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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粤西地区民族研究现状及思考

高 焕

(黄山学院 学报编辑部，安徽 黄山245以1)

    摘 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粤西地区民族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从整体而言，仍比较薄弱，并

未形成对该地区的系统研究。基于其研究现状，提出进一步加强对粤西地区古越族及汉族移民的研究;在原

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人种学、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和成就，把粤西地区的民族研究推向

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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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粤西，是一个比较宽泛的地理概念，包括西江

流域的肇庆市、云浮市及所辖的各县市，鉴江和漠

阳江流域及雷州半岛也属于粤西区，包括现在的阳

江、茂名、湛江三市及所辖的各县市。

    从文化区域而言，粤西区可划分为西江流域，

阳江、茂名地区，雷州半岛三部分，各部分在文化表

征上各有差异，但也有共同的特征，都是以土著文

化为底蕴，具有地域色彩的汉文化。这与古代粤西

地区的民族构成有关。粤西地区是古越族生息、繁

衍的地方，属南越、西欧、骆越族，后又有傀、僚、理

僚、憧等族称。隋唐之际粤西地区已有瑶族居住，明

代极盛，几乎遍布大小山岗。自秦汉以来，历朝不断

有汉人移至粤西地区，与当地少数民族杂居相处，

血缘相通、文化交融，逐步实现民族融合。

    至今，古越族名称已经消失，粤西地区除阳春

外，已无瑶族踪迹，但民族融合的特征却保留了下

来，加强对粤西地区民族史的研究，有助于深化对

岭南地区民族史及对岭南文化的研究。

一、主要论著及论文

1.论著

    涉及到该地区的民族研究著作有:

    广东省民族研究所(广东少数民族》编写组(广

东少数民族妒]概括性地叙述了广东少数民族的发

展及现状。张雄《中国中南民族史》12]以地域性的民

族分布为起点，以各族同中央王朝的关系为线索，

以中南地区的民族史为背景，从宏观角度，探索我

国古代南方“百越”、“苗蛮”、“巴”、“蹼”等几大族系

的发展、演变及其同现代中南各少数民族的渊源关

系。资料汇编性质的有黄朝中、刘耀荃主编，李默校

补《广东瑶族历史资料上、下册》、‘习刘耀荃主编、练

铭志校补《<明实录>广东少数民族资料摘编》、141百

越民族史研究会编《百越民族史资料选编沪3部。粤

西埋人属于百越后裔，近年来对百越研究已取得了

一定的研究成果，陆续有专著出版，因书目较多，①
在此不详列，而《百越民族史资料选编》较多的汇聚

了对理人的研究史料。

    除以上种类之外，尚有广东省民族研究学会、

广东省民族研究所编《广东民族研究论丛》(第1一9

辑)，网广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东省志—

少数民族志》。门
    徐杰舜主编《雪球— 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l司

从上海人民出版社撰写的《人类学本土化的扛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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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雪球>》的评论上看出“试着从历史、方言、

族群和文化诸层面进行动态的分析，并就人文地理

区划提出独特的解说，不仅为人类学的本土化奠定

了厚厚的基石;同时，也慎重指出:汉民族的研究离

不开少数民族的研究，反之亦然，否则中国各民族

的研究也难获真谛，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和凝聚力也

无从谈起”，该评论发表在1998年12月6日的《上

海新书报》上。实际上该书是一本历史文献的解读

分析与现实社会的田野调查相结合的著作。该书第

二章介绍了远古、先秦、秦汉时期的华南族群，第三

章介绍了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时

期汉族向华南的迁徙与发展，第四至六章分别介绍

了华南汉族的方言、族群、文化，对了解华南汉族的

迁徙与发展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自然对研究广东
(包括粤西)的汉族的来源、迁徙与发展有很大的帮

