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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层次重叠共识

——以哈木尼干鄂温克人为例

朝克赛

摘要：本文以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哈木尼干鄂

温克人为例，在研究民族现象的两种范式“现代主义”和“族群象

征主义”的中间视角下，分析了建国以来在中国民族结构中形成的

中华民族、56 个民族和民族支系三个层次。本文认为中国的民族

政策在这种民族层次中同时包容了历史的连续性和多样性。在此过

程中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层次重叠共识，其中，每一个层次上

的身份认同、情感归属和社会现实都是互相关联交织的，更为重

要的是人们需要不断强化最高层次的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  识。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民族层次 重叠共识

作者简介：朝克赛，民族学博士，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

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民族与族群、鄂温克族与牧区社  会。

一、民族的层次

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平等是中国民族政策最重要的原则，民族区域自治

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中央政府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

组织科学工作者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社会历史调

查和民族识别工作，直到 1979 年，确定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由 56 个民

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费孝通曾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思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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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当地分析了中国民族关系的特点，认为民族的层次包括中华民族、56 个民

族和民族支系（费孝通 1993：12），其中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

层次的认同，不同层次可以并存不悖，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

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费孝通 1999：13）。这是我

们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多民族和睦共生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重要理  据。

中国的鄂温克族分为索伦鄂温克人、哈木尼干鄂温克人 a 和使鹿鄂温克

人三个支系，他们有各自的历史经历。索伦鄂温克人在 17 世纪生活在黑龙江

下游、乌苏里江流域，受俄罗斯入侵的影响，迁至大兴安岭、嫩江流域。他

们曾为保卫祖国边疆和民族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鄂温克族简史》编写组

2009：21—89）。使鹿鄂温克人在 19 世纪上半叶也从勒拿河流域迁入大兴安

岭北部森林（内蒙古自治区编写组 1986：143—165）。哈木尼干人曾经生活在

贝加尔湖以东地区，1910 年代末他们为了躲避战乱迁往呼伦贝尔地区，现居

住于陈巴尔虎旗鄂温克苏木和鄂温克族自治旗锡尼河东、西两苏  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鄂温克族三个支系的民族归属还未确定，被外界

称为“索伦”“通古斯”和“雅库特”。满都呼、贺其业勒图等鄂温克族干部

开展基层调查、走访老人和民众，收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和证据，1953 年

10 月，在陈巴尔虎旗成立了第一个以“鄂温克”命名的苏木（马·宝音图

2008：70—72）。1954 年，在内蒙古自治区人口普查会议上，沙陀、满都呼、

贺其尔图、白斯古郎等人提议统一鄂温克族名称，认为这对于各民族的平等

团结和民族内部的团结和统一都具有深远的意义（鄂温克族自治旗概况编写

组 1987：15—16）。1954—1958 年鄂温克族干部组织进行了多次座谈会讨论

统一民族名称事宜，并深入基层广泛听取群众、干部及代表人物的意见。在

1957 年关于统一鄂温克族称的座谈会上，三个支系的代表都发表了统一族称

的意愿（杜金善，杜鹏 2012：120）。1958 年 3 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

向全区发出《关于我区“索伦”“通古斯”“雅库特”统一改称鄂温克族的通

知》，统一三个支系成立了鄂温克族，这为建立鄂温克族自治旗奠定了基础。

1958 年 5 月 29 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撤销索伦旗建制，在其行政区域内设立

鄂温克族自治  旗。

另一方面，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由吕光天、郭布库、乌云达赉等各

a  又称“通古斯鄂温克人”，由于他们最常使用的自称是“hamnigan”，本文将使用“哈木

尼干人”这一族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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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学者组成的社会历史调查组，分别在阿荣旗、额尔古纳旗、陈巴尔虎旗、

