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27 

[10] 马大正，2002，《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新疆稳定问题的观察与思考》，乌鲁木齐：新疆人民

出版社。 

[11] 郝时远，“关于中华民族建构问题的几点思考——评析‘第二代民族政策’说之五“（中），

《中国民族报》2012，4,20. 

[12]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31. 

[13] 卢晖临、李雪，“如何走出个案——从个案研究到扩展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7（1）：

122. 

[14] 兰林友，2003，“族群与族群认同理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3（03）. 

[15]（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认同政治与左翼”（周红云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02）. 

[16] 姚学丽、孙秀玲，“新疆维吾尔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新疆社会科学》2009（04）. 

[17] 何峰，“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的途径与方法探索”，《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2009（03）:36-40. 

[18] 陈万柏、朱秀琴，“关于大学生国家认同的研究综述”，《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3（04）:47-50. 

[19] 龙玉红、段涛涛，“新疆维吾尔族大学生文化认同现状调查研究——以新疆师范大学民考民

维吾尔族大学生为例”，《新疆社会科学》2012（06）：120-123. 

 

 

 

【网络文章】 

民族融合须文化先行 

葛剑雄 

搜狐文化《中国认同 名家访谈》第一期： 

http://m.sohu.com/n/401909015/ 

 

【提要】今时今日，中国面临着各种复杂而棘手的问题——周边日本、韩国、越南与中国的纠葛

与争端，内部西藏、新疆、蒙古等少数民族的敏感，中国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冲突……这一切的问

题都指向“中国认同”：周边国家的中华文化认同、内部民族的国家认同。在漫长的历史分分合

合中，一次次的民族融合最终形成了今日的“中国”，“统一”与“分裂”历史交替中，不同的

政权下，各民族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如何认同“中国”，在学者葛剑雄看来，大有不同。 

【嘉宾介绍】葛剑雄，师从中国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等方

面研究的著名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统一”与“分裂”长达二十余年。代表作品：《统一与分

裂：中国历史的启示》。 

 

“大一统”是一个变动的复杂的观念 

 

搜狐文化：历史上，“中国”是一个政治共同体意义上的概念，还是一个文化圈的概念？ 

葛剑雄：最早“中国”这两个字只是指很多居民点中的一个，也就是说国君所住的那个城就

叫“中国”，后来逐步扩大。比如说商朝的国君居住的地方就是“中国”，到东周礼崩乐坏后，

大诸侯慢慢地都把自己住的地方称为“中国”，到秦朝逐步成为了一个政权统治范围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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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它的形成过程首先是一个政治的共同体，与此同时又逐步发展成民族的共同体，而且族群的

共同体就指华夏，华夏以后的汉族住的地方叫中国，相对的，周围蛮夷住的地方就不能叫中国。 

但是，“中国”又是一个文化的共同体，就是说，华夏文化、汉文化传播的地方就是中国。

比如说，除了中国本土以外，历史上朝鲜半岛的大部分都认为自己是中国，越南特别是越南北方

也认为自己是中国，称“小中华”或者“南天中华”。相反，当时不在汉字文化圈的一些边疆地

区，就不被认为是“中国”，自己也不以“中国”自居。 

所以，“中国”它最早是一个政治概念，逐步也成为一个文化概念、族群的概念、地理的概

念。地理的概念相当于“中原”。明清时期，从大的方面讲，“中国”就是指王朝统治的地方，

但清朝往往把周边也看成是中国的，所以这个概念并不是严格的。真正成为一个比较纯粹的政治

概念应该是 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开始简称“中华”、“中国”，后来逐步统一以“中

国”作为简称，这时候才成为一个完整的政治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延续了这一名称。 

搜狐文化：在您看来，为什么中国人思维里会有根深蒂固的“统一”观？ 

葛剑雄：其实现在人的“统一观”并不是一开始的统一观念，基本上它只是存在于狭义的中

国范围里。比如说孔子时代强调“夷夏之辨”，“统一”实际上是指统一夏，而不是指统一夷。

后来统一往往有王朝自己本身的地方，比如汉朝从来没统一匈奴，甚至匈奴投降以后还“天子不

臣”，把它的位置放在诸侯之上。历史上，所谓的“大一统”往往是不包括周边那些少数民族地

区的，即使到了清朝初年，好多少数民族地区都还没改土归流，对清王朝来说，少数民族只要服

从就行。一般人认为的“大一统”观念，并不符合当初历史上的事实。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历来

