卷》［７］、王晓莉和贾仲益主

编 《中国边疆社会调查报告集成》［８］为代表，这三

套集成收录了大量的原始文本，其内容涉及语言学、

宗教学、社会学、考古学等多种学科。至于西南调

查的具体过程与调查内容，在王建民 《中国民族学

史 （上卷）》［９］、聂蒲生 《民族学和社会学本土化的

探索———抗战时期迁居昆明的专家对云南的调查研

究》［１０］、白兴发 《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云南民族

学》［１１］等著作中有非常细致的呈现。本文不再赘述。

从目前研究成果来看，学科史的总结与探析占

据了很大一部分，王建民［１２］、王水乔［１３］、龙平

平［１４］、胡鸿保［１５］等均对西南调查做出过梳理与反

思。仅以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史而言，能够像西南

调查这般有着足以左右学科历史发展的学术活动似

乎并不多见。这些调查活动奠定了民族学、人类学

学科在中国生发的基石，是民族学早期中国化的成

功实践，为此后的田野调查拟定了基本规则，为后

世科学、详细的西南民族研究开创先河。就此而

言，学界对西南调查的学科史地位与意义已有了十

分清晰的认识，虽不能说是毫无异议，但大体已

备，现有评价并无推翻的可能，对西南调查进行深

入研究也得益于上述认知。后世学人一方面可以借

西南调查理解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与边疆和民族观念

转变的艰难过程，另一方面亦可理解现代学术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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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政局的相互关系，从而为解决当代中国边疆问题

与民族问题提供借鉴。

关于西南调查的论著日益增多，这实为一件幸

事，可是究竟该以何种理念为参照，从何种路径出

发对西南调查进行研究，不同研究者所持观点相差

较大。从学科立场来看，可明显划分出边疆史、民

族史两种，二者的研究对象虽是一致，但因路径与

取向不同而呈现出明显的学科分工。

从边疆史视角出发看待西南调查的成果为数众

多，但是大多数研究者都惯于借用西南调查来反映

清末至民国时期边疆问题的焦点与成因，其着眼点

并不放置于西南调查本身，而是集中于边疆治理史、

边疆政治史、边疆机构沿革史等问题，既 “无法把

中国的边疆问题从历史学、地理学中提升出来”［１６］，

又放弃了在民族史领域中开拓新研究的可能。

吴文藻先生曾在 《边政学发凡》中指出，“中

国方面，过去最当注意者，首推中华民族之形成

史，是即一向边疆，一向海外，两路自然发展的史

实”［１７］７。无法否认，英、法在西南边疆的侵夺以

及国民政府的边疆政策对西南各民族有着巨大影

响，但却不能因此忽视西南多民族长期共存、共生

的民族融合进程。从民族史的角度来看，西南各民

族在历史中逐渐形成了明晰的身份界定，在英、法

帝国的势力争夺中努力表述着争取民族独立的要

求，并在国民政府构建的民族谱系中极力确认自己

的民族地位，在 “大多数人相信以数个民族自由

联合而结成一个大民族国家”［１７］５的情境下，西南

调查进而 “以学术研究的立场，把西南边疆的一

切介绍于国人”［１８］，使其最终成了有关西南历史诠

释与民族身份表述叠合的复合体。正因如此，对边

疆史、民族史二者的视野与方法进行结合，既是西

南调查复杂性的需要，更是其内在的学理呼唤。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逐渐跳出边疆史的