鄂温克旗等地的鄂温克族当中进行了 1—3 个月的田野调查，收集了大量鄂温

克族历史、人口地理、社会、经济、文化、信仰等方面的珍贵资料。这些调

查研究为鄂温克族的建设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并为之后的鄂温克族研究打下

了扎实的基  础。

由此看来，鄂温克族的成立是在国家政策的倡导下，鄂温克族三个支系

的干部、学者、知识分子、群众和其他民族的学者、干部等各方面共同努力

的结果，充分体现了建国以来的民族政策中的“高层领导、中层领导、知识

界、基层民众”四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纳日碧力戈 2020：1—

6）。此过程中形成了中华民族、鄂温克族和哈木尼干人等不同的民族层次和

民族叙事。对于哈木尼干人来说，作为“鄂温克族”的民族身份和作为“哈

木尼干人”的族群 / 支系身份 a成为他们身份表述的最主要方式，也是连接国

家民族制度和地方社会现实的主要途  径。

二、集体身份的差异与共性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曾指出现代民族国家人口分

类的主要特征：一、要求完整而明确的数据，无法容忍多重、模糊和变化

的身份认同。二、匿名性，忽视个人知识和社群亲密，使得社会群体稳定、

共时地被想象。三、累计总数，忽视被统计集体内部的多样性（本尼迪克

特·安德森 2012：43—49）。当今社会，人们习惯于通过这种人口统计数据来

把握社会群体的整体面貌。但笔者在研究过程中逐渐了解到，鄂温克族身份

与哈木尼干身份之间的共性和差异远比数据统计中所呈现的更加复  杂。

从建国以来锡尼河哈木尼干人在官方统计中出现的情况来看（见表 1），

1953 年的第一次人口普查中，他们以“通古斯”族称登记，其中索伦旗（今

鄂温克族自治旗）的通古斯族有 384 人（沈斌华，高建刚 1991：71），这次

统计与哈木尼干人的族群人数是吻合的。1964 年的第二次人口普查中他们

以“鄂温克族”登记，锡尼河地区的鄂温克族人口为 495 人，其中大多数为

哈木尼干人。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锡尼河地区的鄂温克族人口为 900 人

a  对于“民族”和“族群”两个术语，学界有很多的探讨和争论，本文出于论述的方便和

明确性，在“鄂温克族”层面上使用“民族”术语，在“哈木尼干人”层面上使用“族

群”术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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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玉珍 2014：456—464）。1990 年锡尼河地区鄂温克族人口为 1010 人（鄂

温克族自治旗志编纂委员会 1996：18—20）。2005 年锡尼河地区鄂温克族人

口为 1105 人（鄂温克族自治旗史志编纂委员会 2008：21—27）。2011 年锡

尼河地区鄂温克族人口为 1368 人（鄂温克族自治旗史志编纂委员会编 2018： 

72—78）。

表 1 锡尼河地区鄂温克族人口数量

地区

年份
锡尼河地区总人数 锡尼河西苏木 锡尼河东苏木 孟根楚鲁苏木

1953 384 — — —

1964 495 22 388 85

1982 900 86 558 256

1990 1010 111 602 297

2005 1105 157 948

2011 1368 196 1172

我们可以进一步从罕乌拉嘎查 a 哈木尼干人自己做的人口统计（见表 2）

中了解到地方人口分类特点和更具体的族群 / 支系人数。这种统计主要依据

传统的姓氏分类，姓氏继承自父亲，决定一个人作为“哈木尼干”“布里亚

特 b”等族群身份，也就是支系身份。其中哈木尼干人由 13 个姓氏组成，共

有 87 户 258 人，其他民族或支系有 23 户 70 人。由此来看，锡尼河地区共

存着两种人口分类规则，即国家所执行的民族划分和地方传统中的族群划分，

前者所决定的民族身份可以继承自父母任意一方，明确而稳定。后者所决定

的族群身份需要继承自父亲，但是有着多重、模糊和可协商性特征，这样的

情况往往出现在族际通婚家庭的孩子身上。但在锡尼河地区，并非所有嘎查

都进行过这样的地方人口统计，且由于族群 / 支系身份的变动性特征，人们

对于锡尼河地区哈木尼干人总数只是依据官方统计数据估算一个大概数值：

1000—1500 人。

a  在锡尼河东苏木，罕乌拉嘎查是哈木尼干人最集中居住的地 方。

b  中国蒙古族的一个支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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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4 年罕乌拉嘎查人口统计a

