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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民族演进史第一章 什么叫做民族什么叫做民族？这个，在西洋民族主义久经发达的国家，尚觉一
时难于确答，在中国更不必说了。但是民族观念的晶莹与否，与实际上民族的存在与否，毫无关系。
在中国，民族观念，虽未见晶莹，然中国民族，则久经存在；而且从其演进之迹说起来，中国民族，
真可称为民族之模范。然则到底什么是民族呢？请就我浅陋的见解，先下一个定义，然后再加以申说
。民族，是具有客观条件，因而发生共同（对外即可称为特异）的文化；因此发生民族意识，由此意
识而相团结的集团。客观条件，自然是先要明白的。但是这条件的有无，和其重要性，在各时代、各
地方，并不一致。这是因为：条件只是构成民族意识之具；而民族意识，当由何种条件构成，及其各
种条件的重要性，在各时代、各地方，本不能一致之故。但是条件虽有出入，而无条件则民族意识无
由构成，这是理论上当然的结果。我现在且举出民族的重要条件如下：（一）种族种族在普通见解中
，最容易受重视。尤其是像我国这种种族素不错杂的国家。①但是种族的当受重视，实不如普通人所
想像之甚。种族是以体质为标准的。②在普通人的见解上，总疑心貌异则心亦随之而不同。其实为人
类相亲爱、相了解的障碍的，是心理而不是体质。所以画人类的鸿沟的，是文化而不是种族。现今世
界上，实无一单纯的种族，更无一单纯的种族所构成的民族。这不但现在如此，在历史上亦然。用不
着什么专门的考据，就通常事实，略加考核便知。而一种族分为数民族，①一民族包含数种族，②及
数种族渐化为一民族的，却不乏其例。所以种族的当受重视，实不如民族之甚。然种族纯一，虽非构
成民族必要或重要的条件，究不能说没有相当的价值。因为体格的差异，由于婚姻的不通；而婚姻的
不通，则由于文化的隔阂。所以种族的差异，虽不就是文化的差异，而此两现象，却往往互相平行。
貌异则心不同，虽可说是人类的误解。然既有此误解，即足以为团结的障碍。所以民族的团结，虽不
要求种族的绝对的纯一，然能有相当的纯一，亦是有助于民族的团结的。所谓相当的纯一：（1）谓
其上溯至相当的年代，不能感觉其种族上之差异。（2）则此等纯一的种族，占民族中的大多数。④
（二）语言语言为民族构成的要素，其重要，却远在种族之上。虽亦有少数例外，⑤然通常，大都以
一个民族，有一种语言：此语言即为此民族所独有为原则。语言是表现思想、情感最重要的工具。语
言统一，彼此的思想、情感，才得统一，而心理的团结的基础以立。⑥民族的团结，其源泉是要追溯
到既往的。惟有本族的语言，最适宜于表示既往；惟有本族的语言，最能使人了解既往。⑦所以语言
的合一，就是民族的同化；语言的废弃，往往即是民族的灭亡。⑧世界上各事都可采用他人，独不见
采用异民族的语言为本族的语言的。语言的扩大，则为文字。民族的员数多了，所占的地域大了，语
言或不能不因方土而殊异，文字的统一，往往足以弥其缺憾。⑨我国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三）风
俗风俗是思想和行动的一种习惯，大多数人守之已久，不期然而然，受其陶冶的。这可说是最广义的
教育。人，本来是由教育造成的。一个问题当前，为什么如此？想一件事情当前，为什么如此做？这
几于无所谓天性，①都是由习惯造成。所谓习惯为第二之天性。所以民族性可说是风俗铸成的。亦可
说民族性的特征，即为风俗。惟风俗统一，然后民族统一。思想融洽，步调罄齐。风俗固亦有其成因
，然既成之后，则不易骤变。这又是一个民族，所以不易为他民族同化的原因。（四）宗教宗教是规
定道德、伦理的趋向，及其轨范的。其作用，似乎和风俗相类。然宗教能深入人心的深处，而鼓舞其
精神，则其力量，非普通的社会规范所及。同是社会规范，苟为宗教所承认，而成为宗教上的信条，
就神化了，美化了，其意义更高尚，而更能使人死守不渝。惟宗教能发生信仰。古代社会的宗教，大
抵是发生于本社会之中的。所以都和其习俗相合。但是到后来，习俗因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改变了，而
宗教的教义如故，甚至仪式也如故，则宗教和生活之间，就发生冲突。至于由别一社会中传人的宗教
，其不能与本社会的生活吻合，更无待于言了。而初期的教会，有一种组织公众的力量，②及其在学
术智识上所占位置的重要，到后来也逐渐改变。所以浅演的民族，宗教为使其团结极重要的条件；到
后来，就渐渐的不同了。在今日，信仰既以自由为原则？而在事实上，一民族奉数种宗教的也很多。
但是宗教，在民族团结上，究仍有相当的力量，如犹太、印度、荷兰、比利时等，都是其适例。③（
五）文学文学是感情的产物，而亦即是所以陶冶、鼓舞人的感情的。凡事，知其当如此，不如愿意如
此，愿意如此，又不如不能不如此。到不能不如此，就生死以之了。此非诉诸感情方面不为功。而文
学，就是陶冶、鼓舞感情唯一的工具。所以文学是民族的灵魂。即以理智方面论，文学亦能将公众的
