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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民族问题的“新思路”，何以成族群怨愤之借口1 

——大陆“民族问题反思潮”梳理 

 

姚新勇2 

 

【摘要】围绕“民族问题去政治化”和“第二代民族政策”，大陆学术界乃至更广泛的社会，展

开了较为激烈的争论。本文系统全面地梳理了近二十年来相关问题讨论的流变，揭示了权力的高

压以及学者们对于本土敏感问题的回避和对权力的自律，使得对于中国民族问题的反思被扭曲、

甚至被阉割。本文还揭示了所谓“第二代民族政策”问世背后的社会语境，揭示了其中所隐含的

“国家种族民族主义”的苗头。最后综合各方观点本文提出，若想真正良好地解决中国的民族或

族群问题，所采取的原则应该是：民族问题去政治化，政治制度民主化；族群文化多元化，多元

基础公民化。 

【关键词】民族问题反思   去政治化   第二代民族政策  演变梳理 

 

一、表层流变的轨迹 

  

    由于国家政治和族群禁忌的双重敏感性以及少数族裔位置的边缘性，“民族问题”在中国大

陆一直是被冷遇的，但是最近几年来，随着族群矛盾的激化，有关民族问题的讨论，则以“民族

问题去政治化”理念为焦点，不仅在学术界逐渐热烈起来，而且在网络空间，也开始得到较多关

注。尤其是所谓《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在 2011 年 7 月发表并被《新

华文摘》全文转发后，有关问题的讨论更以所谓“第二代民族政策”为焦点，达到了一个高峰。 

 不过从学理相关性看，近期民族问题及民族政策的反思热，实际断续已经有了约 20 年左右

的历史了，其流变轨迹或许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即“民族”还是“族群”概念区分之争”——“民

族问题去政治化”“新思路”之争——“第二代民族政策”建言之辩。或许只有将有关问题纳入

这一整体过程，才能够做出较到位的把握。 

 有关“民族”还是“族群”的概念之辩的讨论文献相当多，所涉及的问题从大处着眼有：相

关中西词语如何翻译，现代汉语中的“民族”、“族群”、“国族”、中华民族等概念的生成、演变

历史的谱系性考察，自清末民初以来的多次相关讨论的学术史考察等。而每一方面所涉及的具体

问题更是复杂且繁琐，不过从总体演变来看，“民族”还是“族群”之辩的“核心问题”则是：

是否应该将“民族”一词用“民族”和“族群”两个词来表达，即用“民族”专指民族-国家意

义上的民族，而用“族群”来指称国家层面下的“民族”。当然这一核心问题不是一开始就出现

的，而是经历了一个逐渐明晰化、结晶化的过程，伴随这一过程而来的是大陆民族学界理论范式

的转变和对于“民族问题”的重新认识、重新定位。 

汉语“族群”一词的对应英文不止一个，有 ethnic、ethnic group、ethnos 等，不过随着相关

讨论的展开则逐渐聚集于 ethnic group 。有研究指出该词是上世纪 70 年代末引进大陆的，起初

                                                        
1
 本文原刊于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 2014 年二月号，发表版与本版有一定出入，主要是发表版删除了结尾关

于“恐龙式的巨型资源消耗结构”的文字，作者注。 
2 作者为暨南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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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为“民族群体”，后来大陆学者不仅“逐步采纳台湾学者的译法”，将其简译为“族群”1，而

且“族群”一词在 90 年代开始在大陆流行，直接就受到了台湾学界及其族群政治日渐突出现实

的影响2。不过笔者以为，就近二十年来民族问题反思的整体方向性流变来看，其滥觞之作或许

应该是纳日碧力戈先生的《民族与民族概念辨正》（以下简称《辨正》）。 

《辨正》发表于 1990 年，此文没有出现“族群”及其相关英文词汇，自然也不可能直接提

出区分“民族”、“族群”概念的问题，但其实际已经触及到了相关问题的关键：第一，此文的基

本主题就是要将民族的“政治”向度与“文化”向度相区分；第二，它还提到了新中国民族事务

政治向度的安排有着强化民族意识的作用，而且这些观点的提出从整体思路上看，主要是通过对

照国外不同层面的“民族”、“国家”等概念使用的辨析来进行的。因此作者反复使用“民族群体”

这一概念，来指称、突出“民族”的文化向度。所以说《辩证》一文，已经包含了“民族问题去

政治化”、“文化化”的趋向。不仅如此，它还带有了学术范式转换的意味，即从过去的斯大林民

族观所主导的民族理论模式转换为以西方学术为主导参照的理论模式。如果说《辨正》还未直截

了当地弃置旧模式，那么到了《民族与民族概念再辨正》（以下简称《再辨正》，则直接就从西方

学术谱系开始“著文立说”，与此相应，原来含而不露的“民族”（nation）与“族群”之分也就

直接登场了。不仅如此，此文还直接提出了日后成为相关讨论的关键命题——“文化多元”，“政

治一体”。 

不过，当时及以后的一段时间，这一表述并未引起重视，人们更关注的还是 ethnic group 等

相关术语的翻译、来龙去脉、内涵外延、概念歧义、使用误区以及 “族群”一词被“泛化”使

用现象的担忧3等。这种担忧，既说明了“族群”概念不仅逐渐地被普遍接受，而且日益作为核

心词汇去引领或表述对于以往“少数民族”问题的研究4。 

而 2004 年马戎先生的《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以下简

称《新思路》）发表后，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新思路”的基本逻辑是这样的：新中国政府“参

照了前苏联的做法”实施了“把族群问题政治化和制度化的一整套措施”，识别和认定了 55 个少

数民族，并配之以户籍登记等身份认证制度，“使族群之间的边界明晰化”、“‘民族成分’固定

化”。其次民族区域自治的设立，又将特定“民族”与特定地域联系在了一起，从而直接影响到

了“民族”与“领土”归属的对应性意识的产生或培育。再次民族优惠的实质是“民族平等”而

非“公民平等”。总之上述三方面的制度性安排，虽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

意义，但从总体来看，却固化了族群的身份，强化了族群之间的差异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一