类
别

哈木尼干人各姓氏

额
鲁
特
蒙
古
族

布
里
亚
特
蒙
古
族

其
他
蒙
古
族

达
斡
尔
族

汉
族

俄
罗
斯
族

巴
雅
给
德

西
日
·
那
米
德

哈
日
·
那
米
德

图
勒
德
给
德
·
杜
力
嘎
德

造
勒
陶
德

阿
齐
克
将
·
杜
力
嘎
德

那
木
尼
由
布
·
杜
力
嘎
德

萨
尔
图
特

齐
布
沁

阿
拉
坦
干

巴
勒
给
彦

乌
力
雅
德

乌
哲
恩

户 10 8 17 5 10 6 8 7 14 1 1 — — 1 10 1 2 5 4

人 258 2 45 1 7 10 5

从锡尼河地区鄂温克族人口和罕乌拉嘎查人口统计来看，存在着民族分

类和族群分类共存互补的特点，其基本特点如下。一、人口统计中民族身份

有整数性特征，而族群 / 支系身份有着多重、模糊和变化的特征。在锡尼河

地区我们能够明确统计鄂温克族、蒙古族等民族的人数，而对于哈木尼干人、

布里亚特人的族群人数只能估算大概，两个群体之间普遍的联姻关系和长期

的共同生活经历导致族际通婚家庭的孩子同时拥有哈木尼干和布里亚特两种

认同。二、官方人口统计不能体现社群中更细微的关系。有时人们的族群身

份是模糊而流动的，会随着情景的不同而变化，也会在人们的主观意识和与

他人的互动关系中被定位。三、官方人口统计不能体现群体内部的多样性，

从官方统计中无法确定支系人数，但地方统计向我们提供了更多信息。四、

安德森认为现代人口分类对集体主体性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它成为一种

较为显著的政治化的目标，其中各种类别的界定通过赋权和分配利益的方式

使其凝固为基本的政治现实。由于国家民族优惠政策，锡尼河地区的许多族

际通婚家庭都为孩子选择鄂温克民族身份，但其族群身份并不一定是哈木尼

干  人。

由此看来，一方面，在人口分类的问题上，现代民族分类的影响十分显

著，人们习惯于通过“完整而明确”的框架去归纳更加复杂多重的社会现实，

也习惯于通过人口统计的整数数据来想象固定、共时或虚幻的社会共同体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2012：43—49）。在这种意义上，由盖尔纳、霍布斯鲍

a  由达西和满达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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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和安德森等学者所倡导的现代主义范式有其合理性，他们强调民族和民族