就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都是我的，要统一你都是可以的，而且都是应该的，只是条

件还不具备或者说没有必要，因为你们还太落后、没有开化还不配做我的臣民。 

这两方面其实反映在统一的矛盾上面，比如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大多数历史书都说，宋朝结

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这其实不符合史实，宋朝统一的地方只是中原，没有包括唐朝的全部。

连传统的中原都没有能完全统一，譬如今天的北京，成了辽朝的南京。又比如我们今天讲中国文

化，很多人头脑里是不包括其他文化的，认为中国文化就是儒家文化，实际还是局限于华夏（汉

族）文化。我们历来所谓“大一统”的观念，从本质上讲只是华夏地区，只是汉族地区，并不是

真正的大一统。另一方面又错误地把整个天下都认为是应该由我来统治，我是天下的共主，古代

中国的“大一统”就是这样一种矛盾的观念。 

搜狐文化：“统一”从制度上看有哪些好处？从文化上看有哪些隐患？ 

葛剑雄：统一的一个好处是有利于抵御外敌。历史上中原地区多数时期因统一形成一股巨大

的能力，北方的游牧民族，最早的匈奴，以后的女真、蒙古，平时骚扰你一下，中原王朝足以对

付。即使大举入侵，也能以举国之力抵抗。明朝长城防线上住了几十万军队，粮食基本都是南方

来的，全部的力量用在防御，如果分裂，这种情况就不大可能实现。在少数民族看来，要灭掉一

个中原的朝代不是那么容易的，一般仅满足于获得财富和人力。还有，在这个过程中间，由于中

原长期是统一的，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文化，最后那些军事上的征服者都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

蒙古人进来了，最后蒙古人接受了中原传统文化，满族进来了，满族人被中原文化征服了，以后

完全把自己看成是中国文化的继承人了。我们讲中国的历史是延续的，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早

就形成了这么一个统一的核心。 

第二，统一以后可以形成强大的力量来抵御自然灾害。中国这个国家的气候和世界上其他大

国相比是比较差的，中国的东部、中部主要受季风气候影响，历史上东部不是大水就是旱，几乎

没有一年没有灾。和同纬度的其他城市相比，中国城市夏天比别的城市热，冬天比人家冷，你看

英国的伦敦比哈尔滨还北，但是冬天一般不会超过零下 5度，夏天 20多度，30度都是很少。为

什么中国能够支撑下来没有像某些民族那样因为特大自然灾害劫难而分崩离析？就是因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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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部分统一了，统一以后就具备以丰补欠、在大范围内调剂的条件，整个国家可以达到平衡，

实现自给自足。 

 

古代少数民族如何认同中国？ 

 

搜狐文化：您在《统一与分裂》一书中，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数据——以历史上中国最大

的疆域为范围，统一的时间只有 81 年。这 81 年的“统一”，从国家权力抵达地方疆域来说，需

要达到什么程度，才能算是被统一到中央政权了？ 

葛剑雄：即使在 81 年里面，应该讲也是不同的地方统一的程度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从

清朝乾隆 24 年到鸦片战争这段时间，应该讲在它统治的地方，的确都拥有无可挑战的主权，我

把它作为政治统一，但是内部有不同的层面。第一个层面，所谓天下 18 省后来 22 省，政府设立

了省府州县，这个是比较完整的建制，上面是府或者州，或者省到中央，中央的文件、皇帝的命

令这样逐级下达，下面的情况逐级上报，最重要的户口、赋税都是根据中央的统一命令征收，这

是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实际上就是一些特殊的政权。比如东北，东北长期好多地方没有人的，主要是

军事驻防，通过将军衙门来管辖，清朝光绪末年才建立了东北三省。为什么黑龙江以北、乌苏里

江以东被俄国人占领？一方面当然是它侵略，但另一方面，清朝在黑龙江以北人很少，更没有及

时设置行政机构，所以大多数俄国史学家不承认是侵略，称俄国人是“新土地的开发者”。在新

疆建立的也是伊犁将军，新疆的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基本是自治的，汉人在那里不多，也是通过

