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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部落传统形态运行机理及民族地区国家建构逻辑

一、研究缘起与问题意识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型农业国家，更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多民族

的、统一的农业国家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在相邻地域上生活着不同的

民族，费正清曾经讲过“尽管中国疆土广袤而各地景象又千差万别，但这次大陆

始终维持一个政治统一体，而欧洲却未能做到这一点”。
①
虽然表面有统一的国

家政权并在历史进程中不断重建和延续，但在不同的民族区域内又有自己相对独

立的“政权”及独特的运行机制，同时与国家形成不同的互动关系，呈现出复杂

的民族性和地域性。

我国地域广阔，青海处于青藏高原，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孕育出游牧

部落制度和形态，进而催生出游牧文明，这一形态不同于东部地区的农耕文明，

深深影响着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其中部分历史传统和生活习惯延续至今。但是

在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国家不断深入到方方面面，不断型塑和改造着游牧部

落形态。经过暑期在青海省海晏县牧区驻村两个月的“深度中国调查”之西北游

牧部落形态与时态查，让我不禁想了解传统自然状态下游牧部落是什么样的？其

自然状态下的运行机理与治理逻辑是什么？国家怎样进入到青海游牧部落进行

现代国家建构？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机理和逻辑？

二、文献综述

（一）关于部落研究

在部落发展方面。人类在蒙昧阶段的后期和整个野蛮阶段之中，一般都是按

氏族、胞族和部落和而组织的，“组织”是古代社会赖以构成和团结的手段，这

些组织作为一系列有机体的组成部分而存在的相互关系，以及氏族成员、胞族和

部落成员所具有的权利、特权和义务，都足以说明人类思想中政治观念发展的例

证。摩尔根《古代社会》中的论述了人类如何从野蛮时代至蒙昧时代至文明时代

的发展过程，组织从最初的自然群体联结到氏族公社，再到胞族再到部落单元部

①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四版），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第 8页。



落联盟。以及财产观念的产生和发展过程。
①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

起源》中篇引用摩尔根将史前各文化阶段分别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

时代，并运用这一划分分析人类的进化和国家的产生。充分借鉴摩尔根论述的基

础上，通过三次大分工论述，尤其是在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部

落、部落联盟也开始形成，商品贸易也开始出现，也出现了富人和穷人的差别，

个体家庭开始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住得稠密的居民形成了亲属部落联盟，部落

的融合形成了民族，由于战争、掠夺的需要，就出现了车事首长、议事会和人民

大会等氏族社会机关。第三次社会分工，商业从农业中的分离，随着贸易的扩大，

所有权和抵押的产生，财富日益集聚到少数人手中。出现了奴隶主和奴隶，富人

和穷人，二者之间的矛盾又不可调和，贫富差距日益加大，人们为获取更多的财

富而导致矛盾加剧，矛盾的不可调和就成了国家起源的政治基础，部落开始走向

国家。
②
《论民族概念和民族分类的几个问题》

在部落身份方面。民族是一个区分我者和他者的概念，同时它又以客观自在

和主观自为的方式加以表达。这种表达与交往的扩大及交往产生的参照系相关，

正如居住在中原地带的民族将周边其他民族以“东夷北狄西戎南蛮”加以界定。

“生活在一个共同社区之内的人，如果不和外界接触不会自觉地认同。民族是一

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发生民族

的认同，也就是所谓民族意识，所以有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
③
当人有了

区分他我的自觉，潜意识里便有了对部落身份的认同，“即是群体上的区分，更

表现为认同上的不同，一旦社会成员确定了自己的身份，那么该社会和其他社会

自由合并的机会就变得非常渺茫。意味只对本部落的认同。”
④
在民族国家的公

民身份建构中，更多地呈现出一种多重属性的公民身份，菲利克斯▪格罗斯指出

在民族国家中具有双重身份，即族体身份和公民身份，族体身份取决于共同的语

言、传统和文化，而公民身份则是对国家、对统一国土的认同。族体身份属于个

体的私密领域，并抗拒国家权力的侵犯，而公民身份则是超越了族属认同的认同。

⑤

①
参见[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商务印书馆 1977 年第 ii页。

②
参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 2018 年。

③
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年第 7页。

④
谭安奎：《身份政治：根源、挑战和未来》探索与证明 2020 年第 2期。

⑤
菲利克斯▪格罗斯：《公民身份与社会理论》，郭忠华等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 年第 2页。