束缚与学科史的阐述。马玉华从国民政府官方调查

的结果入手，对云南、贵州、四川及西康少数民族

基本情况、土司、人口、生活状况等方面进行了梳

理与总结，并对国民政府的治边思想与民族政策做

出总结性评价［１９－２０］，其论著可算是有关国民政府西

南调查进行集中探讨的成果。黄兴涛、夏明方主编

的 《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现代社会科学兴起》［２１］一

书收录了胡鸿保、林超民、王建民等多位学者从现

代性、民族国家出发，重新思考清末民国时期的民

族调查，其视野极具借鉴性。朱映占的系列论文主

要着眼于民族与国家建构的层面，对西南调查与民

国时期国族建构、民国学人西南调查与研究焦点问

题等方面做出研究，在方法上有着启发意义［２２－２４］。

王文光等著 《中国西南民族通史》第八章 “民国时

期的西南民族”分析了此次调查对于认识西南边疆

民族、西南民族社会发展与文化变迁、民族关系等

方面的影响，是尝试性的历史人类学研究［２５］。

从民族史角度对西南调查进行研究也并非是创

新之举，而是延续了民国时期的研究传统。从学术

脉络来看，与此前相较民国学人对西南民族研究的

方法发生了极大转变，依靠田野调查来反哺历史文

献已然成为民族史研究另一并行不悖的路径，但当

代学者多埋首于古代文献，对西南调查所得文本并

无太大兴趣，最终呈现出 “近现代民族史研究不

多，当代民族史几乎是空白”［２６］的景象。

若从民族史 “求通”的学科诉求来看，民族

史的书写必须联通民族的古代、近现代，直至当代

的发展，如此才能更为完整地呈现出西南民族的融

合路径与历史图景。当涉及近代民族史的探讨时，

西南调查无疑是最好的史料补充与例证，但却未能

引起民族史学人的广泛注意，究其原因仍在于研究

方法的陈旧与视野的固守［２７］。除正史、志书等传

统史料外，西南调查文本或称之为历史民族志完全

可以奠定近现代民族史研究的史料根基。晚清至民

国时期以来的西南民族史 “出现了多学科合作进

行的局面，特别是 ‘民国以来的中国西南边疆民

族史研究，一方面承继了中国传统史学中对于四裔

人群的描述与研究；一方面加入新的史学、民族

学、社会人类学与考古学的概念与方法’”［２８］。虽

然这时的调查主要属于民族学、人类学的范围，但

“它们与民族史研究的关系十分密切，这不但因为

这些成果本身是西南民族史研究的宝贵资料，而且

不少作者往往也能结合历史文献，做一些西南民族

史方面的探讨”［２９］。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已有成

果，还是从学科的理念与路径来看，从民族史视角

对西南调查进行研究是可行且必要的，而用太过传

统的视野来看待民族史，只能是牺牲了大量学术问

题，而陷于固守于古代民族范围的学术窘境。

总之，相较于西南调查如此庞大的研究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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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成果可谓是势单力薄。在继承前辈学人研究基