些族群向加强其‘民族意识’的方向发展”，“对族群成员之间的相互交往与族群融合”，“制造了

制度性障碍”5。 

 因此针对此，国家必须逐步调整、放弃以往的“民族问题政治化”的政策，向美国学习，实

行“政治一体，文化多元”的民族政策。而其基本内涵就是： 

强化作为政治实体的“民族”(Nation) 和国家,并把族群逐步地引导到主要代表不同

文化群体的角色之中,把族群关系用“文化多元主义”的思路来引导。同时在作为政治实体

                                                        
1 王东明：〈关于“民族”与“族群”概念之争的综述〉，《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5 年第 2 期，页 89。 
2 郝时远：〈中文语境中的“族群”及其应用泛化的检讨〉，《思想战线》2002 年第 5 期，页 60～70。这是学界普

遍的看法。 
3 参阅郝时远：〈中文语境中的“族群”及其应用泛化的检讨〉。虽然作者反对专门用“族群”来指称少数民族意

义上的“民族”意图是明确的，但他并没有直接从这个角度谈，还是从“族群”概念用得太泛、太不确切之角

度楔入，讨论基本还局限于“用那种表达法更准确”之争上。 
4 关于从“族群”视角展开相关研究的大陆情况，海路、徐杰舜的〈中国族群研究: 缘起、成就及问题〉（《广西

民族研究 》2011 年第 1 期，页 51～58）一文介绍得相当细致。 
5 本段引文均见马戎：〈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北京大学学报》2004 年第 6

期,页 12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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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族-国家的层面,强调所有公民在政治及宪法规定的所有权利和义务方面的平等,包括维

持和发展自己独特文化(包括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的权利。
1
 

 很显然，这种思路已经从先前的术语讨论，上升到了重新定位“民族关系”、重新审视“民

族政策”的制度层面，其现实针对性、对既存利益结构的冲击性都被突出了出来。随之质疑、批

评性的文很快出现，讨论的激烈程度也迅速升级，开始具有了某种“路线斗争”的意味。批评的

观点主要表现于以下几方面： 

 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发挥了保障少数民族平等权利、维护国家统

一、巩固民族团结、增强民族互助、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真实作用”，因此必须坚持，绝

不能动摇。2。 

 二，苏联的解体并非是因为其共和国联盟制度，而是因为并未真正贯彻、落实这一制度所规

定的民族平等原则，是“高度的中央集权鼓励了大俄罗斯民族主义，造成了非俄罗斯民族的离心

力”3。 

 三，被视为较好地解决了民族问题的美国，不仅有过不光彩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的历史，

而且现在仍然存在许多种族、民族不平等的现象，其民族问题远未得到解决。至于印度等所谓的

实行政治一体、文化多元政策的国家，其国内的民族问题也并不比中国好。 

 四，所谓“政治一体，文化多元”的“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的思路，无论是从学理上还是从

现实上来看，都是不成立的。因为说到底，民族是政治利益集团，“多民族国家关于族际关系的

所有制度性安排和制度性创设，都是一种关于民族利益的政治处置与政治安排。”4不同“自治模

式的核心理念都是在承认多民族国家内部各民族具有不同利益诉求和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前提

下，通过不同的赋权管理方式换取各个少数民族对多民族国家政治合法性的认同，并在此基础上

把具有不同指向的族际利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以维持多民族国家‘从社会中产生

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的权威地位”5。所以“试图将民族问题“非政治化”、“去政治化”和“文

化化”显然是缘木求鱼”6。 

 五，民族优惠政策是世界通行做法，并非苏联、中国独有。说到底，民族优惠政策、民族区

域自治制度，根本上是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发展权。尽管它的过度实施，可能会造成其他族群的

不平等感，也不利于被优惠民族的健康发展，但是不能因为此，就简单地否定并取消之。 

 六，坚持现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对少数民族文化与自然生态资源的保护，也是对生态文

化多样性的重要的制度性保障。 

 七，认为所谓“民族政策的政治性”制度安排，强化了少数民族的意识和离心性，是对少数

民族的“污名化”7。8 

                                                        
1 同上，页 130~131。  
2 郝时远：〈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研究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笔谈》，《社会科学管

理与评论》2007 年第 4 期，页 10。 
3 同上，页 6。 
4 陈建樾：〈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的构建与民族问题的解决——评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与“文化化”〉，陈建

樾，周竞红主编：《族际政治在多民族国家的理论与实践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页 7~8。 
5 同上，页 4。 
6 同上，页 1。 
7 同上，页 1。关于这点，此文说得还是比较含蓄的，而当“第二代民族政策”论提出后，有人直接指出，这是

“把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国民当成敌对势力”（张海洋：〈论民族团结是中国立国之本而共和宪政是国民共

识底线〉，作者博客，2011 年 11 月 12 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c6994f01010wpl.html） 
8 这里仅是对主要情况的概括，并非相关讨论只涉及这些内容。例如有关“族群”概念的讨论，一直都没有中断，

但是它已经由术语的辨析进入到了关于民族政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讨论的框架中了。另外，更多的相关文献

可集中参阅谢立中主编：《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和陈建樾、周竞红主编：《族际政治在多民族国家的理论与实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

前者包括了双方的文章；后者所收集的都是批评一方的观点，不过其跨国界、跨历史的政治学、民族学的比较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c6994f01010wp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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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学术界内，对“新思路”的批评甚众，但这并未扭转其向社会层面播散的势头；而胡

鞍钢文章的发表，不仅复述了“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的主要观点，而且更为直接地建议“推动民

族政策从第一代向第二代的转型”，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全方位的民族政策的改革，

积极推进“各民族交融一体”、“中华民族一体化”发展。 

胡文的发表，更升高了相关争论的温度。如果说当初对“去政治化”思路的批评已经实质性

地被提高到了“路线问题”的大是大非的高度，那么现在“去政治化”和所谓“第二代民族政策”

更被直截了当地被定位为，“是伪命题和主观臆断，违背了中国宪法，违背了中国的历史和国情，

违背了民族与民族问题发展规律”。“这些观点迎合了学术界某些学者奉西方理论为‘经典’的一

贯作风，同时也是当前社会的急躁冒进情绪在民族理论研究上的反映。这些观点不仅造成了思想

上理论上的混乱，甚至引起对‘中央要对现行民族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揣测，干扰了中国民族

工作的良性发展”。1 

熟悉中国政治运动术语的人不难从中嗅到“政治批判”的火药味，马戎也不再强调“政治化”

