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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多民族的相互嵌入与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 
——以新疆塔城市的实证研究为例 

 

王平  严学勤1 

 

摘要：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对新疆塔城市多民族和谐关系表征及形成原因进行了系统解析，通过

研究总结发现，塔城市的多民族关系呈现出较为和谐的“相互嵌入式”特征，呈现为居住格局、

语言、习俗、文化与地域认同等多方面的相互嵌入。塔城市相互嵌入式民族关系特征的形成是历

史、地域、民族文化特性、政策、宗教多方面原因复合影响下的结果，这种和谐民族关系的生成

机制对新时期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进民族团结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相互嵌入，和谐民族关系，塔城市 

 

 

一、和谐民族关系的相关研究 

 

民族关系和谐问题一直是我国民族学界多年来关注的核心话题，也是我国民族政策的核心内

容。新中国建国后，我国通过民族识别，识别了 56 个民族，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全新

的政治、经济基础之上发展了新型的民族关系，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成为新型民族关系发展

的总体目标。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深层次阶段，民族地

区经济发展加快，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趋势增强，同时，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纠纷上升，局部地

区暴力恐怖活动活跃多发，和谐稳定的民族关系受到新的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维护民族

团结的局面、进一步促进各民族和谐共处，成为各级政府及学术界共同关注的话题。 

从国外学者的研究来看，对于民族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族群研究领域，典型的如族群居住

隔离、族群融合等方面。族群居住隔离研究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后来的一些学者如Morrill等敏

锐的关注到了族群居住隔离与社会阶层分化之间的关联性。
【2】在族群融合研究方面，美国社会学

家戈登（Milton Gordon）在其1964年出版的《美国人生活中的同化》这本书中提出了衡量族群关

系的7个变量，这是在社会学这个领域中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提出的衡量族群关系的指标体系。
【3】

在理论方面，经典的理论争论在于同化论（典型的为“熔炉论”）与多元文化主义之争，后来，

多元文化主义取代熔炉政策成为欧美世界二十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主要文化政策。然而，近年来欧

洲恐怖主义事件的多发也使得欧洲进一步反思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不同族群的和谐共处问题近年

来引发了更多讨论。
【4】 

从国内学者的研究来看，民族和谐关系是国内学者一直以来都关心的话题。对于和谐民族关

系的形成原因，各学者关注点不同，如李秋洪、李静等从民族心理角度认为共同的民族交往心理

在民族交往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5】一些学者如袁年兴等从功能论角度提出“民族共生论”，认为

                                                        
1 作者：王平，新疆师范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严学勤，新疆师范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 
2 Morrill, R. Racial segregation and class in a liberal metropolis, Heo-graphical Analysis, 27. 1995; pp. 22-41. 
3 马戎，“知识分子在社会族群结构和族际交往中的角色——读戈登的《美国人生活中的同化》”，《社会科学战

线》，2013-07 
4 王敏，“多元文化主义差异政治思想:内在逻辑、论争与回应”，《民族研究》，2011-01 
5 李静，《民族交往心理的跨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李秋洪，“广西民族交往心理的比较研究”，

《民族研究》199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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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上的共生和互补是不同民族共生共融的主要因素。
【1】还有一些学者从政策推动、共同认同构

建等方面对民族关系和谐的作用等对该问题进行分析。 

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指出：“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

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
【2】随后在中央民族

工作会议中又对其中的内容作了更深入阐释。“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成为新时期民族政策

的重点内容。在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具体实施方面，中央明确提出“建立相互嵌入式社区”，

这是对中国民族团结工作的理论创新，具有鲜明的理论指导意义。 

目前，对于嵌入式社区的研究还停留在概念解析层面。嵌入（embeddedness）概念最早由匈

牙利政治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提出，主要用来分析个体行动者与制度结构的关系
【3】，后来美国