在部落发展和部落身份基础上引发的民族关系方面。民族是一个在历史上形

成、具有某些共同特性，并通过一定纽带将人们联结起来的稳定的共同体。民族

的不同层次构成在于人类的交往进程。人类最初产生的民族及民族之间的差别，

最重要的是地域的限制。人类最初的社会关系是血缘关系。任何人都是在某一特

定的地域空间里生长、繁衍。愈是人类初期，受地域的限制愈大。在马克思看来，

“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

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
①
只是随着地域限

制的突破，交往范围扩大，人们的联系才愈来愈密切。原来生活在某一区域的民

族便会与其他民族发生联系。“民族联系是建立在地域联系的基础上的。而地域

联系的建立、巩固和扩大，没有有关族体之间的相互接近、渗透与混合是不可设

想的。”
②
只是民族联系受地域因素的限制，最初主要发生于地域相近的民族之

间。“相邻的各部落的单纯的联盟，已经由这些部落融合为单一的民族”。
③
人

们与相邻的其他民族的联系，既有相互交流互助，也有相互矛盾冲突，愈是在人

类早期，后者愈突出。巴菲尔德以及拉铁摩尔对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主体民

族的关系展开研究。巴菲尔德通过对两千多年历史时段内游牧帝国和中国的历史

关系考察，提出一个解释包括蒙古帝国在内的游牧大帝国兴盛和衰亡的政治和经

济组织分析模式，认为“仅仅将边疆族群看成是野蛮人则是大大低估了其社会组

织的复杂性，这些游牧民族与汉族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共生而非寄生关系。”

④
拉铁摩尔通过对内地与边疆的四个地区（东北、新疆、内蒙古、西藏）进行深

入研究，从生态环境、民族、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历史演进等各方面进行了深

入的考察，揭示了中国内地与上述四个地区边疆地区各自不同的互动依存关系，

指出中国多民族社会文化的整合特征。指出“汉族散布在中国，是由许多单位合

并而形成的。虽然各有差异，但大体上是一体的。……不过，他们虽然一体，在

事实上中国却很少有共同的活动，因为每一个区域都是自给自足的。这些区域的

结合过程是，最初有许多独立的王国，然后形成一个统一的帝国。”⑤徐勇以国

家化、民族性、文明进程三个变量搭建分析框架，以国家演化为主线，从民族多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2 页。

②
宁骚：《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 45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124 页。

④
[美]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袁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 5页。

⑤
[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30—31 页。



样性与国家统一性的互动、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的互动、中心区域与边疆区域

的互动等三个维度，重点探讨帝制国家如何在地域－民族关系中发展和演化。

（二）关于国家建构研究

在国家建构概念和发展历程方面。马克思经典著作指出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

的，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且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发展形态。

①
当然国家建构是一个复杂多样的领域，包括传统国家建构和现代国家建构。“传

统国家有边陲（包括次位聚落边陲）而无国界，这一事实表明其体系整合的水平

相对有限。……大型传统国家内部存在异质性，因而我们可以认为，它们是由‘众

多社会组成的’。”②并将国家的发展演化分为传统国家、绝对主义、现代民族

国家。郭忠华提出国家建构的三个层次，即从无国家到有国家，可分为原生国家

和次生国家；从传统国家到现代国家，如主权国家、民族国家的建构；从失败国

家向有效国家的转变。
③
但目前学界对于传统国家的建构并没有一个明确概念，

因为大多将国家建构认为是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建构过程，只有传统国家建构

演化过程的研究，如徐勇对中国传统国家建构提出“关系叠加”的分析框架，解

释中国的国家和国家治理是如何长期发展、渐进改变和内生演化的，如血缘—地

域帝制国家、地域—血缘帝制国家的演变，其核心观点是关系构造国家，国家再

造关系。
④
。而对于现代国家建构，有学者定义为“现代国家建构即传统社会向

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国家权力深入西安古城你社会并贯彻自己意志的过程”
⑤
徐