助。

    冼夫人是南朝梁、陈至隋仁寿初年高凉一带的

理人首领，是一位杰出的女军事家、政治家和社会

改革家，对粤西地区的民族研究，离不开对冼夫人

的研究。关于冼夫人研究的论著主要有，王兴瑞《冼

夫人与冯氏家族— 隋唐间广东南部地区社会历

史的初步研究》。网冼太夫人史料文物辑要编纂委员

会编《冼太夫人史料文物辑要》。11q卢方圆、叶春生主

编 《岭南圣母的文化信仰— 冼夫人与高州》，111]该

书共分为3编，分别为冼夫人的重要历史文献辑

录，诗文、戏曲与民间传说中的冼夫人，冼夫人信仰

及其研究。张磊主编呢冼夫人文化与当代中国—

冼夫人文化研讨会论文集》，[1q收录了2001年5月

25一28日召开的“首届中国边境城市文化经贸旅游

艺术节冼夫人文化研讨会”的论文32篇。蔡智文主

编《冼太夫人研究》，[ln收录了部分关于冼夫人生平

及功绩、冼太夫人文化及作用等方面的论文。广东

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茂名

学院、茂名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电白炎黄文化研

究会编 《岭娇春秋— “冼夫人文化与建设广东文

化大省”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14)是关于冼夫人研究

的最新成果。

    2.论文

    与越族(或理人)研究相关的论文主要有:练铭

志《试论广东粤民的形成》，llq梳理出粤民形成的脉

络，认为粤地土著是粤民核心的胚胎，中原文化和

楚文化的传播是粤民诞生、形成的决定条件。将粤

民的形成分为孕育、诞生、发展及形成四阶段，对粤

西的民族研究有参考价值。练铭志《试论广东埋汉

民族关系》，llq从封建统治者与埋人的关系，傀汉两
族经济文化交流与融合两个角度去分析，揭示埋人

和汉族对开发和建设广东的贡献及两族间的融合

关系。练铭志《试论广东汉族的形成及其与瑶、壮、

舍等族的融合关系》，Iln整体上概括了广东汉族的形

成过程及广东汉族与上述三族的融合关系。陈水润

《埋人社会述略》，115}阐述了古但人社会的基本特征，

并指出懊人社会的特定环境是造就巾帼英雄冼夫

人的必然条件。陈水润《懊人文化概论》，11M叙述了埋

人的社会制度、生活习俗、语言文字、信仰等方面的

文化特征。这些文章对分析和了解粤西地区的古越

族有很大帮助。

    就瑶族研究方面，关于瑶族的族源，历来说法

不一，有“蛮说”、“越说”两大类，还有折中的“多元

说”，认为瑶族来源既有“长沙五陵蛮”和“五溪蛮”

的成分，又有“山越”的成分。许多学者对这一问题

都有论述，不必赘言。李默《隋唐广东瑶族分布考

略》、侧《宋元时期广东瑶族分布考略》、创《明代广东

的瑶族分布》网3篇文章，涉及对粤西地区瑶族分布

的叙述。刘伟铿《西江壮瑶与改土归流》，圈追诉壮族

与瑶族形成的历史，介绍土司制度的特点，从经济

与政治两个层面剖析了改土归流政策的得失。李筱

文《粤西江流域瑶族迁徙成因》，网探讨粤西江流域

瑶族迁徙的三大成因:一是封建官兵的残酷剿杀;

一是“移民实边”，侵占瑶族的土地家园;一是剿抚

兼施，导致瑶民的逐步向化。

  .就冼夫人研究方面，《岭南文史》1984年第1期

刊载了1983年12月举办的冼夫人学术研究交流

会的论文10余篇，包括周宗贤:(冯冼夫人维护祖

国统一和民族和睦的贡献》;于城:《对冼夫人的历史

评价》;潘雄、蔡理才:《冼夫人的族属及埋人遗裔

考》;钟绍益:《冯冼氏的地望州郡沿革及其故址调

查》等文章。其余相关冼夫人研究的论文主要有:陈

凤贤:《冼夫人与民族团结》，圈欧阳蔓蓓:《就冼夫人

所处的时代看她对便人社会发展的贡献》，阅练铭

志:《谈谈冼夫人登上政治舞台的历史条件》，溯郑显

国:《电白冼氏考略》，网骆伟:《憔国夫人与岭南冼

氏》，囚郑显国:《粤西冼氏探源》，俐叶秀峰:《试论冼

夫人文化与祖国统一》，1311万利生:《试论冼夫人促进

汉越民族融合的历史功绩》，132]谭起嚷:《自汉至唐海

南岛历史政治地理— 附论梁隋间高凉冼夫人功

业及隋唐高凉冯氏地方势力》，133呵生贤:《维护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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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和祖国统一的冼夫人》，134]黄君萍:《关于冼夫人

若干问题的考察))l351等等。

二、地方文史资料中的相关文章

    1.雷州半岛民族研究方面

    宋锐《雷州人是来自福建的“闽南人”》，载于

《海康文史》1984年第1期，认为雷州半岛是来自福

建的“闽南人”是有“书”为证，有“话”作据，有“谣”