主义都是被发明或想象的现代现象，并对人们的认知和实践产生很大的影响。

这种视角也影响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中国民族政策和民族关系

的分析，这些人的研究通过 56 个民族内部的多样性（历史、语言、文化、社

会经济和地域分布等）来质疑它们构成统一民族的合理性。认为中国政府依

据自己的意愿通过民族识别发明创造了 56 个民族，在这种国家主导的分类

中各民族的身份认同、民族边界和民族属性被固化和客体化（Dru C. Gladney 

2004；Stevan Harrell 2001）。

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关注国家民族分类与地方族群分类之间的共生

关系，纳日碧力戈和陶染春指出，黑白分明分类办法暴露了人类认知的局

限，它主张非甲即乙，绝不容忍亦甲亦乙，这样的分类存在自身的局限性和

任意性，它不能完全表达交融关联的万物万象。但它仍然是物感物觉——事

物相指——象征意义连续体的一部分，不会独立存在（纳日碧力戈，陶染春

2020：15）。因此，我们在充分认识现代民族分类的局限性的基础上，应当进

一步关注官方民族身份和传统族群身份既有差异，又有共性。共性源自中国

各民族交融关联的社会基础，中国的民族分类并非简单的现代性发明和虚构，

它需要根植于自古以来多民族共生、包容、交融、互联的历史传统。两种身

份之间是差异互补，交融重叠的关系。因此，现代主义范式下西方学者对中

国民族的结构性研究可能忽视了前现代所拥有的多重认同归属与现代民族身

份认同之间的复杂关系（杜赞奇 2003：39—44）。这些研究将民族层次中的差

异和多样性解释为民族政策的不合理性，但很少探讨中国各民族官方民族身

份与传统族群身份之间的共性和交融，也未关注中国在民族层次的重叠共识

中同时把握统一性和多样性的成  就。

三、前现代与现代的连续性

因此，我们需要探讨“前现代族群”与“现代民族”之间的复杂关系，

这是由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约翰·哈钦森（John Hutchinson）

等学者所倡导的族群象征主义范式的关注点。该范式主张对社会文化身份进

行长时段（Longue durée）分析（安东尼·D. 史密斯 2018； John Hutchinson 

2005），强调前现代族群所拥有共同的“祖地”、共同的祖先或血统、共享的

历史记忆和文化因素、特定的族称和一定程度团结感在现代民族认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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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和变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笔者将在这一视角下通过哈木尼干人传统的

姓氏分类来说明他们的历史连续性及其在鄂温克民族建设中的作用。人们习

惯用姓氏来表达祖先与后裔之间的纽带，这是延续社会身份的一种重要手段。

这种系谱不仅记录个人与其祖先的关系，同时可以维持和促进拥有共同血统

的人们的共同意识和社会团结，形成家族、氏族、部落、族群等系谱共同体

（Eviatar Zerubavel 2012）。哈木尼干人作为通古斯语族群，自 17 世纪一直

分布在贝加尔湖以东广袤的森林和平原地区，其主要经济形式为畜牧与狩猎

（史禄国 1984）。姓氏分类是他们社会组织的基础，他们在历史上都是以氏族

为单位居住、生活，从事军事和经济活  动。

清代史料记录了 17 世纪 80 年代在尼布楚附近游牧的“纳米雅儿诸姓”

