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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萧洪恩教授著《土家族哲学通史》是土家族第一部哲学通史著作。
这部近八十万字的专著，是一个土家族儿子对自己民族哲学智慧的礼赞，是一个土家族学者对自己民
族心路历程的反思。
在这礼赞与反思之中，洪恩以他的真挚民族情感和严肃理性思考，为我们展开了土家族精神生活和智
慧追求的绚丽历史长卷，使我们直接感触到土家族由远古走向现代的生命跃动和思想足迹。
土家族是生存在荆楚巴蜀之间的古老民族，从先秦的先民巴人到成为新中国56个民族之一，经历了漫
长的历史岁月。
中国内陆地区的这一片高山流水养育了土家族，使他们在世世代代的生息劳作中形成了自己的精神生
活世界，形成了自己的思维特点与价值取向、提问方式与表达方式，开启了自己的智慧追求和哲学发
展。
在这漫长的追求和发展中，土家族既保持了自己的精神传统，又吸纳了来自汉族的儒道思想。
这种与汉族文化的联系，导致了改土归流后土家族向华夏文化、特别是向儒家文化的认同。
正是在这种认同的基础上，土家族的先进人物与中华各民族的先进人物一起，面对鸦片战争后的中国
文化历史大变局，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吸纳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新思想新哲学，促成了
土家族哲学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换。
这种哲学的现代转型，使土家族出现了一批求索于中西古今文化与哲学之间的思想人物，他们的思想
创造既对土家族的精神生活世界产生了深刻影响，又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开展投下了深刻影响。
而与这一哲学的转型相伴随，土家族也逐渐走出了长期封闭的状况，加入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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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对土家族哲学研究方法的探讨人手，着眼于土家族哲学的转型，分上、中、下三篇对中华人捉
共和国成立前的土家族哲学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阐明和探讨：上二篇总沦土家族哲学，阐明了土家族
及其哲学传统，厘清了土家族精神传统的生成与转型；中篇集中考察和讨沦了土家族传统哲学，包括
士家族哲学思维的萌芽、賨人思想家鹖冠子的哲学思想、渝湘地区土家族学者的哲学思想、《田氏—
—家言》的哲学思想、封建社会末世的历史批判与哲学反思等内容；下篇则探讨了士家族近现代哲学
，包括土家族近现代哲学的转型、辛亥革命前后土家族哲学的新变化、土家族学者对唯物史观的接受
与阐释、沈从文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等。
作者是土家族人，本书既是其自身20年来孜孜探讨土家族哲学的最新成果，也是我国第一次对土家族
哲学进行的全景式展示，从而彰显出土家族哲学的民族性、时代性和个人风格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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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萧洪恩，男，土家族，1961年5月生，湖北感丰县人。
武汉大学哲学博士，现为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兼任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社会思想史学会常务理事、湖北
省哲学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炎黄儒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等。
主要从事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土家族文化、农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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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土家族及其哲学传统土家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民族。
土家族具有土家语“毕兹卡”和汉语“土家”两种族称，有本民族的语言且兼通汉文。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土家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哲学传统。
然而，凡是研究一个问题，都需要与研究对象相应的概念与话语系统。
在生活中，话语系统是塑造并反映社会习俗、观念、规范的指标；在研究中，塑造社会的话语系统转
而为研究的对象、规范。
而且，在一种研究中，“越重要的术语越可能被滥用”①。
因此，有必要先对作为本书研究对象的“土家族”等进行必要的界定，并据此对土家族文化性格及土