可追，有“神”足考。蔡叶青《雷州半岛古代的民族》，

载于<海康文史》1987年第2期，从史志中关于雷州

古代少数民族的记载，出土的古民族文物，今民俗

币的古民族遗风，今地名中的古民族语地名，今雷
州话中的古民族语痕迹几个角度说明雷州半岛古

代的土著主要是壮族和傀族，从语言和渊源关系来

看都是古越族人。蔡叶青《海康汉族居民来源和分

布》，载于《海康文史》1988年第1期，分析海康汉族

居民来源大部分是福建莆田移民，并分析其迁徙时

间及分布状况。汪增权《雷州先民的变迁初探—

兼论中原文化对雷州的影响》，载于 《海康文史》

1990年第2期，叙述雷州半岛的先民变迁过程，秦

以前，为“百越”之地;秦汉至隋唐，汉越杂处;宋元

以后，“耕者多闽人”，并涉及中原文化对雷州半岛

的经济、文化教育、语言等方面的影响。陈立新《湛

江人的根— 湛江古代开发与莆田移民》，载于《海

康文史))第18辑，认为古代开发湛江的移民绝大部

分是福建莆田人。

    蔡叶青《雷州话与壮侗语族语言》，载于《海康

文史》1986年第2期，认为壮侗黎等族是先居的土

著，闽人是后来的移民，在民族融合中壮侗语族语

言与汉语方言的雷州话有密切的关系，并试图从词

汇和语法角度探讨二者的关系。蔡叶青《雷州地名

的语言特色》，载于《海康文史》1987年第1期，指出

雷州半岛的土著居民是古越族人，主要是壮族、黎

族。隋唐以前土著民族仍是主要居民，占多数，大规

模的汉人人雷是从唐代开始到明代达到高潮的闽

人入雷，大约在明代中叶以后半岛上已没有少数民

族居民，他们西迁广西、南下海南以及融合于汉族

之中。民族与语言的关系，反映在地名上，就是雷州

地名的不同语言层次，汉语地名和壮语、埋语地名，

可透视雷州半岛古代壮、黎、汉等民族活动的历史

概貌。

2.粤西其他地区民族研究方面

    第一，关于古越族的研究成果。陈英林《先秦时

代罗定越族浅说》，载于《罗定文史》第ro辑，以考

古成就为依据，探讨先秦时期罗定古越族的生产、
生活状况、社会组织等。陈坤中《信宜古代民族考》，

载于《信宜文史》第9辑，考证了信宜先民的族属及

历代信宜的民族发展状况。罗芥《信宜前期开发史

话— 兼谈各土著族的分布与去向))，载于《信宜文

史》第9辑，谈及信宜的土著民族f里、黎、壮、侗族的

分布与去向，土著民族大部分与汉族融合。张均绍

《高州地区古代铜鼓的产生、发展与消亡》，载于《高

州文史》总第11期，涉及到但汉民族融合的问题，

今天的高州县就是历史上的茂名县，“为古西欧、骆

越所居”，后逐渐发展为慢、僚等少数民族，但汉民

族融合，民族集团社会的瓦解，中央王朝对傀人社

会地区的直接控制，国家政令在埋人地区的实施等

一系列社会变革，使原来以拥有铜鼓的占有量界定

权力大小的原始概念逐渐淡化，至中唐以后铜鼓最

后消亡。

    第二，关于瑶族的研究成果。《信宜文史》第5

辑所载梁廷坤 《信宜县瑶族历史概况)、(阳春文史

资料》1989年第1期所载梁廷坤 《信宜县古瑶山考

察》、((信宜文史》第6辑所载罗芥《关于信宜瑶族史

的若干问题》、《信宜文史》第8辑所载杨绍宗《信宜

瑶族史略》，内容涉及信宜瑶族的出现与发展、分布

与变迁、瑶山消失的原因:迁徙、招安、同化。徐培栋

《阳江但族、瑶族的活动概况与汉化上》、《阳江懊

族、瑶族的活动概况与汉化下》，分别载于《阳江文

史》第18、19期，叙述阳江埋族、瑶族的活动概况及

汉化过程。马湛承《阳春“瑶山”史料》，载于《阳江文

史》第8期，列举有关赵林花起义的历史资料。陈水

润《古代茂名的瑶人》，载于《茂名文史》第11辑，认

为瑶人是古代茂名的少数民族，但不是土著，不属

于百越，是从湖南迁徙而来，不是埋人之后，在茂名

出现于唐宋时，消亡于清道光以前，消亡的原因主

要是民族融合，林锦涛《明代罗旁西山大恫、瑶壮族

考记》，载于《郁南文史》，主要记载瑶壮与汉族民族

间的矛盾，表现在瑶壮的反抗斗争上。良君《新兴县

瑶族历史简况》，载于《新兴文史》第5辑，考证新兴

瑶族的出现与发展、分布及人口、姓氏、习俗。陈英

林《罗定古代瑶民考略》，载于《罗定文史资料》第8

辑，考证古代罗定瑶民的起源、种族及分布。曾特

《西江古代瑶民史略及罗定、东安、西宁的设置》，载

于((肇庆文史》5，叙述古代西江瑶民的概况，明代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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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瑶民的反抗及镇压。