（清实录 1985：199），其中包括“旧纳米雅尔、新纳米雅尔、托空卧儿、彻

尔克吉尔、巴林噶吉尔、夸诺尔、破塔噶尔、巴牙喀尔”等 8 个姓氏（何秋

涛，卷十五：九）。1677 年左右，生活在石勒喀河流域的使马通古斯人有“包

雅吉尔、杜利卡吉尔、卡勒塔吉尔、泡其高尔、鲁尼基尔、舒尼勒、巴利卡

吉尔、切普恰吉尔、杰勒陶吉尔、泡音基特、纳米亚辛等氏族”（瓦西里·帕

尔申 1976：188—189）。1689 年涅尔琴斯克的通古斯人分为 12 个氏族：巴雅

吉尔、然柔、乌利亚次克、杜利加尔、卡尔塔吉尔、波切戈尔、鲁尼卡尔、

巴利卡吉尔、纳米亚辛、库契利茨、叔宁、伊惹夫兹（瓦西里耶夫 1977：

273—274）。18 世纪，贝加尔湖以东地区的指挥所中的鄂温克氏族包括纳缅

茨、波罗茨、契尔卡吉尔、乌良茨、巴利卡吉尔、乌利祖茨和库尔通等氏

族（符·阿·库德里亚夫采夫，格·恩·鲁缅采夫 1978：160）。20 世纪初额

尔古纳河上游地区的“曼科瓦通古斯人”中有：萨玛吉尔、巴雅基特、杜勒

嘎特、科努特、西拉·纳麦特、卡拉·纳麦特、奇普奇努特等氏族（史禄国

1984：203）。1958 年，在陈巴尔虎旗记录的哈木尼干姓氏有：“杜拉尔、道拉

奥特、木克奇恩·杜立给特、西母萨给特·杜立给特、阿齐克将·杜立给特、

巴亚基尔·杜立给特、卡杨·杜立给特、那乌那基尔·杜立给特、哈拉·那

妹他、西勒·那妹他、那哈他、奥布特克吉尔、玛鲁吉尔、乌者恩造鲁套特、

巴拉给金、齐布齐奴特、靠闹克特、要靠勒·巴亚基尔、我乌特·巴亚基尔、

我勒克·巴亚基尔（内蒙古自治区编写组 1986：339）。”笔者在田野调查中收

集到的锡尼河东苏木罕乌拉嘎查的哈木尼干姓氏有：巴雅给德、西日·那米

德、哈日·那米德、图勒德给德·杜力嘎德、阿齐克将·杜力嘎德、造勒陶

德、那木尼由布·杜力嘎德、萨尔图特、齐布沁、阿拉坦干、巴勒给彦、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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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雅德、乌哲  恩。

从 17 世纪至今的统计资料中不难发现，清朝文献中“纳米雅尔诸姓”，

俄国文献中的“使马通古斯”“涅尔琴斯克通古斯”，史禄国研究中的“曼科

瓦通古斯人”，现居住在中国的锡尼河和莫日格勒河的哈木尼干人之间有着明

显的系谱连续性。说明哈木尼干人是自 17 世纪以来以姓氏为纽带维持和促

进共同意识和社会团结的系谱共同体，其中巴雅给德、巴勒给彦、杜力嘎德、

齐布沁、纳米德、乌力雅德等主要姓氏一直延续到了今日（表 3）。

表 3 哈木尼干姓氏的历史连续性

1677 1680 年代 1689 18 世纪 1910 年代 1958 1980 年代 2004

包雅吉尔 巴牙喀尔 巴雅吉尔 — 巴雅基特 巴亚基尔 巴亚济德 巴雅给德

巴利卡吉尔 巴林噶吉尔 巴利卡吉尔 巴利卡吉尔 巴拉给金 巴克伊济德 巴勒给彦

杜利卡吉尔 — 杜利加尔 — 杜勒嘎特 杜立给特 都里戈阿德 杜力嘎德

切普恰吉尔 彻尔克吉尔 — 契尔卡吉尔 奇普奇努特 齐布齐奴特 辛姆卡济德 齐布沁

纳米亚辛 纳米雅尔 纳米亚辛 纳缅茨 纳麦特 那妹他 纳姆叶德 那米德

— — 乌利亚次克 乌良茨 — 乌良茨 乌里叶德 乌力雅德

史密斯曾指出，人民大众接受一种民族叙事的前提是这种叙事能和他们

产生情感共鸣，这种共鸣主要来源于族群历史中的集体意识和共享情感（安

东尼·D. 史密斯 2006：85）。20 世纪 50 年代的民族识别中，哈木尼干人、索

伦鄂温克人和使鹿鄂温克人一同成立了鄂温克民族的事情并非心血来潮或无

中生有，而是“高层领导、中层领导、知识界、基层民众”共同参与并努力

的结果，此过程充分考虑了鄂温克族三个支系广大民众的情感诉求和现实利

益，也立足于三个支系的社会文化的历史积淀。犹如哈木尼干人的姓氏分类

有几个世纪的连续性，鄂温克族的三个支系在历史经历、社会组织、语言文

化、经济等领域共性和交融，比如，他们拥有共同的鄂温克语、萨满信仰和

鄂温克族称。我们在民族的层次中了解到，三个支系丰富多彩而重叠交融的

历史传统共同构成建立鄂温克族的根基，而 56 个民族的历史共同构成了中华

民族的历史。因此，我们需要从多层次了解和承认多族共建的中国历史，这

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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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族层次中的重叠共识

