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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新疆文化发展战略再思考 

 

王鸣野1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和多元文化共存的地区，同时更是一个因文化的差异而衍生的政治问题最

突出的地区。因此，文化的政治性和政治的文化性是新疆地区文化问题展现出的最大特点。基于

此，在制定新疆的文化发展战略和政策时，以下几个问题必须高度地和持久地予以重视。 

一、 多元文化共存中的主体性问题 

在新疆这样一个多民族地区，所谓文化的主体性问题，实际上就是多元文化在一个什么样的

制度架构与格局安排中发展的问题，因为多元文化中的每一个“元”和其他“元”的关系不可能

是等量关系，同时每个“元”与现代世俗文化的相容度也有很大差别，从而决定了每个“元”对

新疆现代化进步的贡献度也是不一样的，由此便决定了一定的制度架构和格局安排是新疆多元一

体文化发展结构形成的必要条件。 

制度架构涉及这样几个问题。首先是民族文化与国家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这个

问题关乎的是新疆多元文化的发展方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中国的新发展所

倡导的是现代的世俗制度和世俗文化，世俗文化所具有的开放性、包容性、流动性和消费指向性

和新疆少数民族的以伊斯兰教为中心的宗教文化的冲突性展示出越来越剧烈的政治冲突性，其核

心就是国家认同的错位。 

在处理与宗教的关系方面，我党制定的原则是宗教和社会主义社会要相适应，但需要清楚的

是，是宗教要适应社会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适应宗教，而新疆乃至其他地区的现实却是社会主

义似乎在适应宗教的要求，社会主义现代化意识形态失去了对宗教及其影响下的少数民族社会的

引导作用。如此一来，造成的结果就是宗教引导和整合社会，使多民族地区以宗教文化为分野形

成不同的政治、经济认同，多元一体的民族和文化格局难以建立。可以预见的是，新疆现代化文

明越发展，宗教文化的对抗性就表现的越强烈。 

于是，面对两种难以包容的文化，必须确立一种文化与文明的主体性地位，并以此为基础设

计新疆文化发展方面的理论与制度架构。文化发展的格局安排指与主体性文化的发展相关的软硬

基础设施的布局（如各级世俗教育机构、宣传机构、文化机构等），涉及的是主体性文化如何最

大限度地发挥其对其他文化的引领与整合作用问题。如果说新疆目前文化发展方面的突出问题是

宗教文化（或文明）与现代世俗文化的冲突问题（集中表现为对共产党的疏远和国家意识的淡漠），

那么文化发展中的格局安排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战略性思考方向之一，如学生在什么地方接受世

俗教育较不会受到宗教价值观的冲击，大学设在哪个地区可以使青年学生的思想比较少地受到极

端宗教文化的感染，同时，在本不应该建立大学的地方建立的大学可能会给极端分子提供平台，

使本来涉世不深、思想质朴的青年学子很快变成极端思想的接受者。 

文化发展的制度架构涉及的第二个问题，是新疆的多元文化中哪种文化占据主体性地位对

新疆的现代化发展最为有利，尤其是有利于在新疆形成多元一体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格局。

考察这个问题需要依据以下几条标准：（1）主体性文化的底色必须是世俗性文化；（2）具有开放

性、包容性和引领性；（3）具有塑造中华认同的能力；（4）这种文化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

都没有展示出极端性、排他性和反现代性；（5）对来自外部世界的影响新疆政治、经济和文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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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消极因素有天然的免疫力；（6）最重要的是，这种文化相比较而言最容易与社会主义社会的

现代政治文化相适应。不难看出，新疆没有一个民族的文化完全符合上述要求，而是在各民族文

化当中不同程度地展现出上述六个方面的某些特点和要求。因此，新疆的多元社会中的主体性文

化不是天然生成的，而是后天锻造的；不是某一个民族文化的独占，而是各民族文化中优秀成分

的有机融合。融合性是新疆主体性文化的最突出特征。 

二、多元文化共存中的竞争性问题 

不可讳言的是，多民族多元文化地区所展现出来的方方面面的竞争性甚至冲突性是一个世界

性问题，这一点既是新疆这样一个多民族地区文化政治性的根源同时也是文化政治性的结果，根

源和结果相互强化，使得文化和政治密不可分。 

新疆多元文化的竞争性基本上是非正式的、社会性的竞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对

地区文化主体性地位的竞争。这种竞争不可避免也很正常，但问题是在这种竞争中参与者是用自

身文化中的什么优秀品质（文化的核心竞争力）作为竞争的筹码以及以什么理由（法律理由、身

份理由、人口理由、历史理由）要确立本民族文化的主体地位。笔者以为，多元文化的竞争依循

的标准应该是前述主体性文化的六条标准，不能以法律、身份、人口和历史的理由强行树立某一

个民族文化的优势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多元文化的竞争应该成为形成新疆以融合性为主要特征

的主体性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同时还应注意的是，在少数民族中存在的不同群体不同阶层对本

民族文化对自身的解读也是大不一样的，体制内的群体较多注重文化中的世俗成分，体制外的群

体则更多地看重宗教及其相关因素，结果多多少少都形成了体制内文化认同和体制外文化认同的

区隔。对宗教因素的看重很可能会把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竞争上升到政治的高度，从而引发民

族冲突和分裂主义意识。在族群内部，体制内文化认同和体制外文化认同同样会变成政治性问题：

世俗文化要求的世俗政治和宗教文化要求的反现代的、中世纪式神权政治的对抗；认同中国共产

党及中国政府（可能是在体制内的政治和利益认同）的领导地位和反对这种地位的对抗。因此，

在文化的竞争过程中，一定要厘清政府、现代世俗教育机构和知识分子的作用，这就是要用现代

的、世俗的、爱国主义的文化引领各民族文化的竞争和融合，引导宗教文化自觉地与社会主义社

会相适应，尽量减弱其对现代化进程的抗拒性。 

多元文化竞争的第二种表现是对次地区文化主体地位的竞争。这种竞争其实是维吾尔之外的

新疆其他人数比较少的少数民族群体在占优势的维吾尔文化对本民族文化不断蚕食的环境中追

求自身文化生存的一种表现。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民族在展现本民族文化的过程中不但没有表现

出极端性、排外性和分裂性，而且其所表现出的国家认同意识对新疆主体性文化的构建极有助益。

更重要的是，这些民族群体对本民族文化发展的渴望在总体上有利于形成一种均衡的、多元一体

的新疆文化发展格局。这一点同样有利于主体性文化的构建。目前，政府对新疆少数民族文化发

展政策中值得探讨的就是怎样强化对人数比较少的民族在文化发展方面的扶植。 

多元文化竞争的第三个表现是强化本民族文化的全疆性乃至全国性存在感。目前，这种竞争

主要集中在浅表层次的表演性文化而非深层次的观念性文化方面。在这方面，笔者以为政府应该

制定专门的政策扶植人数较少的新疆少数民族在全疆乃至全国展现本民族的表演文化或舞台文

化，如此一方面可以带动这些民族所在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使这些民族在展示自身

的文化方面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此，如果说前两方面的竞争是非正式的和社会性的非体制性

竞争的话，那么窃以为后一种竞争由于需要政府的政策性扶植而更具体制性色彩。这样做并非不

合理，原因是如果不采取保护性的发展政策的话，人数较少的民族的文化很可能面临两种后果：

一是被占优势的新疆民族文化淹没，一是被彻底遗忘。前一种后果不利于在新疆形成均衡的各民

族文化格局，可能使本来没有民族分裂意识的民族群体也滋生宗教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后一种

后果则无论对国家还是对新疆地方而言都是文化保护方面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