的制度安排所培育的“民族意识”“潜在的独立愿望”是“当前民族问题的症结”2，而是专门撰

写文章，强调兼顾“多元”的重要性，并特别补充性地说明了“去政治化”的另一层用意，即克

服将一般性的涉及族群因素的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处理的习惯。另外他还从“生态”、“双语

教育”、“老城区保护”等十大方面，具体分析了现存的伤害少数族裔权益的现象3。 

当初笔者一般性地了解相关讨论时，感觉正反双方的观点泾渭分明，很易把握，可是一旦全

面阅读，则发现了不少让人困惑的“反串”或“矛盾”之处。例如，（1）如果说“民族问题反思

潮”经历了由概念辨析到政策、制度反思再上升为新一代民族政策建言的发展，但是却无人将中

国民族政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问题的历史与现状作为考察的重点；学者们不是热衷一些

不无抽象的理论问题，就是大谈特谈美国等国的相关情况，而本应是重点的国内问题，却往往谈

得较少。（2）如果说，主张“去政治化”者，表现了思想解放、大胆改革的精神，而反对者则坚

决拥护已有的民族政策，是典型的“因循守旧”；但恰恰又似乎是后者，更为关注对少数族裔和

文化多样性的保护，而前者则不断地升高强化民族融合、提高国家认同的政治一体性的调子。（3）

如果由此而认为“改革派”是以改革之名，行专制、保守之实，“保守派”是以制度维护为幌子，

而图谋为少数族裔保留一些不多的自由；可是恰恰又是所谓“保守派”最为激烈地揭发西方制度

的弊病，坚决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很少承认现行民族政策有什么问题4。（4）如果说“改革派”

不断地用所谓西方的经验来说明中国民族政策非改不可，而“保守派”则不断地通过细数西方的

教训来批评、嘲笑“改革派”生搬硬套、食洋不化；但是“保守派”却又更为喜欢引述西方文化

多样性理论，肯定文化多样、民族自治的“世界性潮流”，甚至将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坚持，

看成是遵守联合国这个“村委会”的“乡规民约”，这不显然与强调中国的独立自主性原则相违

背吗？ 5…… 

 现有讨论之所以显得如此混杂并充满火药味，固然与所涉问题的复杂性相关，但真正原因可

能则在于权力对思想言论的控制，在于学者们对此控制的“自律”，从而使得相关反思，从一开

始就陷入既想触及而又偏离要害问题的处境，进而逐渐滑向不无虚假性的“两派之争”。因此，

                                                                                                                                                                       

视野要更为突出。 
1 裴圣愚等：〈评析“第二代民族政策”说——民族理论研究热点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西北民族大学学报》

2012 年第 4 期，页 33。 
2 马戎：〈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与出路〉，共识网，2010 年 1 月 20 日，

http://www.21ccom.net/plus/view.php?aid=681  
3 马戎：〈关于当前我国民族问题的进一步讨论——也谈“第二代民族政策”〉，《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 128 期，

2013 年 1 月 31 日，页 1～18。 
4 所谓“保守派”、“改革派”之分，是坊间舆论的武断划分，此处当然只是为方便而暂时借用。  
5 张海洋：〈论民族团结是中国立国之本而共和宪政是国民共识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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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跳出现有思考的框架，才有可能厘清这一讨论被权力阉割和扭曲的轨迹。 

 

二、被阉割和扭曲了的学术努力 

  

    前面说过，“民族问题去政治化”讨论的直接缘起应该追溯到纳日碧力戈，但是他主张区分

两种不同性质的“民族”目标所指，并不是针对少数族裔，而是国家对民族事务的阶级斗争式的

管理方式。在他看来，如果说民族问题“政治化”培养、激化了“民族意识”，原因也恰在国家

权力的不当使用。因此他主张“政治一体文化多元”，并不是要放大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弊端，

以“公民一律平等”的名义来替代之；更不是主张强化对少数族裔的国家一体性教育，积极主动

地推进民族融合。相反，是想通过将“民族”的非政治性族群文化的一面与政治性的“民族”的

一面区分开来，一方面有利于国家的一体性建设，另一方面更有利于保护少数族裔的权利。所以

他才辩证地指出：“无论是积极鼓励民族繁荣、发展的政策，还是试图消灭、同化少数民族或其

他民族的政策，都在客观上起到了促激民族情感和民族自我意识的作用。”1 

 再来看马戎的“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生成的过程。1997 年马戎发表了《美国的种族与少数

民族问题》，此开场白中的几句话，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其后的“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的思路，但

全文真正与此相通的文字，说多了不过一页篇幅（全文共 11页），说少了也就不过是下面这一段

话： 

使用行政手段强制实行民族同化是不会成功的,以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这样的优

越条件来对零散进入美国的新移民实施同化,其结果尚且如此。而“文化多元”也并不意味

着各族群在政治、地域实行“割据”而危害国家的统一,美国的“多元”之上有十分强大的

“一体”,州和联邦都是很强的政治实体。而且在美国不仅仅是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统一,在文

化层次上也有很强的“一体化”……“文化多元”并没有保留真正独立的“文化群体”,只

是允许在接受（国家）“共同文化”的前提下保留了原有传统文化某些特点的各个“亚文化

群体”的存在。允许发展有民族背景、真正具有自治倾向的“文化群体”,也将危害美国的

政治统一。当然,这种情形也决不会被美国政府所容忍。
2
 

 显然，这段话与其说是在宣扬“政治一体，文化多元”的成功，不如说是客观地介绍美国民

族政策的实际情况。所以该文对所谓美国只重视“‘机会的均等’和‘公平竞争’”、但不考虑竞

争者自身条件方面的差异是持批评态度的，3而且也认为在一些美国人的头脑里，“种族偏见至今

还根深蒂固”，要在美国真正实现种族、民族平等，“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4。如果以这篇

文章看，批评马戎食洋不化、片面美化美国制度就显得无所针对了。 

 在“民族问题去政治化”之说成型的过程中，马戎的另三篇发表于 2000 和 2001 年的文章值

得注意。它们是《论民族意识的产生》、《关于“民族”定义》和《评安东尼·史密斯关于“nation”