学者格兰诺维特引入“嵌入”概念来分析社会网络与社会关系。
【4】在中央提出“建立相互嵌入式

社区”后，一些学者尝试对嵌入式社区的概念及内涵做解读，有学者从融合角度解读“相互嵌入”，

如龚维斌认为：“相互嵌入式指的是各民族通过交往交流交融，社会生活、社会参与等方面都融

合在一起，每个民族都离不开彼此”。
【5】有学者从居住格局角度解析，如吐尔文江认为：“嵌入式

社会和社区是指针对多文明、多元文化共同生存发展的居住格局。这种居住格局很大程度上决定

多民族之间的交融程度”。
【6】有学者认为“嵌入式社区”应注重社区要素，如张会龙认为：“民族

互嵌式社区就是指建立以一定的地域基础之上，由不同民族成员组成的，多元文化之间平等相处、

彼此尊重的社会利益共同体”。
【7】笔者认为，仅有概念的解读还不够，在推进中国民族区域的民

族团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首先需要挖掘一些典型区域具有的构建和谐民族关

系的经验与机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相互嵌入式社区”的构建机制以及推广实施问题。 

新疆作为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重要地区，历史上就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区

域，多元的文化、多样的民族、历史悠久的交往方式也在新疆形成了一些的在历史和现实中各民

族都能和谐共处的具有鲜明特色区域。对这些区域和谐民族关系经验的挖掘，能够为进一步推进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宝贵的地方性实践经验，并起到经验性的借鉴和指导作用。基于这样的

考虑，笔者和研究团队通过细致的实地研究，对新疆塔城市的多民族和谐关系现状进行了考察，

同时进一步分析了塔城市多民族和谐关系的形成原因。希望通过这样的实证研究，进一步对和谐

民族关系的维系机制、“相互嵌入式社区”的构建机制等问题作进一步解答。 

 

二、塔城市多民族和谐关系的现状与表征 

 

（一）塔城市的地域和民族 

塔城市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西北部，准噶尔盆地西北边缘的塔城盆地，总面积 4356.6

平方公里。西北部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接壤，东与额敏县毗连，南与裕民县相邻，属于塔城地区

两市五县中的县级市。地理位于东距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 530 公里，西距国家一类口岸—巴克

图口岸直线距离仅 12 公里，是中国距离边境最近的开放城市之一。[8]塔城自古以来就是草原游

                                                        
1 袁年兴、徐宪隆，“民族共生理论:散杂居民族关系及目标范示研究”，《青海民族研究》2009-01 
2 新华网报道，习近平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2014-05-30，

http://www.xj.xinhuanet.com/zt/2014-05/30/c_1110932196.htm 
3 易法敏、文晓巍，“新经济社会学中的嵌入理论研究评述”，《经济学动态》，2009-08. 
4 同上。 
5 转引自符晓波，“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瞭望》2014 年第 28 期 
6 同上。 
7 张会龙，“论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建设:基本概念、国际经验与建设构想”，《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5 -01 
8 见塔城市人民政府网http://www.xjtcsh.gov.cn/tcgk/tcsq/201107/t4028a8ab3173f8640131744653c000c5.html，2011

年 7 月 29日。 

http://baike.baidu.com/view/2824.htm
http://www.xjtcsh.gov.cn/tcgk/tcsq/201107/t4028a8ab3173f8640131744653c000c5.htmlÃ�Â¼Â�2011Ã�Â¹Â�7Ã�Â�Â�29
http://www.xjtcsh.gov.cn/tcgk/tcsq/201107/t4028a8ab3173f8640131744653c000c5.htmlÃ�Â¼Â�2011Ã�Â¹Â�7Ã�Â�Â�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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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交界地带，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一条支线，东来西往的民族在这里汇聚交融，

奠定了各民族共生共荣的基础。塔城市历史沉淀的游牧文化、农耕文化、边境商业文化、近现代

工业文化的融合特点构成了该地农牧工商业的共生互补，形成各民族彼此相依，不可分离的历史

关系。 

    据 2013年统计数据，塔城市全市总人口 15.6 万。从民族构成来看，塔城市有哈、维、回、

汉等 25 个民族，少数民族占 41.2%。[1]长期以来，塔城市各民族都能和睦相处，极少有民族矛盾

发生。据 2010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在显示不同民族通婚程度的变量：两个及以上民族户方面，