家族传统哲学思想做一总体把握。
第一节 作为文化范畴的“土家族”土家族是中国目前已确认的55个少数民族之一，主要聚居于湖南、
湖北、重庆、贵州四省（市）毗连地区，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土家族共有802万余人，
人口总数在全国少数民族中居第六位。
在古代，无论是中域文明还是土家族自身，都有对土家族自身存在性的共识，并获得了“土家”的指
谓；在中华民国时期，土家族曾不被当局承认，甚至把说土家语的土家人诬称为说黑话的“匪”，从
而造成了严重的民族伤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即有不少土家族同胞多次向中共中央及各
级地方党政组织反映，要求承认土家族是一个单一民族。
中央及各级调查组的研究人员经过多次调查研究，先后写出了《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
潘光旦）①、《关于湘西土家语言的初步意见》（王静如）及《湘西土家概况》（汪明瑀）②等论著
，从各方面证明土家族是一个单一民族。
据此，1956年10月，中共中央确认土家族是一个单一民族。
中共中央统战部于1957年1月电告湖南、湖北、四川、贵州，确定土家族为单一民族。
1957年3月15日，土家族作为一个单一民族在《光明日报》上公布并配发了简介。
从此，土家族获得了新中国的政治与法律承认，并且在1957年成立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1983年又成立了“鄂西（现改名“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其间还成立了一批自治县与民族
乡。
一、土家族与中域文化的关系从历史文化序列看，土家族地区自古就是一个古人类活动活跃的地区，
“南方古猿”、“巫山人”、“长阳人”及“资阳人”、“桐梓人”等的发现，向人们展现了远古时
代整个土家族地区的历史文化面貌，其文化内涵与后来的土家族文化有相因关系。
③进入文明时代以后，无论是“巴人”时期，还是以后的历史时代，中域王朝一直在土家族地区实行
有别于中域统治方式的“分封”制度、“羁縻州郡”制度、土司制度等，体现了“因俗而治”的治理
原则。
据容美土司《田氏族谱?田武靖公父子合传》所称，维系土家族地区与中域王朝关系的主要是两条，即
“忠”与“文”：“疑乎不得而臣也，则贵其忠，忠则旌焉”；“臣焉而后待以不臣也，又疑乎三代
之学弗共也，则贵其文，文则著焉。
”“忠”与“文”的内涵是：“睢忠也，故安上而厚下。
”“惟文也，故周礼六德、六行、六艺咸备，而风以移。
”只要具备这两条就能达到与中域中央王朝的和平共处：”惟忠且文也，故保世亢宗而赏以延，爰是
考绩录异，加恤加衔一与郡县不殊。
”自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完成改土归流，使土家族逐渐由“边夷”化外之民进而为以儒家文化为
核心价值观念的中域文明主流社会，实现了华夏文化认同。
1840年后，土家族又同整个中华民族一道被卷入了全球性现代化运动的洪流。
在历史发展中，土家族的族称经历了一个由“巴”而“蛮”、由“蛮”而“土”、由“土”而“土家
”的历史转变过程，土家族的文化也经历了一个由“蛮”而“熟夷”、由“熟夷”而“儒”、由“儒
”而“现代”的过程，土家族与中域文明、与全球性现代化运动的关系则经历一个由“边缘”到“中
心”的不断努力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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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程中，除短期外，无论是土家族自身的民族认同，还是中央政权的治理原则，认同土家族的
历史线条都清晰可寻。
从中域文化主流价值观的角度看，“汉民族自古以来，只以文化之异同辨夷夏，不以血统之差别歧视
他族。
凡他族之与华夏杂居者，但须习我衣冠，沐我文教，即不复以异族视之，久而其人遂亦不自知其为异
族矣。
”②因此，土家族在民国时期即因其已认同中域主流文化而不为统治当局承认。
但严格来说，不管是否承认，“土家族”事实上的存在是一个不容否认的现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土家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承认，正是承认了各级调查组分梳的这样一个事
实。
从居住地域看，土家族生活的居住区是一个让人失去“戒心”的地方，那里以土家族为主体的人民，
实让人感受到的是慈母般的人民，这里即是《桃花源记》中的“桃花源”。
现今土家族的主要分布区域。
总面积约十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浙江省，其中湖南、湖北、重庆、贵州的毗邻地区是土家族的主
要分布区。
从居住区域的特点看：首先是相对地聚居于祖国内陆腹地，是真正的“中国之中”；其他一些人口较
多的民族居住一般较为分散，而土家族则不然，虽然人口较多，但居住基本集中。
其次是与苗、汉等族的大杂居，在土家族地区内形成了由这三个民族的大杂居小聚居状况，彼此密切
交往，水乳相融，谁也离不开谁。
再次是受中域文化影响较深，尤其是改土归流后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更大，从而使土家族的文化观具有
较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较少固执的排他性。
①此外，土家族居住区从气候评价的尺度说，还被称为“南中国之瑞士”；由于洞穴密布，土家族自