理想，具体化了，赋无形者以形，而使人易于了解。若论实际，则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创痛和光荣的
事业；地理上美丽的河山，以及足以使人系恋的一事一物，亦都因文学的歌咏、描写，而其意义更深
。所以文学是民族的灵魂。文学以语言为形质；惟有自己的语言，最适宜于表示自己的感情和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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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语言所以成为重要条件的一因。（六）国土一群人民，必须有一片土地，为其栖息之所。地理
上各处的情形，是不同的，其及于人的影响，也自然不同。所以一群人民，住居在一片土地上，持续
到相当的时间，自能发生一种特殊的文化。而在地理上，性质相同，可以算做一个单位的一片地方，
其住民，也自会联结而成为一个民族。地理及于人的影响，是很微妙的。无论怎样荒凉瘠薄，在异域
的人，视为不堪居住的地方，住惯了的人，对于他，仍会发生爱慕系恋之情。爱乡爱国之情，此实为
其根源。所以一民族习惯住居之地，即此民族住居最适宜之地：惟此地方，能产生此特殊的文化；亦
惟此特殊的文化所陶冶而成的人民，最适宜于此地方：民族的品性，实为地理所养成。然既养成之后
，即与其地分离，品性亦不改变。而此地方，即成为其爱慕系恋的对象。犹太人的怀念郇山，即其适
例。所以民族或者有无国土的，决没有无故国的。①此故国为其所爱慕系恋，与国土无异。但使爱慕
系恋的情不衰，即为此民族光复国土的基本。（七）历史现在是不能解释现在的；现在的所以成为现
在，其原因全在过去，所以无过去即无现在。知此，则知历史所以重要的理由了。不论什么事，总是
时间造成的。惟时间，能使事物成为如此性质；惟时间，能使具有一定性质之物，达于一定的分量。
时间就是构成事物最重要的因素。所以人和过去，关系极深。所以人对于过去，自能发生感谢爱护之
情。惟爱护过去，才想保持现在；才想扩大将来。惟流浪之子，不知其祖先的光荣；而忘其祖先之人
，亦最易成为流浪之子。③所以无历史的人民，很难说会成为一个民族。。一个民族而自弃其历史，
也可以说是等于自杀。以上七种，都是构成民族客观上最重要的条件。此等条件备具：即或缺其若干
，或有若干种不甚充足：共同的文化，自会发生。其人民，自然会发生同类的感觉；觉得彼此相互之
间，较诸和他人相互之间，更为亲密，就会发生一种相亲爱、相扶持的情绪。至此，则民族意识，可
云业已完具。但还有逼迫之，而使之人于觉醒的状态的，是为外力。（八）外力我，自然是继续存在
的。但非与人相对之时，我之观念，亦朦胧而不清晰。民族，国家，也是如此。使一民族自觉其为一
民族的，是异民族相当的压力。使一国家自觉其为一国家的，是异国家相当的压力。压力愈重，其觉
醒之程度愈高；其团结的力量亦愈厚。所以说：“殷忧可以启圣，多难可以兴邦。”世界各民族：自
身的条件，业已备具；民族的组织，可谓完成；而其自觉的意识．总在若明若昧之间；及至近世，乃
一齐觉醒；民族主义，随而伸张；民族事业。因之完成；近世史中，其例不胜枚举。我国到现在，才
盛言民族主义，亦是苴一例。民族的团结，固因外力而促成；即团结既成之后，亦因外力的压迫，而
更形坚固。有外争时，即内争因之消灭；经一次失败，即愈兴奋其恢复的精神，都是彰明较著的事实
。所以外力虽为外的条件，而实是民族构成重要的条件。但外的条件，对于民族的构成，虽具有一种
促进之力，能使之急速完成，而其成就的大小，与其坚固不坚固，则仍视其内的条件，是否充实而定
，此又不可不知。如此，则像我国这种演进极深的民族，自然足以自豪了。怎样说民族的成就有大小
；而其既成就之后，其性质还有坚固不坚固之别呢？须知民族的本身，并非不变的。天下本无不变的
事物，民族亦何独不然。民族是怎样变化的呢？民族的成因，总说起来，可以说是原于文化。一民族
，就是代表一种文化的。文化的差异不消灭。民族的差异，也终不能消灭。而文化之为物，并不是不
变的。文化，只是一种生活的方式。生活的方式变，即文化变；而人所遭遇的环境变，即其生活方式
，不得不因之而变。环境是无时无小变的，所以人类社会，也不绝的在渐变。到环境生大变化时，人
类要求适应他，乃罄其潜力（即平时储蓄之力以应之），就发生所谓突变了。①此等变化，劣者必改
而从优，乃是自然而然，不可避免的公例。所以两个以上的民族相遇，其文化必有变动。变动的结果
，劣者的文化，全无可取，悉数改而从优。此项文化，即随之而消灭，而其民族亦即随之而消灭。劣
等民族的消灭，即是优等民族的扩大：我们中国民族，依据优胜劣败的原则，也不知其扩大过若干次
了。这是讲《中国民族演进史》时重要的观念：若其两个民族，文化互有短长，彼此互有弃取，则或
者互相融合，而新民族产生；或虽有所取于人，而其固有的特性，仍不消失，则为旧民族之革新；亦
即一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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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当时常州府中学堂诸师长尤为余毕生难忘者，有吕思勉诚之师。　　——国学大师钱穆论方面广阔，