塔城市两个及以上民族户（一户中有两个以上民族）户数达到 3348 户，在该地总家庭比例中占

到 5.38%，全疆比例最高。
【2】 

（二）塔城市多民族和谐关系的表现 

塔城市的多民族居民在长期的混居、杂居以及交往交流过程中，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被不同

民族群众接受和认可的族际交往规则，并形成了共同的地域认同和文化认同。经过在塔城市长时

间的实地调研，我们总结归纳出了能够体现塔城市多民族和谐关系的几种特征： 

1.多民族杂居、混居的居住模式与和谐的交往关系 

在塔城市，几乎不存在单个民族构成的社区。不同民族的邻居之间在居住格局上呈现杂居、

混居的居住特色，各民族居民交往非常普遍。如调研中，杜别克社区里，一位维吾尔族退休大妈

告诉我们说： 

“我邻居是一位回族老师，我们两家子经常相互串门，到对方家里谝闲传呀，吃饭呀，

借个东西撒的，她们家的家长里短我都清楚得很，有些亲戚没时间办的事情嘛，我们邻居帮

忙都可以，关系好得很”。（访谈记录：W01,2014-07-19） 

在塔城市的多民族混居社区里，对其他民族的认识和交往都是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这种认

识一旦形成，就决定这个人在族际交往中的态度和行为。一位汉族汉族干部对各民族交往表达了

他的看法： 

“以前在单位家属院住的时候周围同事邻居都是汉族，对少数民族了解的少，有时候也

会产生一些误解。现在搬到这个多民族混居的的小区里，认识了好几个少数民族邻居，维吾

尔族的，达斡尔族的，乌孜别克族的，他们做人做事都很厚道，实在，他们遇到撒事情我也

帮忙呢，我对门的维吾尔族他们家有时候聚会人多，凳子不够，调料不够，就到我们家借，

他们也很信任我们。”（访谈记录：G03,2014-07-21） 

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不同民族社区居民自发形成了一套彼此尊重、礼尚往来、开明大方的

交往模式，在平常生活中，他们会在饮食、节日、仪式等方面主动地为其他民族着想。比如有一

位家住在清真寺旁边的汉族商店老板告诉我们： 

“寺里面的阿訇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过来问问他们穆斯林的聚礼会不会打扰我们家的正

常生活和生意，我和我老婆就特别感动，我说这有撒打扰不打扰的，做礼拜的人多了，我们

家的生意不就更好嘛，有这么好的阿訇当邻居我们塔城的民族关系还有撒说的呢！”（访谈记

录：R02,2014-07-26）。 

这种互相体谅、互相理解的族际沟通方式无疑对民族关系是非常有益的，可以归纳为“同无

妨异，异不害同”。塔城各族人民在广泛而深入的族际交往过程中形成了生活上相互帮衬，体现

出了习俗上相互尊重，文化上相互欣赏，美德上相互夸奖，态度上相互包容，长处上相互学习的

融洽局面。各民族在日常生活中守望相助，手足相亲，铸就了民族团结的精神内核，巩固了塔城

                                                        
1 同上，件塔城市人民政府网，塔城市 201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http://www.xjtcsh.gov.cn/zwgk/tjxx/ndtj/201405/t4028818245acb3990145d1067c3d02a6.html，2014 年 5 月 6日。 
2 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第363-364页. 

http://www.xjtcsh.gov.cn/zwgk/tjxx/ndtj/201405/t4028818245acb3990145d1067c3d02a6.htmlÃ�Â¼Â�2014Ã�Â¹Â�5Ã�Â�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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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民族“谁也离不开谁”的血肉联系。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在多民族混合社区中，民间社会组织在促进民族交往方面起着重要的作