伊犁将军管辖。内外蒙古又是一个体制，建立盟旗的制度，这是游牧民族一种，也不同于内地。

另外西藏是中央派大臣的，西宁也是派驻大臣的。有些地方其实并没有派正式的行政机构去管它，

为什么？天下都是我的，这些地方我专门去设机构干什么呢？一直到清朝末年，因为主要是受到

外面的刺激，比如法国人占领越南以后开始占据我们的岛，在这个情况下才派员率水师去巡海，

并且在南海竖碑，命名岛的名字，要不是受到外来刺激可能不会那样做。 

搜狐文化：从历史上中国的疆域范围来看，现代中国的地理范围大体上是继承了清朝的，包

括新疆、西藏、西南少数民族省份都成为清朝版图的一部分。那么，这些少数民族地区，最初当

然都是被武力征服的，后来又是如何认同“中国”的？ 

葛剑雄：唐朝开始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了一些羁縻政权，羁縻府、羁縻州，对这些地方有三

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已经接近于内地的政权行政区，地区管辖的；第二种是完全自治的根本管

都不管，只要不造反就行了；第三种完全是有名无实，甚至那些地方在哪里朝廷都不知道。为什

么我们以前地图上画出来了，却讲不出名、到底什么人管，就是这种情况。行政管理是要成本的。

现在为止，像西藏有几个地方，中央早就已经批准它设立县了，但还是设不起来，为什么？人太

少、太分散，地方很大，成本太高。 

到了元朝，朝廷在那里设立宣慰司、宣谕司、宣抚司，相当于今天的中央慰问团，但实际上

选为司的长官是谁？是当地的土著，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中央给他一个名义让他自治，类似这样

不管，所以叫土司。在土司的阶段，对他们的要求是只要你忠于皇帝不造反就行，并不灌输文化。

等到清朝大多数开始实行“改土归流”。什么叫“改土归流”？原来土著世袭的这些州改由流动

的官治理，中央指派的或者省里派来的官取代了土司，这叫“改土归流”。“改土归流”的前提

是这些地方大量汉人移民进入，超过了当地少数民族人口，有了比较方便的交通路线，而且一般

当地的粮食能够自给。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往往采取“改土归流”把土官废除，有的土官被迁到

江西等内地。建立正式行政区以后马上开科举，办学校，逐步改变当地人的观念，让他们参加科

举考试，有的还给一定优惠政策，比如让当地少数民族头目送子弟进学校参加科举，通过这些方

法让他逐步认同中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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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中间也会碰到少数民族的反抗，反抗就被镇压，这是无疑的。“改土归流”在贵州

等地随着移民的进入开始有矛盾，很多汉人进去以后少数民族受到威胁，遇到这种情况，朝廷有

时候用武力推广把土著废掉，但是另一方面清朝又对少数民族有种种优待，比如在那些没有“改

土归流”的纯粹的少数民族聚集区，像新疆、西藏、青海没法“改土归流”的地方，就依靠当地

的少数民族上层或宗教领袖。“改土归流”的前提是汉族移民及当地的定居人口要占比较优势才

可以，否则统治谁去？对这些少数民族地区一般通过对它的上层起作用，文化上很难使少数民族

很快认同，主要是通过宗教，包括蒙古也是利用宗教。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今天西藏、新疆、蒙古

对于中国文化的认同、国家认同相对来讲比较弱，就是还没有经过文化观念的阶段。特别是新疆，

中原文化的影响本来就比较弱，与中原的联系也时断时续，公元 12 世纪之后很多都陆续皈依伊

斯兰教。 

搜狐文化：现在和清朝时候有很大的差别。 

葛剑雄：这个当然差别很大。唐朝安史之乱以后，整个新疆就脱离了中原，一直到一千年以

后的乾隆年间才恢复。一个地方跟你隔开一千年，而且这个期间接受其他外来宗教的影响，再加

上人口上他们是绝对优势。内蒙古为什么例外呢？清朝入关前，满蒙就结盟，而且世代通婚，清

朝的公主都嫁给蒙古王公，所以它跟满族认同。随着满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再加上大批的

