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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夷夏先后说》是一种喜爱迁徙的动物，人类史就是一部迁徙的历史。
每一个民族或国家都是由不同的移民构成的。
所谓土著，相对于新来者而言，是早到的移民。
美洲土著印第安人，相对于欧洲殖民者而言，是先到的亚洲移民。
相对于夏而言，夷是东亚土著。
受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和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启发，参考布罗代尔长时段（Long Duree）和
沃勒斯坦世界体系（World System）概念，特提出“夷夏先后说”如下：　　历史记载或传说表明夏
朝建立之前东亚为夷蛮之地，大禹父子在夷之中建立了夏朝之后才有东夷西夷之分。
考古学发掘和研究表明夏朝建立之前东亚尚未有游牧与农耕之分，正是夷创造了东亚新石器时代定居
农业文化，夏或戎狄引进了青铜时代游牧文化。
体质人类学研究表明夷属蒙古人种，可能来自南亚；部分夏或戎狄属印欧人种，来自中亚。
语言学研究表明汉语、韩语、日语是典型的混合语：夷语或华澳语是底层，夏言或印欧语是表层。
夷夏结合与转换才开创了中国的历史，形成独特的东亚文化传统。
　　夷夏不仅有东西之分，而且有先后之别。
夷为东亚土著，创造了东亚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文化；夏人西来，传播了青铜时代游牧文化。
汉族的历史是夷夏结合的历史，汉人、汉语、汉文化均是夷夏混合的结果。
夷夏转换是东亚上古史上的关键。
在人类历史上，喧宾夺主的事时有发生，而数典忘祖亦是常事。
正本清源，夷夏先后说化解了东亚文明本土起源说与外来传播说的矛盾，对理解东亚民族与文化的形
成和东亚历史不无小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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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易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教
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兼职教授。
长期从事游牧与农耕民族关系研究，发表《青铜之路》、《尧舜与炎黄》、《从万里长城到避暑山庄
》等论文；合著《世界生物学史》、《北疆通史》、《草原文化》；《夷夏先后说》是首部个人专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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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庄子·齐物论》借南郭子綦之口讲过一句关于“认同”的玄妙话：“非彼无我，非我无
所取”。
它仅用三个实词，就揭示出“认同”这个吊诡概念的结构起源和“缘起性空”的精义。
关注民族文化和民族关系的中国读者自能体验：这里的“彼”是他者，“我”是主体，“取”是主体
的行动选择。
人是喜欢分类和认同的动物。
根据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的论断，认同中的“我”作为共时此在总有两层含意：一是个体
小我；二是小我要认同的大我。
这个大我包括家园、家乡、本民族、中华民族和作为文化江山的中国。
“彼”作为他者则是有着共时和历时两个维度的存在，因而含义更多：概有空间上的异地异邦异国，
结构上的异族、异文化和时间上的古人、古文化，如此等等。
如果这里的“我”对“彼”即他者再怀有一些“仁者爱人克己复礼”或“实事求是将心比心”的互主
性（Inter—subjectivity）意识，就更能符合仁人之心，使自己言寡尤而行寡悔。
就本书而论，记住“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这句话，能使读者把中国文化“二元合成说”理解得更
好。
 今日国人理解中国文化“二元合成说”能有什么用？
答曰：能在大变革时代凝聚改革创新的共识，推动中国人把对中华文化的认知范式从“社会发展史”
转换成“文化生态学”。
具体讲，就是通过把社会发展史年表还原成文化生态学地图来解构大汉族主义和少数民族消亡同化论
，使大家更加自觉地维护中国生态环境、文化多样性、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
个人修行上，它能预防我们因为自身处境或心境欠佳而打着爱国爱民族旗号到处亮剑，对他人他方或
他国任意地掌掴、毁碑、宣战或喊杀，给个人、家庭、民族和国家留些尊严，给祖先神明和子孙后代
保一些福田。
由于人类学是魏公村共识和《夷夏先后说》的共同学科基础，所以本文再对本学科要旨做些阐释： 人
类学是通过研究文化来理解人性和民族特点，推动各国各民族相互理解、平等团结和互敬互惠的学科
。
它的目标体系是人性、文化和民族。
它的工具体系是用实地调查方法收集资料，用比较研究方法分析和解释资料，用生物文化整体论和文
化相对论来指导资料的收集和分析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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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夷夏先后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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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夷夏先后说》一书，对理解当今东亚文明本土起源与外来传播论争的问题，是最重要的著述。
据我个人识见所及，在国内以至东亚的学术圈子里，尚未见过可与此书匹敌的著作。
很多人可能好奇，究竟是甚么样知识结构的人，才会写出这样专博兼顾的学术论著。
读其书想见其为人。
 ——邓聪 香港中文大学 观古今于一瞬，视地球为小村，从人类迁徙的大背景透视夷夏关系，漏洞甚
至错误在所难免。
《晏子春秋》云：“星之昭昭，不如月之曀曀，小事之成，不如大事之废；君子之非，贤于小人之是
也。
”海洋深信易华《夷夏先后说》堪当此段评价。
 ——张海洋 中央民族大学 尽管易华提出的早期东亚文明演变动态概念这一新观点有争议性，但极有
说服力。
总体论证充分有力，并将在此后的很多年内推动该领域的研究。
这是迄今为止研究早期中国与其他欧亚文明互动的最重要的论著之一，可谓成就非凡。
 ——梅维恒 宾夕法尼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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