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
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钱穆）先生肄业府中三年余，⋯⋯而治学则受吕思勉诚之先生影响最大。
　　——著名史学家严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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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民族源流史》由九州出版社出版。所有中国人都应该看的书，史学大师写给大众的书，品思勉
，与陈寅恪、钱穆、陈垣称为史学四大家，是钱穆最敬重的恩师，易中天引用最多的史学家。中国人
是从哪里来的？汉族、匈奴族、鲜卑族、蒙古族等民族是怎样融合成一个中华民族大家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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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了解，正视，发展
2、大师的书,心情不好时别看,心不静看不了这书,也还行.
3、这是大家的著作真心觉得不错哦
4、不仅让你了解民族的历史和起源，还让你了解民国学者的思想和民国的教育，增强民族自豪感。
5、好人运输好书。看见还要买好书。
6、非常完善的典籍引证，对民族来源的史料做了系统的梳理。值得一读。
7、真的有用，丰富知识
8、吕思勉先生的这本书适合中等学生阅读。按照我的理解，任何一个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公民，都
应该读一读这本书，了解中华民族的过去，了解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
9、大家之作，推荐！
10、要自我反省下自己所在国家名族的由来及真实可信的论据，此书读起来是有点晦涩，但写的非常
好，不光有大民族，还有小民族，一些未闻过的知识还是很多，值得一看
11、吕思勉的民族二史，是学习民族史的学生必备的
12、追本溯源，其实中华民族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大熔炉。很多湮没在历史尘埃里的民族，在现存的汉
族、蒙、藏、回、维等民族里仍能找到一丝印痕！~值得一看！
13、讲述了中华民族的起源、发展、壮大、融合，豁然开朗。
14、ok!!!!!!!!!!!
15、大师之作，尽管没有《中国通史》和《白话本国史》那样有名，但它所体现的史学功力绝不亚于
那两本，或许这本过于专业，所以才没有那么大的名头。个人认为，大师的那几本断代史同样写的很
好。这本书包含《中国民族演进史》和《中国民族史》，《中国民族演进史》向普通读者讲述中华民
族的由来，《中国民族史》。向读者更深一层讲述中华各民族起源和发展、最终如何融合为一个统一
大家庭。
16、这本书很好，但是有些内容还是需细细琢磨
17、学者的书，不是现在那种快餐式的历史书，而是充满做学问的严谨
18、不知有无精装本
19、哈哈猾夏
20、吕先生的作品值得一读
21、很喜欢 吕思勉的史学书 感觉书的纸张质量太差 。
22、做学问很认真，不错。
23、首先是超级好看，虽然半文半白一堆生僻字，但内容充实有趣，知识性极强，考证极广。唯二缺
憾：吕先生太爱现，一个论点举证即可，他非要把所有已知错论全反驳一遍，前面说了某书是臆造胡
来，后面还要引证批否一番；二是很多论点宗绪而出，却又在分论时来回引用，直可谓啰嗦
24、南派民族错综复杂却只用几十页草草带过，实在是令人遗憾
25、看的不太懂。各名族的融合同化是大势所趋。看历朝对待民族问题，无非剿抚，而只有以剿为主
，抚次之，方可得治。对于应对今天某些分裂主义、教民应可借鉴。
26、中国人从哪来，这是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27、看得有点慢，文言文多。内容可以
28、给老爸买的，十一回家带给他看。
29、在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读过往大师的著作，受益匪浅。
30、简略读过，后面的考证太多，略多
31、作为中国人，这个只是应该了解
32、物有所值，我很喜欢。
33、期待已久，对于了解民族文化，复兴汉族精神，和汉服复兴起到指导和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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