用。在塔城市文艺界工作者座谈会中了解到，当地自发成立了达斡尔族、塔塔尔族、乌孜别克族、

俄罗斯族等 8个人口较少的民间文化协会，其主要任务就是在社区里开展各种具有本民族特色的

联系活动，弘扬民族文化，促进民族团结。典型的如塔城市“爱心妈妈协会”成立于 2002 年，

最初由 9个民族的 23位的退休教师组成。 

爱心妈妈协会倡议者曼热亚木吐尔得瓦热情的说道： 

“我们的宗旨是用母爱来关心每一个需要关心的人，用女性的细心呵护来为需要帮助的

人送上真诚的关爱。” 

在宗教人士座谈会中，一位回族寺的阿訇说道：“我们在主麻日时先带领教民做礼拜，然后

再给他们宣传党和政府的民族政策，国家的法律法规，引导我们的信教群众增强对党和政府的信

任与支持。”（访谈记录：W05,2014-07-22） 

塔尔巴哈台社区的一位社区干部也在发言中讲到： 

“我们社区干部自己总结了一套走进社区居民的方式——三学两访一活动，三学即学习

少数民族的语言，学习国家政策，学习各民族的礼节；两访为平时入户家访和过节上门拜访；

一活动是积极开展社区文化活动，在这过程中，我们社区不仅了解了民生民情，化解民事矛

盾和纠纷，为各族居民排忧解难，还给政府部门减轻了负担。”（访谈记录：W09,2014-07-22） 

塔城市的各种社会组织发展迅速，它们不仅为各族人民提供着大量的服务性帮助和发展的空

间，还为政府工作发挥着拾遗补缺的作用，更为塔城的民族团结进步和民族繁荣发展提供了阵地

支持。在此平台上建立起来的良好的民族关系和频繁的族际互动也使各族居民形成了“有事无事

常来往，大事小事多商量”的交往模式。 

2.共通的语言和文化习俗 

（1）共通的语言 

语言是人们日常生活中进行交流的工具，又是人类文化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载体，各民族之

间语言的相互学习和使用，跨越了族际语言障碍，客观上缩小了不同民族文化的距离，。塔城各

族居民相互学习语言的现象很普遍，多语现象非常明显。汉语和哈萨克语是当地主要的族际交流

语，近年来，随着与外界交流的日益频繁，人们对汉语学习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汉语因其使用

者多、使用范围广泛，而成为第一族际交流用语。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中，在自己母语中吸收了

许多其它民族的语言词汇，如塔城市汉族人在日常交际中大量使用哈萨克语、俄语词汇，哈萨克

语大量吸收汉语、俄语词汇，当地的维吾尔语也在语音、词汇等方面明显受到哈萨克语的影响。 

在调查中发现，塔城汉族人在口语中经常会借鉴少数民族的词汇，在日常交往中常表现出一

种维汉混搭现象。例如:阿达西（朋友）、塔玛柯（烟）、欧亚达（那边）、要克（没有）、开台(走)

等；还有很多汉族人会用简单的维语——你好"(Yakshimsiz)和"谢谢"(Rahmat)等向维吾尔族朋

友打招呼；人与人之间打交道时,若认为对方很优秀时,会竖起大拇指说一句“亚克西”。这种现

象表明不同民族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会主动采取了有利于彼此理解的语言形式，这对于民族间的

文化交融与理解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哈尔墩社区，我们与一位开商店的汉族老板聊天时，

他自豪的说： 

“我会维吾尔语，哈萨克语，俄语和少量的达斡尔语，不管什么民族的顾客来买东西，

都能应付自如。在和社区里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达斡尔族打交道时候，只要说他们民族

的语言，他们就会对我更加热情，即使发生纠纷，也很容易化解，这样一来我商店的回头客

就多了起来，生意也就越做越好了。”（访谈记录：G06,2014-07-27） 

语言沟通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不同民族获得共同点的媒介和一种行为的协调机制，文化各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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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可以借此达到共同的语境，自觉且自愿的实现语言交流的有效性，缩小了文化间的距离，增