础上可追问的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西南调查，或

者说，应从怎样的视角对其进行解读，不同的视角

所对应的解释路径在历史上可以得到多大程度的证

明？这不仅涉及我们对西南调查的定义与解释，更

涉及民国时期的西南调查是如何影响到更深层的国

家、民族、边疆等历史观念的。

与王朝秩序下的晚清西北史地之学不同，从事

西南调查的学者与团体开始通过 “自身的调查与

研究来探寻中国与中华民族在后续的世界之变中可

能获取的新地位与新未来”［３０］７３，对于国家与民族

未来命运的双重关注构成了西南调查的时代基调与

思想基础。正因如此，西南调查才成为后世研究绕

不开的高峰，激发我们频频回首与其保持长久的对

话。提出针对西南调查研究的新可能，并不是为了

重新书写历史，而是借此接通民国学人边疆史、民

族史研究的学术脉络，以宽阔的视野重新看待西南

调查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国近代以来边疆形成中

的历史贡献。在此意义上，我们应当重新思考西南

调查研究的核心问题，转向西南调查的历史现场，

再现西南调查的 “关键词”与思考要点。

三、“边疆”与 “民族”：西南调查的二维切入

２０世纪上半叶，西南调查在很大程度上是地缘
政治、社会变革、学术更新等多种内外因素缠绕交

互、同频共振的结果，对近代中华民族与民族国家

的构建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与历史地位。无论西南

调查的兴起成因、具体过程、文本叙事等如何复杂，

其与边疆、民族的本质联系是断不可忘记的，这是

理解西南调查的根本所在。基于此，西南调查的研

究既要考虑到西南边疆为基础的解释框架，更要考

虑到西南诸民族在这一时期对自身的塑造与对中华

民族的强烈认同和主动依附，只有将西南边疆史、

西南民族史作为衡量标尺与考察本位，以西南为中心

来重新讲述西南调查，才能为其研究打开新的方向。

（一）跳出 “大历史”，从边疆出发

对西南调查的研究，首先需要在整体的中国史

中确定我们的思考路线、研究立场和史学观念，恰

如吴楚克所提醒的，“中国边疆历史与中国史相

伴，不能割裂，试图通过突出中国边疆史的特殊性

来分割中国历史的完整性，或者试图与中国历史并

行相对，都是对中国历史及疆域完整性的破坏”［３１］。

这种 “大历史”的预设态度对于史学研究来说

是行之有效的，但这种先入为主的理解若不能基于

具体历史事件的灵活运用，却也可能有碍于我们研

究西南调查。因此我们也要注意到，不能以中国史

的宏观性去消解边疆史的特殊性，这无疑会纠缠于

宏观中国史的视野中，无法真正进入西南，更无法

将西南作为西南调查研究的出发点。当把西南作为

思考与研究的起点，便会发现西南调查研究的薄弱

并不是因为研究问题的稀缺，更不是因为文本匮乏，

而是我们的视野受限于 “中国整体”的叙述框架，

没有意识到西南作为与中国整体相对的部分、边疆

之存在。站在整体的中国史立场来说，鸦片战争中，

列强的强势闯入、强行开口通商使得东南沿海的社

会受到的冲击无疑是最剧烈的，但当我们把内陆的

西南边疆作为思考的出发点，似乎感到近代以来的

海疆冲击弱于、晚于列强在西南、西北内陆的介入

与割裂。西南边疆危机并非只是一个特例，而是发

生在整个近代中国的边疆之中，其危机内部不仅有

着清代以来统一多民族王朝内部边疆问题的持续升

级，更包含着传统王朝向民族国家转型中所遭遇的

挫折。在此意义上，可以反思的是，以往视角能够

在多大程度上理解西南调查？倘若把西南边疆作为

中心来思考，西南调查的研究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无法否认，西南调查的成因部分来源于鸦片战

争后帝国主义在华侵吞所引发的边疆危机。这一分

析虽无事实性错误，却有着概论式的偏颇认识。西

南调查的研究要想真正突破以往解释框架，则必须

在坚持历史宏观叙述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从西南边

疆自身来重新思考。强调西南调查的边疆特性，并

不是说诸如鸦片战争此类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重

大事件无足轻重，更不是要刻意制造出与中国史相

对立的边疆史，而是说我们的思考起点应该是西南

边疆，或者将边疆性作为西南调查的一个既定前提。

这样做的原因在于，“一是边疆处于国家的次要地位，

二是无法大尺度观察边疆现象”［３２］。而人们很容易将

国家史作为西南调查的参照系，从而使得其边疆性也

就无法特别清晰地裸露出来，这便是为什么以往研究

无法把关注点放置于西南调查本身的根本原因。

综上所述，我们对西南调查进行讨论时，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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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边疆史为标尺，其目的在于将西南调查还原到

其自身所处的历史局势中去，结合西南边疆自身内

在的社会历史脉络，从西南的边疆特性重新看待西

南调查，揭示出以往被宏大叙事所压抑的诸多方

面，使西南调查获得更具纵深性的研究视野。这不

仅能够为理解西南调查提供新的角度，更为其提供

了一个可以把西南地区放置于 “大历史”进程中

进行观察与分析的模式。如此，我们才可能会更深

入地审视西南调查的历史过程，从而描绘出另一种

更接近真实的历史面相。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边疆史必然是中国历史的组

成部分，缺少中国史关照的边疆史也无法称为中国之

“边疆史”。我们强调注重边疆特性，并非是对于中国

史的拒绝，而是表明 “涉及边疆问题时，不应忽视从

边疆本位的视角进行思索”［３３］２４的学术探究倾向。

（二）以西南民族为考察本位

胡涤非曾指出，“近代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

中，对外遭受着外敌入侵，主权受到威胁等困境；

对内面临着进行全面社会变革的压力。在这样的

背景下，近代中国的国家建设与民族建设往往是重

叠进行的，并不能截然分开”［３４］。在此，将西南民

族作为考察本位不仅符合当时中国的历史情境，而

且承接民国学人对于边疆的认识，“我人今日之边

疆的边疆问题，是在以 ‘人’的问题来处理 ‘地’