(民族)的论述》。比起 1997年那篇文章，此三文（尤其是最后一篇）的具体论述又向“民族问题

去政治化”之说靠近了不少。不过一方面，相关提法还分散在不同的文章中，另一方面，有关表

述还有相当保留。例如《关于“民族”定义》一文对处理民族问题的相关作法，显然肯定已经多

于批评，但是使用的是“美国人”的含混提法，并未明确地将其归为政府性的民族政策。再如批

评“民族识别”“副作用”的用意已相当明显，但还是比较肯定地指出了当时这样做的客观原因，

所谓苏联的影响只是在文章的结尾才点到。完全不是像《新思路》那样开门见山地将中国民族问

题的要害归因于向苏联学习，进行民族识别、施行民族优惠等“政治化”的制度安排。 

                                                        
1 纳日碧力戈，〈民族与民族概念辨正〉，《民族研究》1990 年第 5 期，页 17。 
2 马戎，〈美国的种族与少数民族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97 年第 1 期，页 133。 
3 同上。 
4 同上，页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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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近 20 年的“民族问题反思潮”中，西方诸民族主义的理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安东尼·史

密斯就是之一。可是他虽然很早就被引入，但却直到近三、五年才真正开始被重视。其中深有玄

机。 

 1990 年纳日提出将民族的“政治”向度与“文化”向度相区分时，已经可以隐约看到史密

斯的身影了。而其五年后对“民族概念”进行“再辨正”时，就明确地将史密斯的著作引为重要

的理论参考了；其所谓的为其自己所增补的“神话-符号结构说”1，明显与史密斯的“族群-象征

主义”2有派生关系。无独有偶，马戎“去政治化”成型前的关键阶段，也将安东尼·史密斯引

为“同道”，而且两位不约而同地对其进行了“去政治化”的处理。 

 纳日援引“族群-象征主义”，以强调族群传统文化因素之于民族形成的重要性，尤其是当他

刻意地用“家族”元素去补充族群-象征理论时，更强化了族群文化传统作为象征符号资源对于

现代民族生成的重要性。不过史密斯的族群-象征主义是对“现代主义”和“永存主义”等民族

主义理论的校正，而纳日则是希望将“文化的民族”从过去阶级斗争的“政治性”民族观中剥离

出来，以还民族传统文化因素的历史性一面。马戎对史密斯理论引鉴的核心指向，是要确定“民

族”和“族群”的两分，要将前者定位于国家层面，将后者定位于文化性的族裔层面。这与其说

是外来理论介绍基础上的适当引申，不如说是在割断所介绍的理论。因为史密斯所讨论的是文化

的、传统的族裔性因素与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民族之间的复杂、交错性关系，而不是简单地将这

两者分开来3。马戎这样发挥的意向，显然指向其后的“民族问题去政治化”，意欲将大陆的“民

族问题”归因于民族政策的“政治化”的制度安排，而且客观上不无片面地将民族问题归罪于少

数族裔的分离意识。所以，纳日与马戎两位的“去政治化”的指向显然存在很大差异。 

自然，两位的“去政治化”仍然与政治息息相关。纳日言说的政治意向包含着对中共国家民

族事务管理“极左性”的批判，隐含着少数族裔“承认政治”的诉求和对权力约束的意向；而马

戎言说的政治意向，显然则更多地指向对国家权力强化的要求。当然，他们两人并未将话讲得如

此明了。他们文章的大量篇幅都花在对国外情况的介绍和较为抽象性的理论阐释，而对敏感的国

内族群问题现状，则尽量回避。例如无论是作为人类学者还是作为一个蒙古族，纳日当然对上世

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民间及少数族裔家族文化、族裔文化复归的现象相当了解，但是他在阐释

“在民族形成的过程中，把家族成员和族群成员转变为地缘公民需要经历权力斗争和对社区传统

价值和形象的重新定义”的问题时，所引述的“现实”例证是脱离前苏联控制后的蒙古国返还成

吉思汗家族传统的文化动向，而对发生于中国蒙古族的类似现象却只字未提4。而马戎在谈及民

族政策的问题时，对其“极左性”、高压性给包括少数族裔文化在内的各族文化所造成的重大伤

害也基本是只字不提。 

从当时学术之思所包含的多向发展性可能来看，权力的控制和学者们对其的自律扼杀了一种

可能是极有意义的民族问题研究的学术突破。纳日在 2000 出版了《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一

书，该著的价值不仅在于对“族群”问题进行了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系统的理论梳理，而且在于其

                                                        
1 纳日碧力戈，〈民族与民族概念再辨正〉，《民族研究》1995 年第 3 期，页 11 的注释○1 。 
2 史密斯的 Ethno-symbolism 又译为“种族-象征主义”。相关代表作为《族群-象征主义和民族主义（Ethno-symbolism 

and Nationalism）》。 
3 马戎，〈评安东尼• 史密斯关于“nation”(民族)的论述〉，《中国社会科学》2001 年第 1 期，页 141～151。

此文所评介的是安东尼·史密斯的《民族认同》一书。与马戎形成对照的是，有西方学者认为史密斯民族主义

理论的重要问题，恰在于 nation（民族）和 state（国家）两概念的混杂。请参阅：Montserrat Guibernau，Anthony 

D. Smith on nations and national identity: a critical assessment，Nations and Nationalism，Volume 10 Issue (1-2) , 

January 2004. 
4 参见纳日碧力戈，〈民族与民族概念再辨正〉。大陆内部的蒙古族文化复兴，以当代小说为例，自上世纪八

十年代初起，就逐渐出现了“蒙古帝国叙事”的热潮，其基本取向，就是“歌颂”或讲述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部

落、建立跨洲的蒙古帝国的“伟业”，而基本的叙事内核则正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兴衰。关于此参见姚新勇

的书稿：《文化民族主义视野下的转型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第三章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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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的“族群‘建构’”的视角，即不是从单纯的西方理论的辨析、引鉴的角度来看待族群问题，