勇指出与传统国家带有很强的自然共同体的特性不同，现代国家更具有人为建构

的特性，这种人为的建构并不是凭空想象，而体现着国家一体化的进程，国家一

体化又可称为国家整合，指构成国家的各个组成部分和要素形成一致性，并处于

相对协调的状态，从而构成完成和稳定的政治共同体的过程和结果。“国家一体

化是把文化和社会方面分离的集团结合进一个单一的领土单位和建立民族特性

的进程”
⑥
由于国家的一体化使地域国家的各个部分和各个要素都具有政治（统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190 页。
②
[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三联书店，1998 年第 63 页。

③
参见郭忠华：《“国家建构”含义考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 年 10 月 11 日

④
参见徐勇：《关系中的国家》第二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年第 2页。

⑤
郝娜：《政治学语境中“国家政权建设”——一个关于理论限度的检视》，《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0

年第 3期。
⑥
[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主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册，竺乾威、周琪、胡君芳译，商务印书馆 1996 年

第 228 页。



治权）国家的属性，因此又可视为社会的国家化。定义国家化“指具有现代特性

的国家将国家意志输入包括传统社会在内的各个部分，使得社会国家化。”
①
现

代国家取代传统国家一方面是散落在社会中的权利向国家集中，国家的统一性高

度集聚；另一方面是高度集聚的国家权力力图将历史上长期处于分散状态的乡村

社会与国家整合为一体，力图根据其意志改造和改变传统乡村社会。肖滨通过对

传统国家走向现代国家的历史进程的研究发现，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也是现代要

素逐渐配置到位的过程，从传统国家到现代国家的演变，实质是将领土权、主权、

公共官僚、垄断暴力手段的支配、权力合法性等组成现代国家的十大基本元素逐

步配置到位的过程。
②

在国家建构路径方面，蒂利提出“战争创造国家，国家发动战争”
③
这不仅

适于西方现代国家建构路径的解释，一定程度也适用中国传统国家的解释，国内

有学者提出“正是在激烈碰撞中，一个空前统一集权的举国体制形成了，并迅速

推动着国家化。”，也有精英建构国家路径说，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一方

面按照自己的意志建构国家，另一方面又以全社会的、公共的名义来动员更广泛

的力量参与国家构建以及论证和确立新兴的现代国家统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正

是在此种力量作用下，现代国家首先得以在西欧成长。
④
埃特曼认为：“西欧国

家建构进程的核心动力是世袭统治者与社会各精英集团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是

围绕行政管理的手段展开的。”
⑤
对于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可以辛亥革命建立一

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为起点。有人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认为是一种被迫式的建构，

即被西方列强侵入，被迫改革到革命，救亡图存。“近代以来中国的任何变革都

是由于西方的冲击引起的”
⑥
但以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再次划分一个节点，代表有

徐勇提出乡村整合的建构路径，“现代国家建构的最突出的任务之一便是通过国

家整合，实现对传统乡土社会的改造。”同时从政治整合、资源整合、行政整合、

经济整合、文化整合、生活整合等十个方面阐述了国家对社会的改造以及乡村社

①
徐勇：《国家化、农民性与乡村整合》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 5页。

②
肖滨：《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三级台阶——以斯蒂芬•哈尔西、王柯和孔飞力的相关论述为中心》，《四

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1 期。
③
参见[美]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魏洪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

④
徐勇：《国家化、农民性与乡村整合》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 29-30 页。

⑤
［美］埃特曼：《利维坦的诞生：中世纪及现代早期欧洲的国家与政权建设》，郭台辉译，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2010 年第 6-7 页。
⑥
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 291 页。



会对国家的回应的双重国家化行为。
①
当然中国从传统国家到现代国家转变也依

然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对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路径更多的是一种