    第三，关于汉族移民的研究成果。关于汉族移

民，多考察汉族移民的姓氏来源及分布状况，大体

有陈益民《高要十大姓氏来源》，载于《高要文史》第

14辑、陈昭华《古代移居广宁若干姓氏居民源流初

考》，载于《广宁文史》第5辑、冯大成《广宁五个姓

氏的迁人简况》，载于《广宁文史》第4辑、苏增慰

《新兴县各民族的源考及其姓氏》，载于《新兴文史》

第4辑、曾特《从梁寒操家族看古代高要南迁移民

的概况》，载于(肇庆文史》1、(当议古代南迁宜民对

高要的开发上、下》，载于(《肇庆文史》1、黄尔崇《从

族谱中看新兴县部分姓氏人口的来源迁徙与聚

落》，载于(《新兴文史资料》第18辑、谭列《封开姓

氏综述)，载于《肇庆文史》第13辑、叶信良《南雄珠

矶巷人南迁后裔在高要的分布》，载于《肇庆文史》

第13辑、谢子雄《高要部分先民与南雄珠矶巷民族

南迁的关系》，载于(肇庆文史》3、叶信良(珠巩巷人

南迁后裔在高要的分布》，载于 《高要文史》第14

辑，等文章。

    第二，进一步加强对粤西地区汉族移民的研究。

粤西地区大部分属于广府民系，自秦汉以来不断有
移民进人粤西地区，这些汉族移民与当地的少数民

族共同开发和建设粤西，对汉族移民自身及移民与

少数民族关系的研究是一项重要的课题。在对粤西

地区的民族研究中，这恰恰是一个薄弱的环节，汉

人的迁徙原因、迁徙过程、分布状况，汉越、汉瑶民

族关系等，都是值得进一步挖掘的。

    第三，在上面研究的基础上，应综合人种学、民

族学、考古学、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和成就，把粤西地

区的民族研究推向深人，以形成对该地区民族状况

的总体认识，并与广东省其他地区相比较，发现其

地方特点，甚至是该地区民族发展演变的规律。

注释:

①包括:宋蜀华.百越【MI.长春:

  强，等.百越民族史〔M〕.北京:

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陈国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三、关于粤西地区民族研究的几点思考

    由对粤西地区民族研究成果的概述，可以知

道，对该地区的民族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

从整体而言，仍比较薄弱，并未形成对该地区的系

统研究，上面提到粤西地区从文化区域上可分为西

江流域，阳江、茂名地区，雷州半岛三部分，对雷州

半岛的研究相对其他地区来说，应该说研究的比较

全面、细致，如按古越族、瑶族、汉族三方面的研究

来说，则对瑶族研究相对来说比较具体、详细，从瑶

族族源、分布及瑶族与统治者及汉族移民的关系

等，都有较为详细地研究。但无论是对雷州半岛，还 ‘

是对瑶族的研究，仍有待系统化的必要。除此之外，

尚认为有3点值得注意。

    第一，进一步加强对粤西地区古越族的研究。

古越族在历史上各个朝代有不同的称呼，秦汉前叫

“百越”、秦时叫“西欧”、“骆越”，汉时叫“乌浒”、

“埋”，三国时叫“僚”，晋时叫“浪”，唐时“埋”“僚”并

称，宋时称壮、称侗、称埋等，之所以有这么多的称

呼，与古越族发展演变有关，在粤西地区，这种演变

过程是怎样的呢?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此外，越汉

民族关系的发展进程及其影响同样是该深人研究

的问题。

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百越民族史论丛〔C〕.南宁:广西人民出

版社，1985;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百越民族史论集〔C〕.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蒋炳钊，等.百越民族文化〔M〕.

上海:学林出版社，1988;彭适凡，夏越民族研究〔M].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199();何光岳.百越源流史【M〕.南昌:江西

教育出版社，1989;朱俊明.百越史研究【M〕.贵阳:贵州人民

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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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Someachievementshavebeenattainedinstu街 onnationalitiesinthe southem p毗 Of

Guangdong.Butonthewhole，itistooweaktoconstitutea叮stemstudy.So thestu方 abouttheancient

Yuenationalityalldm沙ationoftheHannationalityshouldbestrengthenedthanever，andthemethods
andachievementsinethnolo群，ethnonymics，archaeolo盯，andlin，isticsshouldbe usedinthestudy公沁ut

thenationalitiesinYuexiRegionssowecanfu汕ertostu街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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