而是将其放置于现代殖民背景的历史前提下，放在全球化语境中，放在多民族国家建构族群互动

的关系上来分析族群作为“人类社会关系的一种新分类”，及其所“具有的‘客体化’的可能性

和现实性”1。而这不仅是西方社会已发生的情况，更是转型中国正展开的现实。上世纪 80 年代

以来，大陆中国出现了持续不断的多层面的族群文化的重建，诸如家族文化、地方文化、少数族

裔文化、儒家文化等传统文化的回归。它们彼此发生着或隐或现的相互作用、互相博弈，具有不

同的社会功能。例如 80 年代以来的少数族裔文化复兴潮与儒家文化的回归、炎黄子孙象征符号

的操作，显然具有不同的特点。前者带有更多的特殊族裔文化认同建构的性质，而后者则由于汉

民族的主体性，更容易被视为国家性的文化转型、文化重构，所以前者（主要是像藏族、维吾尔

族的族群文化回归）就更可能引起担忧，被防范，甚至过度打压；而后者，则又更可能以“国家”、

“中华民族”的名义，被肯定，被张扬。因此，不仅它们自身的运作，而且国家对于它们如何认

识与对待，对于中国转型的现实与未来来说，都有着重要的影响。而西方的“族群”概念和理论

之所以影响日隆，实际正是这一现实的理论折射。因此从自觉的族群“建构”观出发，不仅突破

了族群问题术语辨析的狭小格局，将学术思考的一足跨进了现实的门槛，而且很可能还为我们提

供了一种同时突破族群本位主义和国家权力至上之双重局限的问题思路，以帮助我们更为全面、

综合、客观地去把握相关现象。 

但可惜的是，实际已完全意识到这一重要思路的纳日，同样因为“民族问题”的双重敏感性

的回避，并没有将话讲得如此明了，总体上是以“影射”的方式让人们去体会，而且也没有将中

国的现实突出出来，只是将它们零散地撒播于某些章节或段落中。而这又都强化了《现代背景下

的族群建构》一书的一个可能的内在的短处，即作者主要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来书写的，这就可能

与族群建构的族群互动、族群杂糅的现代性特点有一定的脱节。而这刚好可以用“民族社会学”

的思考加以补充，即用更具有社会学、政治学背景的思路，来观察随社会转型而来的“族群建构”

之潮、“民族关系”变化，反思国家民族政策、社会制度、管理方式的历史效果与现实运作。然

而正如我们所见，“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的思路，却没有走向这条道路，而是滑向了片面的、被

割裂扭曲了的非辩证综合的“民族政策反思”。 

 综上所述，从“民族”、“族群”概念的辨析到“民族问题去政治化”“新思路”的提出，其

总体演变趋势就是，对于少数族裔权利、文化多样性合法性的逐步弱化乃至否定，对国家管理、

控制甚至操纵“民族问题”的权力“合理性”的逐步地无条件地肯定。这不是正常的“理论发展”

或“学术演变”，而是被权力控制和对其自律的践行所阉割和扭曲的结果。而那些对“去政治化

新思路”的批评和对“第二代民族政策”建言的批判，虽然显示出了一定的问题针对性，但大都

针对的是敏感度较低的问题，大量的精力花费于境外民族关系现状或民族政策的介绍与争辩上。

不仅一味肯定现行民族政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就是连对方一些明显的逻辑漏洞都不

敢直接追问2。所以总体而言，反对的言说，不仅未能有效地校正相关思考的扭曲性，而且还将

问题引向了“双方对立”的方向，为权力的阉割和扭曲披上了“学术争鸣”的半虚假的外衣3，

从而使“民族问题”的反思离辩证之思越行越远。 

                                                        
1 纳日碧力戈，《现代性背景下的族群建构》，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 年，页 2。 
2 例如马戎主张中国应该向美国学习，实行政治一体文化多元，但是却没有人去追问：如果现行中国权力高度集

中的制度不发生改变，不学习美国的宪政民主制度，又怎么可能实行美国式的民族政策呢？ 
3 批评方同样性质的“双重敏感性回避”从其代表人物的“遴选”上也可以见出。相对来说，陈建樾和张海洋的

发言更具针对性，但批评方的代表人物却是郝时远先生。这或许与其所担任的行政职位有关，但可能更是因为

他更符合体制所要求的“政治正确”。例如所谓“第二代民族政策”抛出之后，《中国民族报》可以一连给他三

个月的篇幅发表文章，而倾向宪政民主价值且对现行民族政策问题更敢于直面的张海洋，却好像不得不借用互

联网的方式，来发表更具冲击性的文字（参见张海洋：〈论民族团结是中国立国之本而共和宪政是国民共识

底线〉）。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15 

 

三  “国家种族主义”的宣告及其背景 

 

直接看上去，“民族问题去政治化”与“第二代民族政策”好像是同一理论脉系的关系，都

是欲通过国家制度性的安排，来弱化或消除不同族群的“民族意识”，达到民族“融合”、国家“一

体”的目的。其实，马戎先生与胡鞍钢有相当的差别，其“去政治化”的思路，固然存在相当大

的问题，但一者他并非是想通过民族政策的改变，强力推进融合的进程，而是想扭转因制度化的

因素强化民族身份意识的趋势，从而逐渐培养起普遍的公民意识与中华民族一体性认同，而且在

此进程中，并不排斥文化的多样性；二者，这些年来马戎还是不断努力让自己的研究更靠近当下

中国族群问题的现状，表现出了对正日益边缘化的边疆少数族裔人群的关怀，这在其有关新疆和

西藏问题的研究上，表现得都比较充分。所以我们应该从这两方面来看他之“民族问题新思路”。

而胡鞍钢不仅缺乏民族问题的学术背景，而且其“第二代民族政策”之言，也显得较为简单、片

面，颇有“国家种族主义”之气息。 

 例如胡文引威尔• 金里卡，只截取其谈论西方国家努力消除族裔文化多元性的行为，却只字

不提其对多元文化的主张；谈全球化，只提全球、区域文化一体（实际也只是中国区域的文化一

体），而不提同期民族主义、族裔文化复兴的世界性潮流；谈美国历史，竭力强调美国国家民族

政策弱化族裔差异、融合美利坚民族的优点，而回避美国民族政策“成功”的重要历史前提——

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引用发展数据，只提少数族裔地区的高 GDP 增长率，而不提“GDP 含金

量”的指标；只大谈特谈国家对边疆少数族裔地区的援助，而不提边疆地区在资源、环境、人口

迁徙、核武试验等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只提党和政府对少数族裔的恩情，而不语对少数族裔的

伤害；只看见族裔文化认同对国家一体性的负面影响，而看不到其之于文化、生态多样性的意义；

谈“民族问题”，只夸张其族群冲突性一面，而不提权力垄断、社会不公、经济发展不平衡、现

代化建设等其他深层层面…… 

 而所有这一切又都指向对国家合法性及其权力的无条件肯定，指向对少数族裔正当权益的剥

夺。“第二代民族政策”转变的建议，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全方位的说辞，但在相当程