延续，即价值认同路径的建构，“认同是多种多样且具有位阶次序的，国家可以

通过制定不同偏向性的民族政策加以引导和改变”
②
只不过其中又与传统的各民

族底色有一定的互动。

（三）文献评述

通过文献梳理，学界对于部落发展、部落身份以及带来的民族互动关系的宏

观研究较多，微观机理较少。青藏高原的藏族部落不同于西藏的庄园农耕藏族，

但同样具备了教权支配的宗教底色；又不同于藏北区域低海拔游牧藏族的环境，

但具有同样的游牧生产方式，这种有独特性，势必有其独特的发展演进、内部演

化以及运行机理与治理逻辑。同时在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青海藏族以其独特的

游牧底色与国家不断形成双向互动，我们可以进一步划分现代建构的前阶段和后

阶段，学界研究多以前阶段，即地域纳入建制之下，人口纳入国家户口之下，一

种“硬”国家化研究较多，更多是国家强制力的改造与控制。对于民族地区国家

化的后半阶段，设想有一个转变，即对民族地区从国家建成转向国家发展，政治

导向转向经济导向，身份认同转向价值认同的趋势。需要对游牧部落传统形态与

现代时代的调研，以此进一步补充国家建构理论，抽象出民族地区国家建构的一

般逻辑，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参考。因此个人大体科研方

向为研究游牧部落传统形态的运行机理及民族地区国家建构逻辑。

三、研究方法

（一）田野调查法

当前社会科学研究存在两个知识体系的限度：一是上层政治遮蔽了基层社会，

二是既有理论遮蔽了丰富的事实。因此，对于政治学者而言，走进田野接触研究

对象并发现基层社会中的政治事实尤为重要。
③
田野调查与规范研究相比，田野

调查作为实证研究的代表性方法，更能够从事实出发开展详尽的分析与探讨。

2021 年 7-9 月，学生已经前往青海省海晏县进行深度实地调研，对草原站、畜

牧局工作人员、尕海村村干部、部分牧民等进行访谈，获得相关一手资料和文件

①
参见徐勇：《国家化、农民性与乡村整合》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 29-30 页。

②
高永久、朱军，《论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民族研究》，2010 年第 2 期。

③ 徐勇：《关系圈：关系与权力的双重视角——源于实证调查的政治社会学分析》，《探索与证明》，2017
年第 7期



资料，与当地村干部建立较为良好的关系，大致了解调研点部落形态情况以及现

在村庄时态情况，为论文的构思和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个案研究法

后期研究主要是基于对海晏县夏科部落的实证调查展开，是以个案研究的形

式开展，个案研究可以充分挖掘一个部落完整的形态和全貌，进而有助于发现事

务运行发展的规律以及现代国家进入到该部落的过程。着重以部落身份差等依附

格局、宗教规训维持秩序等方面切入，深入开展对于游牧部落传统形态运行机理

的挖掘，最后与现代国家建构相衔接，提炼民族地区国家化的一般逻辑。

（三）文献资料法

文献资料法，指的是研究人员利用与研究主题相关的以文字、图片、符号等

形式表现出来的文本资料来分析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或文化的联系、行为和

现象，进而探寻相关主题背后所隐藏的理论或规律的一种方法。
①
在田野调查中

收集到的口述资料会存在一定的偏差，口述人具有较大随意性，为了尽可能对这

种偏差进行修正，查询当地年鉴、文史资料、方志等进行求证，目前已经收集到

底资料 20 余本，需要做进一步开发和研究。

四、不足之处

一方面理论不足，虽然做的调研较多，包括百村调研、比赛调研、假期调研

等等，但对于理论学习较少，没有形成系统，做的是缺乏学术关怀的田野调查，

对于调查的现象无法进行深度理论思考，对现象无法进行学术翻译，多浮于表面。

另一方面调研深度不足，对于游牧部落的调研受制于语言限制、地理环境，挖掘

深度不够，多依赖于二手文献资料，对于一手访谈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若有幸进入到博士培养阶段，一定迎头赶上，既要做好专业书籍阅读，储备

专业理论，也要学习专业的调研方法，扩展调研的广度以及深度，为学术研究收

集丰富而又切实的一手资料。

① 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中国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第 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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