汉人移民进入，在内蒙古地区蒙古族已不是绝对多数了。新疆就不是这个情况，新疆要到乾隆年

间才有汉人移民，以后又经过几次反复，现在的汉人大多是 1949 年后过去的，民国时期过去的

汉人也不多，这种情况再加上宗教因素、境外的影响，在认同上就出现问题。 

 

“一般民众应有民族文化的选择权 ” 

 

搜狐文化：长期以来，海内外华人习惯于自称“炎黄子孙”，似乎有一个共同的华夏祖先能

增强人们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感。但您曾极力反对以国家的名义祭奠炎黄帝，为什么？ 

葛剑雄：以国家的名义祭祀某一个或几个民族的祖先，并称之为各民族共同的祖先，是很不

妥当的。既然《宪法》规定中国各个民族是平等的，汉族可以认炎黄为本民族的祖先，却不能强

制其他民族也承认，要不然你为什么不去祭祀松赞干布、成吉思汗呢？各个民族认谁为祖先，或

举行祭祀都可以，但是不应该以国家的名义。这样做会伤害少数民族的感情，实际效果根本没有

的。 

美国从来不讲一个老祖宗，大家共同的美国梦，追求自由幸福在一起，美国也不分那么多的

民族，所有亚洲来的称亚裔，说西班牙语的称西裔，非洲人就是非裔，大家都是美国人。我们非

要搞这些东西，不利于民族之间的融合，完全是开历史的倒车。不符合世界潮流，而且是自欺欺

人，除了年复一年的空话以外，我没有看到究竟产生了什么积极的效果。如果有，不妨举几个具

体的例子看看，可惜至今没有见过。 

统一的基础是大家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共同的利益和前途，而不是一定要有共同的祖先。但

是我并不反对民间的祭祀，比如陕西省不应该由陕西省委省政府组织，应该由陕西各界祭祀黄帝

委员会，既然对老祖宗那么好，就不应该拿国库的钱，应该自己拿钱出来祭。其实这是文化认同，

而不是血统认同，应该承认在历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 

搜狐文化：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有没有因为主要民族的文化优势和政治统治，导致

一些弱小民族文化的消失？ 

葛剑雄：这个是一直在进行着的。比如说孔子时代就讲夷夏之辨，强调如果学了华夏礼仪接

受了这个政治制度或者文化，那么可以由夷变夏，相反会由夏变夷。华夏诸族发展过程中，其他

一些民族及其文化不可避免地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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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也应该承认它的一些积极因素，比如说汉族的前身，华夏发展过程中间吸收了不少

其他民族优秀的文化，不符合它要求的文化在这个过程中都消失了。比如骑马，是学北方的胡人，

音乐舞蹈很多来自中亚，还有很多物质上的东西。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不符合统治者观念的，很多地方习俗在这个过程中都被消灭了。清朝

就把汉人以前的服装全部改掉，发式都改掉了，何况对少数民族。好比我们现在讲现代化就是西

化，在中国历史上的现代化就是汉化，最典型的就是拓拔鲜卑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把姓都改掉，

规定皇族重新与汉族大族结婚，死后坟墓不许葬回北方，籍贯改成洛阳，50 岁以下的鲜卑人在

朝廷必须讲汉话不许再讲鲜卑话，很极端的。但是孝文帝自己也讲了一点苦衷：我也是没有办法，

如果大家不跟我这么改，难道你们世世代代都在北方这个穷地方，不识字地过着原始的生活吗？

实际上这个过程当中，进步是可以看到的，它的进步要付出代价，要是没有这些融合过程，包括

这类强制措施，有今天的汉族吗？有今天的中国吗？ 

今天说倡导地方文化，各地要保护方言，有其必要，但不能过度。秦始皇统一后采取了一个

很重要的措施——“书同文”，统一文字。中国的方言那么多，那么复杂，要是没有统一的文字，

早分裂成不同的国家了。必须在统一的文字、共同的语言的基础上保护地方文化和方言，过度的

强调地方文化包含着离心的倾向。欧洲有些小国就有语言之争，像比利时这么小的国家有大概 8

个还是 9 个政府，就是因为居民使用不同的语言。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文化区的重要基础就是汉

