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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体、结合着全国五十多个少数民族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这个多民族国家的特征，既是统一的，而各个民族又都保持着各自民族的特色的社会结构。
那么，这种类型是怎么形成的？
经过了什么样的具体复杂的过程？
必须从历史上去追究。
又因为它根植于遥远的先秦时期，所以，对中华民族早期这段历史的深入研究，对理解我们中国的现
实问题极有帮助。
因而，对先秦民族史的学习和探索，也应当是当今史界一项严肃的历史任务。
谚语有云：“知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此《中华民族早期源流》之所为作也。
　　一“中华民族”的内涵　　“中华民族”包括当今中国境内56个民族多元统一体的实体。
这56个民族从历史上形成了他们之间既互相斗争、又互相依存统一，而又不能分割的整体。
从远古的历史上看，在“中华民族”出现以前，中原及其周围地区，星罗棋布似的居住着无数的不同
种姓的氏族和部落。
他们的社会组织和文化的高低各不相同。
在夏、商、周三代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些血缘关系密切和虽无血缘关系、而交往比较密切的氏族
、民族，例如夏族、商族与周族三族，通过斗争和交往逐渐融合与陶铸，形成“华夏族”这一民族和
文化圈。
“华夏族”就是秦汉以后的“汉族”。
　　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化圈也在同时或稍后的朝代里，以同样方式形成另一个或几个少数民族的
文化圈。
同时也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在互相斗争中，从历史上消失了；又有一些新的民族出现了。
所以，中国在各个时代中，民族成分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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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民族”包括当今中国境内56个民族多元统一体的实体。
这56个民族从历史上形成了他们之间既互相斗争、又互相依存统一，而又不能分割的整体。
从远古的历史上看，在“中华民族”出现以前，中原及其周围地区，星罗棋布似的居住着无数的不同
种姓的氏族和部落。

王玉哲编著的《中华民族早期源流》讨论的是先秦民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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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春秋战国之交，我国黄、淮、江、汉流域已基本结束了各部族错居杂处的状态，成为一个单一
的华夏民族的聚居地。
在这块地域内，原来与周族错居杂处的“蛮、夷、戎、狄”各族，大部分与周族共同融汇于华夏民族
中，小部分则迁往了边远地区。
这种现实反映到人们观念中，是春秋末年的文献中开始出现“四裔”的称呼。
战国以后，人们普遍认为居住在周边地区的都是经济文化落后的“蛮夷”。
只有华夏居住的“中国”（中原）才是文明礼仪之邦。
“中国”成了华夏的同义语。
用恩格斯的话说，中原地区已实现了“各个部落领土融合成一个民族的共同领土”。
这个时期还存在着若干个诸侯国之间的割据，但这种割据是封建性的政治割据，而不是不同部族或部
落的对立。
各国人口流动，商旅云游四方，士大夫求仕于不同国度，反映了各诸侯国之间并无种族隔阂。
换句话说，各诸侯国的所有土地，都是华夏民族活动和居住的共同地域。
　　其次，在各华夏国家内部，由于阶级分化日益深刻，彼此混居的各族氏的界线也告消泯。
试看西周初年的铜器，往往继承商代作风，铭有标志各族氏的“族徽”，到了西周中后期，铜器上的
“族徽”便开始减少。
春秋时竞至绝迹。
与此相应，无论在铜器铭文或是在文献中，都再找不到像商周时期那样把整族的人们不分贵贱地视作
一个整体，动辄“令某某族”，“赐某某族”的做法。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周末风俗》条曾论及春秋战国两个不同时代的根本区别，其中重要一点，
就是春秋宗法氏族之称于战国乌有。
可见这种现象早已为学者所关注。
　　由于氏族血缘联系不复存在，国家开始对其臣民按地域行政区划实行统一治理。
春秋末期，晋、楚、秦、齐、吴都实行县制，或者郡制。
虽然春秋时期的县还往往作为封邑对待，楚县直属国君，而县尹（或称县公）的任命也还脱离不了世
卿制的影响，但随着春秋战国之交的社会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封邑制向食邑制的转化和世卿世禄制
向官僚制的转化，县作为国家地方行政管理单位的性质越来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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