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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需要扬弃，如此培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意识就会在各民族之间，架起相互学习、沟通、理

解的桥梁，构筑起中华民族强大的精神支柱，显示出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 

培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意识核心是培育 56 个民族文化的现代化意识。如何使各民族传

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创造出一种“新文化”，已经不只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

也是一个带有全局性、根本性的现实问题。这种“新文化”建设应该包括各民族人士对中华民族

共有文化建设的参与、共享，应该在各个层面对全体社会成员灌输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多元文化

理念，这是对中国社会民族结构多元性的回应。目前我国的文化建设还缺乏对民族文化多样性的

重视，比如，有学者认为，奥运会主赛馆的设计，如果不是启用备受争议的鸟巢外形而是蒙古包，

对各族牧民也一定会有莫大的亲切感和向心力作用；奥运开幕式以重金邀请国外艺术家演唱，也

是令人不解的做法，如果启用维族、藏族的歌手代替他们，国内和国际效应都会更好；其他公共

平台上，忽略多元文化元素的情形也比比皆是。 

所以，培育全体社会成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绝不仅仅是空洞的口号式宣传能够解决的，

而应渗透在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方方面面。 

 

【报刊文章】 

不必将民族主义贴上负面标签 

《环球时报》2015年 4月 28日第 15版 

 

马戎 

 

17 世纪，西欧在启蒙运动推动下出现了以共和政体新型民族国家代替传统世袭王朝国家的

社会运动，这一社会运动的意识形态旗帜就是民族主义。安东尼·史密斯指出，此时的民族主义

运动就是努力在社会民众中创建“民族”意识，其主要特征是拥有一块传统居住地域，成员们组

成“具有单一政治意愿的法律与制度的共同体”，共同体所有成员以“公民权”享有完全平等的

各项权利与义务，共同拥护共和政治体制。“民族主义”运动的目的就是发动具有以上共识的共

同体成员推翻原有的封建王权，建立“民族国家”。这样的民族主义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无疑

是具有进步性的社会运动。 

西欧国家完成政体转型后，随着社会、经济和军事实力的迅速发展，很快投入对世界其他地

区的侵略战争和殖民地征服。在这个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扩张的历史阶段，“民族主义”在不同

国家扮演了完全不同的角色。在帝国主义国家，当政的资产阶级集团利用“民族主义”来煽动本

国民众参与对外扩张和侵略战争，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民族主义是各国资产阶级用来分化

国际工人运动的武器”，提出“工人没有祖国”，“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些观点和口号具有

十分明确的历史针对性。而在那些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殖民的亚非拉国家，当地民众反对帝国主

义、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是被动的、防御性和值得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民众予以同情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些国家在输入欧洲“民族”理念而发展起来的民族主义运动和反侵略斗

争将挖掉欧洲资本主义世界的重要基石，它的积极意义之一就是将会导致“欧洲大陆的政治革

命”。 

从以上观点来看，那种认为“一个民族国家必然要和周边的其他民族国家产生利益和文化的

冲突”，因此民族主义是“一件不再合身的西服”的观点是存在片面性的。把帝国主义动员本国

民众参加殖民侵略战争的“民族主义”宣传和被侵略国家动员本国民众反侵略的“民族主义”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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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谈，无疑是不合适的。资产阶级一旦掌权之后，它最大的政治特点之一就是评价体系中的“双

重标准”。它们把本国的殖民侵略战争看作是“传播文明”，而把被侵略国家军民的反侵略抗争说

成是“野蛮”与“狭隘”。马克思在评论鸦片战争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半野蛮人（指中国人）

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指英国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把西方国家的“双重标准”表

述得最直白的是亨廷顿，“对待‘像我们’的人的指导原则与对待不同于我们的‘野蛮人’的指

导原则是截然不同的。基督教国家彼此打交道的原则不同于它们与土耳其人和其他‘异教徒’打

交道的原则”。在今天的国际政治中，这种“双重标准”的具体运用仍然每天都可以看到。第三

世界国家捍卫民族利益的民族主义被西方国家妖魔化，而那些在帝国主义鼓动下分裂祖国的人却

成了“捍卫民主自由的斗士”。在美国政客的眼里，美国的盟国几乎做什么都是对的，甚至否认

二战成果都可以接受，而中国无论做什么都有问题。在如此严峻的国际形势下，要中国人放弃关

注本国安全和基本利益的“民族主义”，接受“并非为自己一国一族着想”的所谓“世界主义”。

持这种观点的人至少是头脑糊涂。 

今年我们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中国因帝国主义侵略和干涉造成的国家分裂的

伤口仍未愈合，“台独”、“港独”、“藏独”、“疆独”等分裂运动的背后无一没有帝国主义的黑影。

如中国人力争钓鱼岛和南海被占岛屿的主权，这些抗争是清理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

遗留问题，中国人在这些议题上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就是爱国主义。因此没有必要把“民族主义”

打上一个负面的标签，再把它与爱国主义区分开来。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注意警惕在与

周边国家交往中可能出现的为了本国利益损害其他国家利益的民族主义，因为如果出现了那种情

况，我们就和当前的那些霸权主义国家没有什么区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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