度上不过是：政治上，用貌似平等的公民权利无差别性落实为理由，废除最多“三分落实七分虚

设”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取消对于少数族裔人民的少量的“特殊”优惠，为强势推进“民

族融合”的作法宣张政策合法性。经济上，所谓“从经济方面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一体”，不

过是罔顾权力与资本相勾结的“市场经济”对于乡村社会、边疆地区、少数族裔社区的严重冲击，

以及对文化和生态多样性的破坏，并欲更强劲地推进之。文化上所谓反对任何形式的族裔性的民

族主义，主张国家更为积极地用所谓一体性性的中华民族文化来融合各不同族裔的文化，但却让

人担忧是想以党的意识形态，来压抑、改造、统一包括少数族裔文化在内的所有异质性思想文化

形态。而社会方面的民族政策调整之言说则更为赤裸，甚至不难读出以国家强力推进不同族裔通

婚的用意。1  

 “第二代民族政策”当然不只是“民族问题去政治化”之启发的产物，而有其特殊的社会舆

论环境和“物质”条件。 

前面分析指出，由于权力的控制和学者们对权力的自律，使得相关讨论往往只是片面论说国

家民族政策强化族群意识、固化族群身份的弊端，而难以批评中共政府在民族政策、国家治理方

面所存在的其他问题，更不能在引鉴美国民族政策的同时，反思中国民主、宪政制度的缺失。因

而这种所谓的“新思路”，从一开始就悄悄进入了朝向片面夸大国家民族优惠政策、引起汉族对

                                                        
1 为节省篇幅，对所谓“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批判，没有一一给出注释，大家可以自行对照阅读，另更细致的分

析，可参见郝时远、张海洋等先生的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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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族裔不满的方向发展的轨道；尽管这并非是马戎等先生所欲。 

 2008 年西藏 3• 14 事件、奥运火炬传递风波，使得长期被屏蔽和忽视的“民族问题”得以

部分公开化的讨论；在网络空间已经隐蔽存在了数年的各种网络族裔民族主义争论也迅速公开

化、普及化；爱国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开始大规模地与族裔身份相勾连；网络空间所发生的几乎

是一面倒的对于 3• 14“藏族暴徒”的声讨，也促使原先的“香格里拉化”的藏人形象，向丑陋、

凶狠、受恩不报的方面转化。与此同时，网络空间还发酵着对于所谓“新疆小偷”的追讨、喊打。

这样，原先人们意识中的淳朴、善良、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就逐渐被转换成落后、懒惰的凶歹

之徒1。 

 虽然不能说这都是政府的蓄意挑拨，更不能简单归之为汉人的歧视、偏见，而且也不能说少

数族裔本身对少数民族污名化现象毫无责任，但是这一切的发生仍然与自由、理性言论空间的缺

失关系甚大。我们大量看到的是并不了解中国族群问题的网民对于藏、维、满族等的攻击或谩骂，

对于要求汉族和国家反思声音的围攻，以及极少量的少数族裔网络极端言论。至于那些试图对族

群问题进行全面、理性、公正的观察，在 2011 年之前，则会遭受到各种不同性质的网站管理者

共同的扼杀；即便是今天，理性、直面发言的自由度，也远不如片面的攻击性言论。至于说随“现

代化建设”而来的少数族裔社会的瓦解、衰败之情形，或者不被报道，或者即便是有所报导，也

处于“犄角旮旯”中不为人所知。因此，当韶关 6• 26 事件发生后，被对立化培养的族群情绪，

就直接发挥了推动乌鲁木齐 7• 5 惨剧发生的功能。在这样恶劣的舆论空间中，原本因权力控制

而被扭曲了的“民族问题去政治化”思路，就被顺理成章地“借用”为了误解、歧视、妒恨少数

族裔的网络大众意识形态——由复杂情况构成的族群问题，就统统被简化为“该死的土共民族政

策”的恶果和对于“落后、野蛮”的少数民族的“姑息养奸”。而“第二代民族政策”恰恰就是

这种日益暴劣化、族裔对立化社会语境的产物，因此它也顺理成章地成了嫉妒、仇恨少数族裔心

理的名正言顺的意识形态。不仅如此，“第二代民族政策”的产生，还有着更为直接的物质性暴

力条件。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大陆的国家治理，一直相当依赖高压手段，但是以前这基本是无差别的

针对所有国人，但是“八九”之后，则逐渐出现了针对特定族群的苗头。例如王乐泉主政新疆的

十几年间，为了严控恐怖分裂活动、校正伴随 80 年代相对宽松的民族政策而来的民族主义分离

意识的增长2，新疆长期处于高压、维稳的态势，使得新疆的行动言论空间比内地缩小不少，而

这其中维吾尔族所遭受到的控制比当地汉人还要严。当地政府对公民宗教信仰自由、语言文化权

利的强力管制，似乎也在与恐怖暴力的升级进行着相互竞赛。虽然我们不应过分夸大这种差别对

待的程度，也不能说这完全是神经过敏，但它给新疆人、尤其是维吾尔民众所带来的高压、不平

等的感觉则是明显的3。相对于新疆，藏区在 2008 年之前相对要宽松得多，民间与政府之间形成

了一种互不干扰的默契4。但是 2008 年以后，政府迅速提高了政治的高压控制，在教育方面，也

开始强势推进汉语替代藏语的教学，造成了必要的管控升级与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相混杂的现象。

而且从 2008 年奥运会前夕起，这种差别性歧视对待更日益公开化，比如广为人知的新疆人、藏

族、维吾尔公民在出国、乘座交通工具、入住酒店等方面所遭受到的有意无意的歧视性对待等。 

因此可以说，虽然“第二代民族政策”2011 年 7 月才出现，但与其思维相近的“国家行动”

                                                        
1 请参阅姚新勇，〈当代中国“种族民族主义思潮”观察〉，《原道》，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

页 213～243。 
2 关于 1980 年代新疆知识精英的民族主义分离意识增长的情况，可参阅 Rudelson, Justin Jon, Ph.D.，《沙中骨：为

创造维吾尔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而奋斗》，Harvard University, 1992. 
3 这方面情况的介绍，主要是根据笔者对新疆情况的长期观察。广东省政协委员孟浩为了让省政府公布“39 号文