的问题，换言之，必得就 ‘边民’问题来探讨

‘边地’问题”［３５］。后者虽带有着较为明显的边政

学色彩，但已然表明出边疆问题实为民族之问题。

尽管两位学人所处时代与讨论细节各不相同，却均

持有同样的中心论点：民族与边疆是并列存在，忽

视任何一方都无法得到完整的语境。

如若单纯从边疆史的视野出发，不免会忽视西

南民族的存在，遮蔽了西南民族逐渐融入中华民族

的一体化进程与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连续性进程，

将西南民族共通的历史文化记忆和其对中华民族自

觉的认同与归附放置一旁。只有在边疆性与民族性

的双重约束中，“揭示其中的地域间关联及其背后的

群体互动关系，从而更好地理解边疆逐步汇聚成中

国的历史过程”［３０］７９如此，才能够达成民族与边疆二

者的整合性研究，才能更好地认识到２０世纪上半叶
西南调查中各主体为西南民族，乃至中华民族书写

历史的自觉责任。可以说，西南调查正是中华民族的

一体化进程与晚清至民国时期以来边疆时局互动的产

物。对于西南调查的分析要突破单一路径的研究偏

好，就要认识到来自西南民族自身内部的主动塑造。

从西南民族的视角出发并非要否定外来因素的

影响，而是要从西南民族的历史中重新看待这一时

期，突出西南主体的叙事逻辑，并对西南调查做出

解释。在此意义上，西南调查并不仅是在 “舶来”

学科与边疆问题刺激下所催生的被动产物，而是在

时势要求下，西南民族和学者主动选择与合力构建

的成果。这不仅显示着清末至民国时期的政治转

型，更符合西南各民族愈加紧密地汇聚到中华民族

中来这一历史理路。

以往的学科史研究似乎太过于强调西方民族

学、人类学学科思想的传入，这种解读不仅限制了

人们对西南调查更为深刻的阐发，更是容易人为地

设下思维陷阱。我们不能将西南调查仅推究为边疆

认识的积累与专业化趋势的建构，要看到２０世纪
上半叶的整个民族调查其实是 “晚清、民国时期

统治阶层，知识精英群体以及社会大众对边疆问题

思考与实践积累之结果”［３３］６３，更要看到晚清至民国

时期以来西南边疆民族融合与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

动态过程，在更为宽阔的历史维度中探讨西南民族

与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组成部分的承接相继之关系。

在西南边疆地区，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与独立

自强的民族国家的建立是不可分割的，我们借助于

西南民族的考察主位是要将当时学者与民众所追索

的民族独立与民族自强的心声再次生发出来。我们

不能仅将西南调查看作为国民政府边政治理提供支

撑的学术实践，而是要看到从事调查的学人志士试

图通过学术挽救民族危机与西南边疆危机的努力。

但是，单以 “学术救国”对此问题进行概括未能尽

意；西南民族对中华民族整体性的主动依附与西南

调查对于西南各民族 “中华民族意识”的塑造是西

南调查中潜在的暗线。西南调查研究的深层目的要

求我们在研究中不仅要把握住西南边疆自身的脉搏，

更要将这条暗线从历史深处拉出，以此展现西南近

代边疆民族更为深层的情感体验与民族意识。

我们只有借助于西南民族的本位视角，“逆着

纹路来梳刷历史”［３６］才能实现这一目的。这样不但

能够丰富我们对西南调查在学科史中地位与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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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而且能更好地认识到西南调查在近现代民族

史上，对西南各民族走向自觉、共生之整体的推动

作用，乃至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中的历史价值与

贡献所在。

四、结语

在前文梳理西南调查的成果时，不难发现，民

族史对民族主体性的强调与边疆史的政治性说明，

都不同程度地将西南调查内在的民族性与边疆性的

双重特性进行了剥离。无论是基于边疆史，还是民

族史的单独判断，二者都无意地抽离了西南民族的

主体意识或是西南边疆的历史传统，使得最终的结

果都带有某种偏好，沿二者中无论哪一路径深入下

去，可能最终得到的仅是西南调查的某一部分，整

体性叙事与解读仍未形成。

事实上，无论对西南调查做出怎样的解读，归

根到底均是在边疆与民族的基础上界定的，脱离二

者西南调查也就无从谈起。若要实现对于西南调查

研究的新的可能，就要放弃非此即彼的站队式研

究，将西南调查的边疆性与民族性统合起来，要看

到民族与边疆是作为整体出现的。这一方面来源于

西南民族自身的内在意志，另一方面则来源于西南

边疆的政治、社会等因素，并且这些因素与晚清至

民国时期以来中国社会的整体变迁密不可分。西南

调查不是纯粹的学术活动，而是要基于西南边疆独

特的政治与社会等内容上，确立西南各民族对国家

与中华民族整体的认知与塑造，西南调查最终要

“回到中国议题与中国叙述本身，进而形成一个更

具整体性的中国的知识图景”［３７］，并为理解当今之

西南提供历史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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