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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多民族共存与民族分离运动：东南亚民族关系的两个侧面》的研究对象是东南亚的民族关系，
着重探讨这一关系的正、负两个侧面以及相关的问题。
文化是探索东南亚民族关系演变的贯穿全书的主线。
东南亚历史的整体性造就了本地区文化的共同性，这种文化共同性成为多民族共存的决定性因素。
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的整合以及经济生活的不可分割，又使多民族共存成为必然。
但是，民族文化固有的接纳与排斥的两面性，使由此生成的不同类型的民族主义相互碰撞，加上经济
利益之争，多民族共存与民族分离主义就成为东南亚民族关系的一体两面。
民族分离运动是民族冲突的极端表现形式，也是民族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它在东南亚此起彼伏：缅
甸克伦人、印尼亚齐人、泰南马来人、菲南摩洛人都深陷其间。
这几场分离运动各有特点，而后三场的参与者都是穆斯林，他们与各国穆斯林激进派和温和派一起构
成东南亚庞杂的伊斯兰文化板块。
政治-文化权利的诉求与经济平等的渴望相互交织，使一些少数民族卷入漫长的斗争，主体民族也深受
困扰。
然而，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既碰撞又共生的对立统一关系，使其成为无果之争，双方的容忍和妥协又
成为必然。
在东南亚最大的国家印尼，爪哇族与外岛民族之间资源分配的不公实际上是政治-文化不平等在经济领
域的投影，深刻地反映了民族关系的多重性，以及“共存-分离”矛盾运动的复杂性。
一些不易走极端又难以和谐共处的民族关系大量存在于东南亚，增加了本地区民族关系的复杂程度。
被视为“外来民族”的华人既受土著民族排斥又在时移势变中被后者接纳，成为处于“中间状态”的
民族关系之典型，对此只有糅合文化与经济两种因素才能有全方位的理解。
重新阐释马来西亚马、华两个民族如何从并存中的对抗转变为共荣中的竞争，就是朝着这个方向的努
力。
超越传统的华人研究模式，将菲律宾、越南两国的华人问题置于民族关系的框架内予以剖析，也是这
种努力的一部分。
探索东南亚的民族关系可以有两个视阈：一是从容忍和歧视入手，对“共存-分离”的对立统一发展进
程进行历史的解读，这是一种宏观的、外在的解读；一是从印象和评价切入，对民族之间的“排拒接
纳”进行心理层面的探察，这是一种微观的、内在的解读。
《多民族共存与民族分离运动：东南亚民族关系的两个侧面》试图通过宏观与微观结合、外在与内在
互补的分析，同时结合“民族阶级”、“社会冲突 民族斗争”的多层面求索，探寻出一条研究东南亚
民族关系的独特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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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东南亚民族分离运动的研究状况述评　　首先，介绍东南亚民族分离运动的总体研究。
 由拉贾德·冈古莱（Rajat Ganguly，英国）和艾昂·麦克杜夫（IanMacduff，新西兰）合编的《南亚和
东南亚的族群冲突与分离主义：原因、动力与结局》①一书，其导论指出：“虽然作为显著的政治特
征而存在了近半个世纪，但是南亚和东南亚分离主义的族群冲突之原因、过程与结果均未能在区域比
较的角度下进行具有理论创新的研究。
”该书第一章又对这一学术领域的研究动态进行了回顾，并指出了一些不足之处，如在接受多元理论
方面、在外力因素（区域外大国的干预）的研究方面等，都有所不足。
该书第二章至第七章的研究对象依次为：查谟与克什米尔，巴基斯坦信德省，斯里兰卡泰米尔猛虎组
织，印尼的东帝汶，菲律宾的棉兰老与苏禄，巴布亚新几内亚。
在结论中，作者指出了族群冲突与分离主义问题存在的种种根源和动因，并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方案。
虽然该书内容与本书的研究直接相关的只有菲律宾这一部分，但该书将两大区域的民族关系放在一起
研究，客观上就能在比较中看出一些此前不易觉察的问题。
单一思路与地域局限已经不能适应民族关系研究的发展要求，这是笔者从该书得到的启示。
　　民族分离运动大致可分为政治性的与军事性的两种，但在现实中两种形式往往混合在一起，然而
为了研究的方便，分别对二者进行探讨仍不失为可行的办法。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防与战略研究所的报告《东南亚多元种族社会自治运动纲要》②便可视为对政
治性运动的研究。
它将菲律宾南部、泰国南部、印尼亚齐和缅甸少数民族的自治运动纲领提取出来进行研究.它采用“向
上”（upward）和“向下”（downward）两种分析方法，前者着重分析进入国家政治实体的族群主流
；后者着重分析向地方自治政府的权力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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