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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应该坚持何种政治认同 

            ——与马戎教授商榷 
（《中国民族报》2013 年 9 月 6 日第 5 版） 

黄  铸 

 

     7 月 23 日，《环球时报》发表了北京大学教授马戎《加强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一文。文

中，马戎教授提出了中华民族应加强两个层面的“政治认同”。 

    “在第一个层面，中国需要重新反思我国‘民族构建’的基本思路与实践。1949 年建立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拥有 56 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由于 56 个民族在人口规模、居住模式、发

展基础、现代产业中的综合竞争能力方面差距很大，在政治权利、经济利益、文化权利诸领域中

以‘民族’为单元的‘民族平等’在实践中难度极大，甚至完全不可能做到。”于是，作者提出，

要像美国和印度那样，“把全体国民作为一个‘民族’来进行构建”，“着力点是个体成员之间的

平等，并以公民权利作为争取公平竞争和平等待遇的合法性基础”。对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

解，作者是变相地不承认中国的 56 个民族。 

    “在第二个层面，自 1949 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政治理想在广

大民众中享有极高权威，但这一意识形态的神圣性和感召力在‘文化大革命’后下降，中国社会

出现了主体文化和信仰的‘真空’。”在此，作者认为，中国已不存在共产主义政治理想的信仰，

当然也不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想的信仰了。那么，用什么来填补这一“真空”呢？作者

提出用“国家民族主义”作为中国构建国家层面“政治文化”的选项。不过，世界上有多种多样

的国家民族主义，如西方国家从殖民主义演变而来的国家民族主义、新兴国家的国家民族主义、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国家民族主义（实质上是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等。但是，作者并没有说明他

的国家民族主义具体是什么。 

    简而言之，马戎教授要中华民族加强的“政治认同”，是在否认我国 56 个民族的民族构建认

同，否认共产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信仰、政治道路认同。 

    马戎教授提出按照美国模式在中国进行民族构建。但人们都知道，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其

国民来自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当然不可能按这些人原来所属的民族来构建国家，而只能

以这些个人为基础来构建国家。即使这样，美国也不是没有种族问题。且不说种族隔离的时代，

即便当下，美国仍不乏因种族而引发重大事件的案例。例如佛罗里达州白人协警乔治·齐默尔曼

枪杀黑人少年雷翁·马丁被判无罪，引发美国多个城市抗议种族歧视的示威。总统奥巴马不得不

出来呼吁美国人超越种族看问题，并说“涉及到种族问题，我们一代又一代人似乎在改变态度方

面取得进展”，“年轻一代会比我们现在强”。另一件是在今年举行的马丁·路德·金“向华盛顿

进军”50 周年纪念大会上，与会人员发出了“马丁·路德·金的梦想仍未实现”的呼声。 

    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多民族国家。《礼记·王制》中说：“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

不可推移。”“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直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

通，嗜欲不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格局，延续几千年。中间虽然经历魏晋南北朝、

五代十国等分裂动乱时期，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格局一直延续了下来。历史上中国中央政权

采取“因俗而治”（如羁縻制度、土司制度）的民族政策，实质上是一种上层民族自治制度，对

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格局的存续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事实证明，世界历史上许多大帝国都已经

瓦解了，只有中国一直存续下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

域自治，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政策，更自觉地把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民

族关系格局建立在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之上。56 个民族不论大小，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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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上一律平等，一些人口较少民族更得到特别照顾，如人口很少的民族也至少有一名全国人大代

表。除了政治上的平等，国家还大力帮助少数民族克服经济文化等事实上的不平等。经过多年的

努力，特别是经过西部大开发，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已经得到很大的发展。当然，民族

间经济文化上的差距是长期历史形成的，不可能在短期内完全清除，还需要继续努力奋斗。我们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尽管还有达赖集团和“三股势力”的威胁，我们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

民族关系不仅称得起我国历史上最好的民族关系，也称得起当今世界上最好的民族关系之一。只

有闭上眼睛完全不看事实的人，才会说民族平等在中国“完全不可能做到”。 

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在广大民众中确实享有极高的权威，但由于没有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我们在具体实践中犯了错误，造成很大的损失和灾难，损害

了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但是，社会主义政治理想在我国并未成为“真空”。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领导党和人民弄清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探索并走上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继承和发展，

仅短短 30 多年，贫穷、落后的中国就被建设成小康社会，国民生产总值占到世界第二位，仅次

于美国，在亚洲和世界金融危机中成为中流砥柱，不但中国人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世界人民

也广为受益。社会主义不但在中国未成“真空”，反而得到复兴、放出异彩。“中国模式”正在全

世界成为热门话题（这里需要指出，中国历来尊重各国人民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应走的道路，从

来不向别人推销“中国模式”，国际上对中国模式的热议完全是自发的）。毫无疑问，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的生命线，是中华民族发展繁荣的生命线，也应是构建中华民族所应坚持

的政治认同。否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就堵塞了中华民族生活和发展繁荣的道路。 

 

（注：文中的黑体字是本《通讯》编者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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