字、汉语，比如越南长期是中国的藩属国，像胡志明这一代都是学的汉字，以前官方的文书、科

举考试都是汉字。后来法国传教士到了越南，很快帮他们制定拼音文字，汉字不再是越南的文字

了。 

搜狐文化：众所周知，中国的历史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历史，在少数民族成为“中国”一部

分后，汉化的程度很大。对比今天，在强大的汉文化面前，少数民族如何才能保持自身文化的独

特性？ 

葛剑雄：我的看法是这样，作为一般民众有他的选择权，外界是不应该去干涉的。西方有些

人有种很自我的心态，他希望少数民族永远保持着一个活的博物馆供他们去观赏，供他们去研究。

外国人跟我讲，他到了拉萨很伤感，全是汽车看不到牦牛。我说我到你们国家去，你们的马车在

哪里？你们为什么可以开汽车，藏族人为什么不可以开汽车？藏族人以前骑马，你问问他们骑马

舒服还是骑摩托车舒服？为什么澳洲牧民开着直升机放牧，我们的藏人就不可以？这些都很狭隘

的。 

另一方面，从专家学者、国家层面上讲，为了保存历史的记忆，我们要选择一部分把它保存

下来，不能保存的，我们要赶快记录下来。但是不等于说，因为要这样，就要人家不现代化，除

非他完全自愿。我 80 年代到西藏去，西藏原来是没有方便面，没有“方便面”这个词的，刚开

始买的是康师傅方便面，藏民就称方便面为“康师傅”。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的语言中，都

有不少外来语，有的就采用音译。不采用外来语言怎么行呢？中国汉语词汇里面多少语言是外来

语？上海话里面很多都是外来语，实际是英文，这个挡不住的。反对的人看到外国人用汉语很高

兴，觉得中国文化影响真大，那为什么人家不能影响你呢？所以我刚才讲一个民族它要接受什么

文化要怎么样，一个地方要讲什么话，这是谁都阻挡不住的。如果藏族坚持自己的民族文化，不

用任何新词汇，那怎么跟你对话？比如说我坚持讲上海话，上海话很多词是原来没有的，你为什

么能够接受英文，就不能接受普通话呢？全世界任何语言都会受到外来影响，都是不断演变的，

文化也是如此。这是民生民众自愿的选择，需要跟我们今天专家学者以及国家层面上把它分开。 

 

“尊重不同族群才是真的民族平等 ” 

 

搜狐文化：这几年“复兴传统文化、重建文化认同”的呼声也挺高的，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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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不可能的事情。简单地讲，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适应农业社会的，现在到了工业社会、

信息社会、后工业社会就不适应了，非常简单的道理。这一点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思想，马克思强

调人总要先有衣食住行，才能有政治文化活动这些，现在回头看中国大量的南北文化，特别是价

值观念，基本上适合农业社会。比如传统文化的孝道，孝的真正的本质是家族的延续、人口的繁

衍，所以当初要结婚承担家庭责任，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都无后了，这个家庭怎么延续？家庭

不能延续，社会也不能延续，那才是孝的本质。为了做到这一点，父母要给你找老婆。 

搜狐文化：从历史的经验来看，统一政权中发生的民族冲突分裂问题，究竟是治理本身有问

题还是其它什么原因？ 

葛剑雄：统一有它的范围，统一无限放大的话，那么这个统一只能是专制极权，注定要失败，

而且是以牺牲个人、族群、地方正当的利益为代价的。改革开放第一是要使一种契约的方式明确

权利分配，哪些是地方的，哪些是中央的，哪些是集体，哪些是个人的，同时要有真正意义上的

群体之间、民族之间的平等。到现在我们还认为对少数民族应给点好处、照顾照顾，这并不是真

正平等的观念。要强制人家承认是炎黄子孙，甚至研究出来什么藏人是大禹的后代，不是这么简

单的，从来没有站在人家的立场上看一看。对蔡文姬歌颂她，内蒙古的人恨死，什么话啊，她把

丈夫孩子都扔掉，还说是民族友好，这干什么啊？我们没有设身处地站在人家的角度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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