件”，“储须明志”已有一年多了，但如果他是穆斯林而且在新疆，早就会被扣上一顶与宗教相关的帽子，不是

要“痛革前须”，就是会被开除公职。 
4 美国《人类学杂志》特刊“图伯特的自焚抗议”中的好几篇文章，都提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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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启动了一段时间了；就此而言，所谓“第二代民族政策”的建言，很可能是逐渐呈系统化、

公开化趋势的“国家种族主义行动”的告白，或其更进一步全面实施的探路石。 

 

四 “民族问题”何以“去政治化”？ 

 

由于权力扭曲了对民族问题的反思，因此，若想挽救这一反思，真正面对中国族群问题，就

必须正视权力的压力。但是权力并不是单纯的外部压力，当下中国也并非毫无思想、学术的自由，

真问题的直面言说，不仅有赖于更为宽松的学术环境，还需要学者尽量克服内心的恐惧和对权力

的自律，尽量不要让自己太聪明、圆滑。 

具体到本文所讨论的主题，我们反思民族问题思考被阉割、扭曲的历史，并不意味着承认“‘去

政治化’主张，是一个违背事实的伪命题”1，也不意味着它不包含建设性的成分。不过若想使

得“政治一体，文化多元”的主张真正有所作用，必须首先将其补充完善为：民族问题去政治化，

政治制度民主化；族群文化多元化，多元基础公民化。 

 第一句话意味着，改革民族政策，要去除双重性的制度弊端：一是克服现行民族政策所发挥

的培养民族身份、集结族群认同、固化族群差异的弊端；但更需要克服权力高度垄断的弊端。也

就是说，解决“民族问题”的核心，不是片面地“去政治化”，而是“再政治化”，即政治制度宪

政民主化。第二句意味着，不仅要保护、发展族群文化的多样性，同时又要以公民本位意识重构

已严重瓦解了的社会共同的文化价值基础。两者是同一进程的两个不同侧面。 

 政治制度民主化之于保障公民及族群权利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不过人们一般更多关注的是

宪政制度对于政府权力的控制，而忽略其之于国家有效处理族群冲突、培养健全的公民意识、国

家意识的作用。 

在多族群或多民族国家中，难免会发生族群纠纷或冲突，这本身并不可怕。如果国家拥有健

全的宪政民主制度，就可能在事件的苗头阶段，通过公正执法迅速控制。如果不幸演化为骚乱或

冲突，也可能保证在后续的司法审理过程中，使事件得到公开、透明的处理。这样，涉事各方既

可以依法伸张权利为自己辩护，并可能更容易接受审判结果；同时，社会公众也可能从公开、公

正的审判中接受公民及法的精神教育。但是长期以来，大陆各级政府对于涉及族裔性因素的纠纷，

总是本能地喜欢息事宁人、悟着盖子来处理。而且有时又会为了“民族团结”做出未必公正的偏

袒性处理。其结果往往是，小的纠纷得不到及时处理，上升为社会骚乱，而且欠公开的司法审理，

最终处理的结果即便是公正的，但社会流言及境外舆论也往往是负面性的。至于说公民从中接受

良好的法律教育更无从谈起。之后，类似不幸还会发生，从而形成恶性循环，族群隔阂也只能是

不断加深。 

例如，2004 年河南中牟发生的大规模回汉民众冲突，其直接起因不过是一件普通的交通纠

纷案件。这起案件的具体情况究竟如何，最终的处理结果怎样，到现在还是不清不楚。谈起相关

事件，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民众都愤愤不平，或认为政府在镇压回民或认为在偏袒放纵回民。其实

类似情况在同一族群之间也时有发生。例如 1993 年宁夏西吉所发生的穆斯林教派冲突。事件本

身的责任当然在冲突双方，但也与政府早期处理的失当不无关系。据说冲突之初，某一教派信众

遭遇另一派的暴力相待，他们找政府去处理，但地方政府怕事，以教派纠纷政府不好干预来推诿。

后来双方“自己解决”的结果就是小的冲突升级为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双方死伤人数约 70 人
2。当然，这类事件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某些地方的回汉或不同教派之间的矛盾也非一日，但

                                                        
1
 郝时远，〈中国民族政策的核心原则不容改变——评析“第二代民族政策”说之一〉，《中国民族报》2012 年

2 月 3 号。 
2
 有关案例的情况，基本根据网上的信息，例如河南中牟案件，可参见目击者：〈河南中牟回汉冲突的根源〉，

AC 四月社区，2008年 8月 7 日，http://bbs.m4.cn/thread-87534-1-1.html ；〈93 年宁夏西吉的被美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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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长期的积怨也与司法制度的弊端不无关系。 

上述案例也说明，“族群文化多样化”必须建立在普遍的公民认同基础之上，否则所有人都

一味强调本族群的权利，不同族群就难以共同相处，特定族群规约侵犯他族群或本族群成员公民

权利的现象，也将难以遏制，有机、和谐、共荣的中华民族关系更无从谈起。 

中共政府经常爱将族群冲突，归罪于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操纵，但操纵之所以可能，恐怕主要

还是因为缺乏公正法律规约的政府行为给别有用心者留下了可操纵的空间。不过利用司法制度及

国家行为的缺失来进行操纵的，恐怕不只是境内外“敌对势力”，更包括政府和某些拥有权势的

集团与个人。因为类似的“葫芦僧乱判葫芦案”的现象，绝不只局限于族群、教派冲突上，而是

相当普遍地存在于社会各类民事纠纷或刑事案件中。当今大陆社会所谓的仇官、仇富心理之所以

那样普遍，责任并不在一般民众，而在于制度本身，在于那些可以以“党和国家”的名义方便地

玩弄权力的各级官员。 

总之，所谓的民族识别、民族优惠政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所造成的“民族问题政治化”，