进了民族间的情感。 

（2）异族同俗 

塔城市多民族混杂居住、频繁交往的情况下，各民族彼此借鉴，相互学习，在一些文化特性

上已出现某种趋同化。如在饮食习俗、生活习惯、居室装饰、交往方式、传统节日等方面的相似

点在逐渐增多。在饮食习口味上，大多数非穆斯林都采取穆斯林民族的饮食习惯，有些汉族人为

了结交穆斯林朋友，或者与穆斯林通婚，改吃清真餐的现象在塔城是很常见的。而哈萨克族、维

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也有炒菜的习惯。享誉新疆美食界的大盘鸡就是来源于塔城地区的沙湾

县，哈萨克族的手抓肉、马肠子、奶茶，维吾尔族的抓饭，俄罗斯族的面包点心都成为各族居民

餐桌上的佳肴。塔城市的很多小区在设计上也融入了少数民族的文化元素，比如将小区外墙涂成

朱红色，显得大方美观。在我们入户访谈的汉族人家，也有铺地毯，挂壁毯的喜好，主人给我们

倒茶用的铜壶是维吾尔族家中常用的。在汉族的婚礼仪式上，各民族客人欢聚一桌的情况非常普

遍，也会邀请少数民族的歌手和舞者唱歌跳舞，活跃氛围，在当地人看来，歌舞仪式已不是某个

民族特有的专利，而是全塔城人共享的娱乐方式。塔城当地各族人民长期交往形成的人际交往规

范也带有很多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在交往中常有问好，拜访和互助等主要的形式。当地哈汉民

族的主要节日已逐渐成为哈汉人民共同的节日。例如汉族过春节时,哈族邻居会给关系较好的汉

族邻居送去一些哈族特色食品；到哈族开斋时,汉族邻居也回去哈族邻居家拜年,共同分享节日的

快乐。此外，婚丧嫁娶、互认干亲等民族间的交往也较为普遍。 

3.共通的地域文化认同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当地人赋予了塔城文化以一种强调认同，这种“认同”是塔城各族

人民对自己同属于“塔城人”这一地域共同体的认同，不管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不管是新疆人

还是内地人，只要生活在塔城并且接受塔城文化的濡染，那么他就认为自己是塔城人，同时他也

被周围的塔城人所认可。在多民族相处的环境中，这种认同并不是绝对的，往往会依认同范围的

大小而表现出不同的层次，即相对的“识异”。这种“认同”和“识异”并行不悖，正是有“识

异”才构成了“认同”。以语言为例，对同族人来说，本族语言无疑具有一种强化认同的功能，

而如果是多个民族的人在一起时，各民族的人很自觉的便倾向于使用当地人共同的塔城方言来体

现他们对共同身份——塔城人的认同。在日常生活中，各族居民把各种各样的节庆活动看作是所

有社交习俗中最有实质意义的部分，而在一起吃饭喝酒则是加深人与人之间联系的最习以为常的

做法。我们调研组成员在访谈者家中做客时发现，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在给我们祝酒时都会

说：“这是我们塔城人的礼节”、“按照我们塔城人的习惯”、“我们塔城人敬酒的礼行”……文化

就是一种“我们这里人的做事方式”，诸如此类“塔城人的礼节，特色，习惯”不仅是塔城各族

人民对地方文化特性的共同表白，而且还是他们对“塔城人”这种共同文化的认同。 

对于地域的认同还体现在对于民族英雄的共同尊重方面。我们在塔城市一个叫做杜别克的社

区调研时，对杜别克社区的名字产生了兴趣，经社区干部介绍得知，杜别克是哈萨克族人心目中

的英雄，在三区革命时期，他积极宣传革命，撰写大量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腐朽统治的文章，不遗

余力的颂扬美好事物。杜别克逝世后，各族人民为永远悼念他，塔城市人民政府于 1985 年把杜

别克生前住过的街道行政机构定名为杜别克街道办事处。塔城市的地标——矗立在塔城文化广场

的骑马英雄雕塑，其原型就是杜别克。在塔城，还有很多以少数民族历史名人的名字命名的多民

族混居社区，这不仅体现了塔城各族人民对兄弟民族历史传统的认知和赞扬，也表明塔城各民族

传统文化中蕴涵的优秀价值观具有很高的相似性。 

 

