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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及報名 hisanthro@cuhk.edu.hk （請提供姓名、所屬機構） 

 

族群形成的討論，往往忽略重要的歷史現實：人群流

動與階層重組、口傳到文字化過程、正統儀式權與歷

史話語權的爭取等過程。自洪武十六年以來，識文與

信仰佛教的大理世族以僧侶、士人與土官等三類身

分，成為明朝治理西南人群的重要中介者。他們經歷

身分流變與移徙、採聯姻鞏固土官聯盟或參與動亂，

乃至於建構一套新的儀式典範與政治語言來確認身分

的合法性。這些選擇使其白人社會內在整體精神產生

分化，但也因此將聯盟、治理與論述歷史的技術傳播

到鄰近人群之中。族群此概念有其虛與實的一面。據

此，我們將看到不同時期的人群以其豐富又細緻的結

群謀略，正不斷地跨過族群的框架，和其親近人群共

同參與社會重構的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