只是问题的一方面，更深层的制度之因，则是宪政民主制度的缺失。如果不建立起健全、完善的

宪政民主制度，“政治一体，文化多元”、族群和谐、国家稳定的目标都不可能实现。 

当然宪政民主制度并非灵丹妙药，它不仅不能保证民族、族群冲突一定会消失或弱化，而且

还可能因为权力高压的减弱，短时间内造成冲突的激增。甚至也无人敢保证未来的民主化变革所

付出的代价一定是短暂的，保证国家不会分裂，不会出现远比前南分裂和印巴分立时更惨烈的种

族大仇杀、族群大迁徙的情况。但是我们所面临的比这一切可能更可怕的环境危机，却在无声地

提醒着我们，不管宪政民主制度的风险有多大，也不能不冒险前行。 

 大陆已经处于严重的环境危机之中，已是不争之实事，但是对此危机的严峻程度尤其是其与

制度的关系国人认识尚不够。大陆所面临的水资源、农田、大气、生物多样性、荒漠化及气候变

化危机，不仅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当下中国，而且还威胁到了未来这片大地上的人类及自然物种

的生存。大陆所面临的从南到北、自西向东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之重要原因，当然可以用“发展

主义”、GDP 至上论、地方发展经济的冲动等来解释，但这已经不是问题的根本了。问题的根本

在于，我们已经被一个“恐龙式的巨型资源消耗结构”绑架了。它由四大方面的巨型消耗构成： 

一是庞大国家官僚政体的资源消耗。其中包括：（1）庞大的官僚政体本身运转的费用，（2）

吏治腐败的难以遏制及几何式膨胀。二是经济发展、生活方式的高消耗型模式。三是维持社会稳

定、维护国家安全的巨型消耗。它又包括：（1）巨大的维稳开支，（2）迅速增加的国防经费和其

他形式的为美国帝国支付的“国际安全税”（如庞大的美元储备及美国国债持有等），（3）日渐增

多的社会福利保障系统的花费。四是国家、社会财富的大量外移或外流。 

虽然上述诸项中含有正常的开支部分，但其总体则已经由官僚-资本的权力垄断、消费意识

形态和国家信任破产的“陆沉危机”等的相互作用，构造为了刚性的社会运转结构。它不可能通

过体制推动的廉洁自律运动、发展高附加值经济、生活消费观念的改变、国家信心的增强等设想

来加以改变。“四菜一汤”式的廉洁自律，可谓老调重谈；转换资源消耗型发展模式，不是纸上

画画说说就成的；浪费性现代消费观不仅已深入人心，而且已成为资本兼体制共同操弄的意识形

态。所以为了维持这套高消耗性结构的运转，唯有不断地通过无节制地榨取自然资源或社会资源

来推动 GDP 至上的“高速”发展，一旦此运转模式中断，庞大的官僚机器就将瘫痪，社会就将

陷入动荡中。因此，这也就决定了强拆、挖坟、凿山、填海、引水截流、滥开滥采、政绩工程、

大型工程、重复建设等等也就只能轰轰烈烈不断进行，水源土地空气等的污染、毒化、耗竭之势

头，也就不可逆转。我们就日渐其深地陷入比“国破山河在”还要可怕的“国在山河破”的情境。 

                                                                                                                                                                       

血脖子教哲合忍耶门宦沙陈事件〉，豆丁网，http://www.docin.com/p-492862728.html。不过这些网络消息

的真实性有待考察。另外关于“西吉”事件的情况，参考了一位回族学者对笔者的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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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等待改革，那怕是硬熬听凭“治乱循环”的历史节律自然发挥作用，恐怕都已经不再

可能。如果再不尽快中止、打断这“恐龙式巨型资源消耗结构”的运转，不要说什么子孙后代，

恐怕就在未来的三五十年，我们就很可能没有多少相对清洁的水源、灰霾较少的空气和毒素较轻

的土地了！ 

所以，不论宪政民主化的尝试的风险有多大，也只有冒险一试了。但可能的风险提示我们，

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模式，在国家的统一议题上，或许应该如一位著名维权人士所言：我们应该

达成共识，至少在中国民主转型的进程中，一方面要努力以宪政制度充分保障公民与各族群的所

有合法权利，另一方面要坚决取消独立分裂这一选项。有了这样的共识和坚定的决心，或许就有

可能将社会动荡、族群仇杀、国家分裂的危险，降到最低；而且也只有这种维护统一的决心，民

主宪政的诉求，才可能得到大多数人民的普遍拥护。 

 

 

【论  文】 

发展与稳定：边疆问题及其衍生的话语政治1 
 

关  凯2 

 

【摘要】当下中国，边疆问题不仅激发起强烈的社会焦虑，也暴露出既往关于“稳定与发展关系”

经典叙述的理论局限性。今日边疆出现的发展幻象与稳定危机，并非仅仅是“边疆问题”，更是

一个“国家问题”，即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所面临的挑战与危机，而“边疆”不过是其中最

容易松动的板块。本文试图从“稳定与发展关系”入手，分析当下中国社会关于边疆问题的话语

政治及其所包含的三个文化面向：民族-国家建构、现代性与文化多样性、中国经验的特殊性。

并试图进一步说明，国家只有重构普遍主义文化权威，才能超越受到宗教与民族主义挑战的边疆

话语政治，引导边疆社会真正走上发展与稳定之路。 

【关键词】稳定 发展 边疆 民族-国家建设 话语政治 

 

关于边疆问题的政治与社会叙事，具有多重的面向。这种叙述并非仅仅指涉边疆本身，更多

是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维度上，指向国家建设与文化多样性。因为，离开与国家中心的对照，纵

是大漠荒原，地域焉有等级的区分？没有对于人群及其文化的社会分类，即使天涯海角，何处堪

称边疆？由此，所谓“边疆问题”之核心，仍然在于不同的人群及其文化与国家建设的关系。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在恢复并强化了 1950年代确立的民族政策之后，于 1987年确立将

民族工作的重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3
。然而，就在这个中国经济起飞初露锋芒的时期，

以 1989年春拉萨骚乱和 1990年春新疆“巴仁乡事件”为代表，随着一系列暴力活动在边疆地区

发生，自 1990 年代开始，中国政府民族工作的两大任务被确立为“发展与稳定”。于是，“如何

妥善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开始成为边疆叙事的经典议题。 

然而，多年之后，当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客观事实，边疆社会的秩序危机却在这个

                                                        
1 本文发表在《学术月刊》2014 年 7 月号。 
2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教授。 
3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关于民族工作几个重要问题的报告》的通知（1987 年 4 月 17 日）”，参见国家民委

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政策法规选编》，北京：中国民航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8 页。关于这个转变过程，

参见关凯：“国家视角下的中国民族问题”，《文化纵横》2013 年第 6 期，第 26-33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