最后，我们需要分析一下族群象征主义在理论上受到的批评，如上文所

示，该范式强调前现代族群的祖地、祖先、血统、记忆、文化、族称和团结

感在现代民族认同形成、延续和变化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但其主要问题

是可能会忽视历史的多样性和偶然性。社会群体的集体身份和文化共性在前

现代时期确实存在，但这些文化素材的意义、内容和目的在民族话语中都可

能发生变化。因此，实际上民族的历史只是被精心挑选出来的一种解读，并

被民族主义者认为是历史的宿命（Umut Özkirimli 2010：214）。这种强调单

一民族特征的现象在鄂温克族建设过程中也出现过，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

民族内部的多样性。1958 年鄂温克族称统一后，“雅库特”“通古斯”和“哈

木尼干”等族称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排斥，一些鄂温克族知识分子认为这些

族称从未被接受或被承认过（鄂温克族自治旗概况编写组 1987：15），应当被

废  除。

但民族建设过程需要根植于社会各层的现实情况，虽然建国初期，“鄂温

克”以外的其他族称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指责，但在后来的发展中，鄂温克

族不同层次上的多种族称都得到了恰当的发展空间，形成“百花齐放”的态

势。以哈木尼干人为例，他们一直在地方社会中灵活地运用“鄂温克”“通古

斯”“哈木尼干”等族称，这与他们集体认同的历史与现实相关。他们与布里

亚特人互动时使用“哈木尼干”，与鄂温克族的其他支系互动时使用“通古斯

鄂温克”或“哈木尼干鄂温克”，与汉族互动时使用“鄂温克”等等。20 世

纪 80 年代以来，这些族称也更多地出现在官方和学术平台，“通古斯鄂温克”

现在是哈木尼干人支系层面上的官方名称，而一部分学者也在努力让“哈木

尼干鄂温克”成为学术研究中的主流名  词。

因此，研究民族现象的两个主要范式现代主义与族群象征主义都存在

着自身的缺陷，前者可能忽视了前现代与现代之间的历史连续性，而后者可

能忽视了历史进程的多样性和偶然性。本文试图结合两种视角来克服其局

限性。正如杜赞奇指出，无论是简单连续的观念还是发明的观念，都不能

恰当地描述过去与现在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杜赞奇 2003：71）。他在“承

异”概念的论述中认为前现代的多样性历史和认同都会传承到今日，现代民

族身份的确定是通过改造群体原有的多重边界和认同叙事，从相互竞争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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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身份中选择并突出的。“现代民族认同的形式和内容是世代传承的群体历

史叙述与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制度性话语之间妥协的产物（杜赞奇 2003：

71）。”在此协商过程中，占优势地位的身份 / 叙事和其他多重身份 / 叙事共

存于历史过程中。由此来解读哈木尼干人集体身份延续和建构的话，中国的

民族实践实际上是在民族层次中同时包容了历史的连续性和多样性，也包容

了中华民族、56 个民族和民族支系等各层次上的身份认同、情感归属和社会 

现  实。

纳日碧力戈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处理好统一性与多样性

之间的关系，中国各民族要在民族共有、文化互联、命运相同的基础上做到

“有族而能超越”，求同存异，重叠共识，形成更高的认同，铸牢共同体意识

（纳日碧力戈 2019：5）。由此来看，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中，民

族每一个层次上的身份认同、情感归属和社会现实都是相互关联而交织的。

犹如本文所呈现，哈木尼干人在支系层面的历史、社会、文化因素成为鄂温

克族建设过程中的主要支撑，而鄂温克族又以同样的方式与其他 55 个民族共

同组成中华民族。这便是民族层次中的层层递进、并行不悖、互补共存、重

叠共识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人们需要从自身较熟悉和亲密的层次出发，不

断强化更高层次的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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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tically Overlapping Consensu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hao Kesai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Hamnigan Evenki of the Ewenki Autonomous 

Banner in Hulunbuir, Inner Mongolia as an example, provides an intermediate 

perspective of modernist and ethnosymbolist paradigm and analyzes the th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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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s of the Chinese nation. It argues that the ethnic practice in China integrates 

the continuity and diversity of history by these three levels. Vertically overlapping 

consensus has been formed in this process, among which, identity, emotional 

belonging and social reality in each level need to be cherished and strengthen 

the belonging to a higher level. Therefore, vertically overlapping consensus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consolidation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Keywords: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national level; 

overlapping consen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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