三、塔城市各民族和谐关系成因分析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23 

 

塔城市各民族相互嵌入的良好社会状态和塔城独特的历史、地域及民族构成、民族文化特点、

政府推动、宗教因素等密不可分。综合起来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历史与民族构成均衡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 

塔城市民族众多，在塔城历史上没有出现过长期占绝对大多数的民族结构。各民族人口比例

长期相对均衡，小民族群体数量多，主要民族人口数量相对接近。形成民族间普遍散杂居、交往

频繁，培育了各民族文化的包容性特点。塔城市汉族人口较多，文化生态既带汉族特点，又带地

域的多民族特点。正是由于塔城历史没有形成一种明显的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而是一种多种文化

并存的格局，这为各民族文化的共存与融合提供了比较好的土壤。塔城文化兼收并蓄，博采众长，

保持一种对各民族文化都宽容的态度，形成宽松的族际交往氛围和文化包容。 

2.主要民族的文化特性开放包容，促进了不同民族的民众能够跨越文化边界进行交往交流交

融。 

塔城各民族文化的包容性也与几个主要民族的文化特点有关。20 世纪 60 年代之前，哈萨克

族文化成为当地的优势文化，哈萨克族的风俗习惯也被其他民族广泛接纳。哈萨克族人传统的生

产生活方式是流动性很强的游牧、半游牧，自由性较大，信仰伊斯兰教但不刻意追求形式，少寺

院、少斋戒、少礼拜。俄罗斯族人口数量不多，但文化素质较高，20世纪 50年代以前曾享有较

高的社会地位，俄罗斯文化中少排外心理，少分界意识，与外族通婚等开放态度等对塔城其他民

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上世纪 60 年代始，塔城汉族人口增加较快，汉文化的影响日渐明显，汉

文化内部的差异性以及其巨大的人口数量使其具有较强的文化包容性，对异文化的排斥心理较

小。无论哪个民族，取人所长，为己所用，民族分界意识也因此而较为淡漠。这些文化特性都有

助于塔城各民族相互嵌入。 

    3.爱国主义精神与民族团结政策的推进 

塔城的历史一定意义上是各民族同仇敌忾、保家卫国的历史。为抵御外敌侵略，塔城各族人

民进行了前仆后继、英勇卓绝的斗争。达斡尔族、锡伯族最初都是 18世纪 60年代被清朝政府从

东北抽调的八旗官兵及家眷，行程万里，来到祖国边陲筑城守关；18世纪 70年代土尔扈特蒙古

部落冲破俄国军队的围追堵截，从伏尔加河畔万里东归，付出了极大的牺牲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

1855年，塔城回族民众为反抗沙俄杀害中国金矿工人的暴行，放火烧毁沙俄设在塔城的贸易圈；

1893年，塔城军民按期收回被沙俄强行租借 10年之久的巴尔鲁克山。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的斗争中，身居大后方的塔城各族人民，踊跃捐款购买 14 架飞机，支援抗日前线。1951 年，著

名爱国人士巴什拜，捐马 100 匹、牛 100 头、羊 4000 只、黄金 100 两，认购飞机一架，支援抗

美援朝战争。1958 年，塔城地区曾无偿划出土地及白杨河水源设立了克拉玛依市，划出土地成

立石河子市、奎屯市，支持国家能源基地建设和新疆区域经济发展。一代代守卫边陲的经历造就

了塔城人民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是塔城人民的整体品格。正是这样的共同情

怀，使得塔城人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更加增强了凝聚力，也增强了各民族的共同体意识。此外，

自建国以来，民族团结工作一直就是当地政府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各级政府机关也在日常活动