汉、晋以来即有诸“峒”民之称；还由于有“长江之沱”的清江溪河等遍布境内，因而又有以水为称
的诸多称谓⋯⋯所有这些，都反映土家族的“共同地域”特征。
从族称的角度说，土家族可以被称为“历史隐没”的民族，连自称的“毕兹卡”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以后，经过多方爬梳才得以厘清。
现已明确，土家族有两种族称，一种是原有土家语的自称“毕兹卡”，一种是后来的汉语称谓“土家
”（最初为他称）。
“毕兹卡”因汉字记音的不同，有“比基卡”、“密兹卡”、“毕机卡”、“贝其卡”、“贝锦卡”
等。
对于“土家族”族称的来源与意义，通行的观点是：“毕兹卡”就是“土家”，二者为一。
其原因在于土家族呼汉族为“白卡”或“巴卡”，意为“客人”；呼苗族为“帕卡”或“辟卡”，意
为“邻近的人”，故而“毕兹卡”即本地人。
当然，从学术探讨的角度看，对于“毕兹卡”和“土家”的意义，目前还有不同的看法。
②从土家族族源的角度说，时至今日都还没有完全厘清，研究者提出了众多的看法，以起源的地域而
论，有江西迁入说、西北说、湘西说、鄂西说、西南说、边区说等；以起源的种族而论，有伏羲说、
巫载说、庸国说、巴人后裔说、土著先民说、乌蛮说、氐羌说、濮人说、东夷说、板楣蛮说、综合说
及其他并不具有代表性的种种说法，笔者认同多源一体、巴赛为主的土家族族源说。
③二、土家族的文化特点土家族具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特点，这些特点可以从文化传统、民族关系
、发展程度等方面考察。
从土家族的语言、风俗习惯、民族意识等的保承隋况看，有些地方保持完整、民族意识很强；有些地
方基本消失，只保留了部分词汇，还有一些风俗习惯，民族意识还较强；有些地方只保留了某些风俗
习惯和一定的民族意识。
不管情形如何，他们都明确地认定自己是土家族。
首先是有自己的民族语言。
土家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用自己的语言自称为“毕兹卡”，称自己的语言为“毕兹煞”，具有“主
一宾一谓”的语法结构和四个声调等特点，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是接近于彝语支的一种独立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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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现在还有30多万土家人操此语言作为本民族内部的交际工具，且集中在湘西地区。
其次是有自己的民族节日。
土家族的独特节日主要是提前一天过年，有些地方叫做过赶年，传说为纪念明代土兵奉调到东南沿海
抗倭，军令紧急，故提前过年，后立下东南第一战功的军事行动。
②六月六，即农历六月初六，相传茅岗土司覃垕为反抗专制统治举行武装斗争而在这一天蒙难，土家
族人民曾把其血染的战袍洗晒干净，所以又把这一天叫做晒龙袍日，以表示对民族英雄覃垕的怀念。
社巴节，即摆手节或称调年节，在农历正月初三至十五日之间举行。
其他如清明、四月八、端午、七月半、中秋、重阳等节日则与其他民族相同。
当然，其中也渗透了土家族文化的内容，如“四月八”即有了“牛王节”等多重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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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各一性情各一才，化工无样万花开。
好题大抵天安定，佳句都因命换来。
出色须空千古有，成章要使百家该。
华严界拟飞身上，莫遇罡风打便回。
”这首清嘉、道年问土家族诗人田泰斗的《作诗》，事实上反映了这本《土家族哲学通史》的写作方
法与写作过程。
在诗人看来，诗应是诗人探索精神的体现和探索结果的再现，一个人的性灵不同，其创作方法也就应
不同，这正像大千世界“化工无样万花开”一样，试想，偌大干世界只按一个标准，还有万花竞放的
美景吗？
虽然好的题材是天然生成的，但好的字句、文章却必须有艰苦探索，即“佳句都因命换来”；虽然文
章出自性灵，但并不是说不要吸取别人成就，而恰好应“出色须空千古有，成章要使百家该”，也就
是说，要站在别人肩上前进。
同时，还要有战胜各种困难的决心，即“华严界拟飞身上，莫遇罡风打便回”。
结合到本书的讨论，首先即是“各一性情”的哲学观问题，哲学观的多样性会产生不同的哲学史著作
，土家族哲学史研究也一样。
虽然土家族哲学史研究是一个好的题材，但同样对于这土家族的民族文化积累却未必都会做出高水平
的成果，一方面是“各一才”的差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用功程度，即是否是“佳句都因命换来”。
我目前还活脱脱地生活着，这本身即说明在“出色须空千古有，成章要使百家该”方面还有局限，在
“华严界拟飞身上，莫遇罡风打便回”方面还要努力。
因此，这本《土家族哲学通史》显然只能算是初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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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土家族哲学通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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