中能够坚决维护民族团结，推进各项工作。通过政策宣传、多项措施推进等方式，把危害民族团

结的因素扼杀在萌芽状态。 

4.和谐相处的多种宗教，促进了不同信仰的各民族更好地相互包容 

宗教生活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一方面宗教参与建构人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

精神文化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 宗教的意识又在人们的生活中延伸, 形成了特有的文化特色。

在塔城市，不仅存在多民族的现象, 还存在着多宗教的情况。目前有伊斯兰教、藏传佛教、汉传

佛教、东正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多种宗教活动，近四百处宗教场所，信教群众约 14.5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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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城市宗教生活在某些方面受到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影响，宗教气氛并不是很浓。因此，不同民

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以及同一民族内信仰不同宗教的人都能和谐共处。塔城的柯尔克孜族群众部

分信仰藏传佛教，部分信仰伊斯兰教，他们之间没有发生过宗教冲突和争执，并保持着良好的关

系。宗教的宽容度成为了促进塔城族际交往的重要因素。 

 

四、构建相互嵌入式社区：塔城多民族和谐关系机制的启示 

 

 塔城市的民族交往凸显出的和谐、包容的特质，不仅体现在多民族杂居、混居的居住模式中，

也体现在地域共通的语言和文化习俗，更体现在共通的地域文化认同中。其中，杂居、混居的居

住模式是交往的基础，共通的语言和文化习俗是交往的桥梁，共通的地域文化认同是不同民族能

够团结互助的心理依托。通过总结和分析塔城市多民族和谐关系的发展现状，可以发现：塔城市

各民族在历史发展和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塔城人”为核心认

同的地域共同体，并形成了相应的地域内的各民族交往交流的准则，各民族群众都能够遵循这种

交往准则，体现出了习俗上相互尊重，文化上相互欣赏，美德上相互夸奖，态度上相互包容，长

处上相互学习的融洽局面。各民族在日常生活中守望相助，手足相亲，铸就了民族团结的精神内

核，巩固了塔城各民族“谁也离不开谁”的血肉联系。这种特点事实上体现了中央提出的“相互

嵌入式社区”的精神内涵，即“相互嵌入”不是意味着完全融合，也不是简单的杂居和混居，而

是生活上互助、文化和习俗上互相尊重、精神上有共同认同。通过分析塔城市和谐民族关系的构

建经验，我们发现“相互嵌入式社区”是多方面因素共同影响下的结果，形成这样的结构是各民

族相互交往的历史时期中逐渐形成的，其中政府符合实际的有效措施促进了结构的形成速率。 

分析塔城市这种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民族关系的生成原因可以发现，在特殊民族构成及历史

传承下，这种和谐共存的地域文化构成了各民族相互嵌入关系的文化基础；人口较多民族的开放

包容的文化特性构成了各民族相互嵌入关系的心理基础；历史以来对爱国精神的宣传和崇尚、地

区民族团结政策的有效实施是各民族相互嵌入关系的政策和制度基础；和谐相处的多种宗教是各

民族相互嵌入关系的宗教信仰基础。 

塔城市的个案给我们推动建立和谐互助的民族关系、推进“相互嵌入式社区”的建设提供了

宝贵经验。塔城市继承发扬历史上各民族和谐相处的优良传统,结合新形势、新目标和新任务,

赋予更具有现实针对性和时代精神的新内涵、新内容、新举措，提出和实施了促进民族团结的很

多措施,执行得力,效果明显。同时，在推进“相互嵌入式社区”的建设方面，要坚持政府正面引

导，要认识到通过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实现社会稳定是更加积极的“维稳”策略,也是把维护社会

稳定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有机衔接起来的社会治理之路,目标更高远。面对新时期如暴恐活动威

胁、社会分层加剧、跨境民族的民族意识增强等挑战，需要积极采取措施巩固和发扬老的优良传

统，构建有利于各民族社会融合的社会发展环境，推进社会建设。同时，在发展中，要通过探索

和挖掘中国本土经验，探索面对新问题新挑战时的有效方法，来真正促进我国的民族团结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