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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反思与检讨：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规范化的若干基本问题1 
 

王  平2 

     

摘要：全球化对民族国家建设的冲击，不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凝聚力建设，寻求中华民族共

同体建设已成为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当务之急。通过辨析“中华”、“华夏”、“民族”等概念的基础

上，以进一步厘清“中华民族”的涵义演变过程，并准确把握“中华民族”的“狭隘化”、“他者

化”和“虚无化”等错误倾向的实质，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需要进一步规范化。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规范化；民族虚无主义 

 

2014年 9月 28-29日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

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本文刊载于《思想战线》2017 年第 3 期，第 56-62 页。 
2 作者为新疆师范大学教授，新疆少数民族现代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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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官方首度使用“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概念，体现了当前中国民族问题治理思路的一次革命性

转变。
2
自此，学术界有不少研究者开始从多维度论述“中华民族共同体”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

譬如，郭小靓和陶磊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存在三大基本共识；
3
也有从时间层面论述中华

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着力点
4
和路径

21
。但同时，有许多知名学者仍保有传统经典的思维，是从“中

华民族”这一角度进行探讨。周平认为，中华民族构建是历史的必然，但是仍旧存在被解构的风

险，需要加强中华民族建设；
5
郝时远认为，中华民族是个大家庭，需要我们来建设中华民族大

家庭；
6
马戎认为中国民族问题研究者需要认真民国时期关于中华民族理论演变，从而为当前我

国民族与国家关系理论发展提供一种历史积淀或视角。
7
 

通过对当前学术界研究和争论的梳理，笔者发现，当前关于“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

体”的探讨可谓“泾渭分明”，呈现两个脉络发展。这是关于民族和国家建设的重大理论问题，

必须认真对待，不容出现重大错误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譬如，何谓“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究

竟包括哪些人？“华夏”、“中华”和“民族”等概念源起何时？涵义又是什么？它们之间及与“中

华民族”的关系如何？上述几个问题本身以及其探讨的过程和结果，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有着

重要的理论价值。因此，对于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理论和实际运用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必须

进行反思，并以实际举措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对于中华民族沿着更加增进内部凝聚的方

向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中华民族”相关的几个基本概念 

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但“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则形成于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理论传入之后。

因此，规范化“中华民族”的研究，首先我们需要清楚“民族”、“炎黄”、“华夏”、“中华”、“汉”

等概念源起以及其不同历史时期的涵义。 

   （一）民族 

   “民族”这一概念是“舶来品”，最早源于欧洲，近代经日本译介传入中国。“民族”的词源

是拉丁语“natio”，意为“一个出生物”(abomcreature)。其含义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至近代，其含义逐渐演变为用来指代“以真实或虚构的同一血统或种族的生活团体为基础的非家

族性社会集团”。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力量逐渐壮大，封建君主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

用政治、文化和经济等手段来整合国内市民阶层，从而使逐渐形成的政治共同体带有明显的政治

色彩，并和其他的人群共同体有了区别。由此，早先被用来指称具有同一出生地的 natio，被改

造为 nation，用来指称这个新的人群共同体，后来，这一概念被用来描述一国之内的人民而不

管其种族特征，随着国家内民族的觉醒，与王朝国家的矛盾逐渐激化而爆发民主革命，随着革命

的胜利，觉醒的民族最终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即民族国家。此后，民族便具备了国家的形式，国

家也被赋予民族的内涵。就民族国家的本质来说，这是一种制度体系，从而使各民族认同于国家

得到实现和保障。此后，民族的地位在国家中得到普遍认可并形成国家形态，逐渐传入欧洲乃至

世界，进而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国家形态，民族的概念也得到广泛的使用。 

                                                        
1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 EB/OL .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930/c1024-25763359.html, 2014-09-30/2016-12-19. 
2 杨鹍飞:《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理论与实践》,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6 年第 1 期。 
3 郭小靓, 陶磊:《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三种基本共识》, 《学术交流》2016 年第 10 期。 
4 张会龙, 冯育林:《试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几个着力点》,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 年第 5 期。 
5 周平:《再论中华民族建设》, 《思想战线》2016 年第 1 期。 
6 郝时远:《中华民族:从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论述展开》, 《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年第1期。 
7 马戎，“《从大清到民国》:解读“中华民族”近代构建的一个视角”,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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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汉语的“族”、“族类”，是区分“内华夏、外夷狄”的旧式民族主义概念，而近现代

白话意义上的“民族”一词，乃是近代民族主义概念。“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实行“文明开化”

向西看的政策，日本学者学习西方民族国家理论并将其翻译过来，将 nation 用汉字的“民”和

“族”组合起来翻译成“民族”。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清朝有识之士开始

重视这个亚洲邻国，期望探究其崛起的制度原因。于是，在追溯日本如何学习西方先进的理论、

科技和制度的过程中，民族国家理论进入留学日本学生和维新派或革命派视野，他们直接使用汉

字译介的“民族”这一术语并将其理论传入中国。 

什么是“民族”呢？我们知道，同样一个词语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或不同时代，其含义存在明

显甚至相反的差异。在当下，国内对“民族”这一概念的理解具有模糊化倾向，学术界提出过许

多不同的定义，彼此也不尽相同，争论了几十年，至今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界定。这种对“民族”

概念理解的不清晰或不确定性，在英语世界里也是存在的，更不要说再经过日本语的翻译之后，

在汉语学界争论更趋激烈。作为一个不清晰的概念，再次转译成少数民族语言之时，造成更多的

混乱和误导。笔者以“民族”概念在维吾尔语中的翻译为例进行说明。 

首先，难以分清“民族”是指单个具体的民族个体还是类别意义上的“民族”。比如：民族

认同、民族感情、民族教育、民族文化等词组，对于具体所指并不明晰。不仅在汉语里如此，维

吾尔族语言里“ مىللىي（民族的）”在不同时代所表达的意思也不同。例如，发生在 20 世纪初的

民族解放运动（ ىتىھەرك مىللىي ئازادل  ），当年的 مىللىي（民族的）和现在的 مىللىي（民族的）意思就

有很大区别。这种差异来自于汉语里的“少数民族”被简称为“民族”所造成的，现代汉语里的

民族一词在中华民族、少数民族、民族认同等词组里所表达的意思不同，所以在维吾尔语中مىللەت

（民族）和مىللىي（民族的）的意思分别有了相对应的变化。民族是指单个具体民族，还是指国家

民族，在不同的语境下产生不同的意思。 

另一方面，难以分清“民族”是指少数民族还是国家民族。现代汉语中的民族除了表示广义

和狭义的“民族”概念以外，还有“少数民族”的意思。广义的“民族”是在历史中产生的，指

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共同体（ئىپتىدائىي-原始民族、يەرلىك مىللەت-土著民族），以及一个国家和一

个地区民族群体（جۇڭخۇا مىللىتى -中华民族、ئەرەپ مىللىتى-阿拉伯民族）。狭义的“民族”是指每一

个具体民族群体（汉族-خەنزۇ、维吾尔族-ئۇيغۇر、哈萨克族-قازاق、满族-مانجۇ）。那么，如何理解民

族干部、民族地区、民族英雄、民族精神等词组呢？民族干部、民族地区在汉语里表达的意思是

少数民族干部、少数民族地区，但在日常使用中往往省略它前面“少数民族”一词。在汉语里，

词组省略是常见现象，即省略前面的词。但在维吾尔语翻译中，如果省略前面的“少数民族

 。一词，就会引起歧义”ئازسانلىق-

   “民族”概念在实际使用中，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不同语境下有不同的意思，对这一

概念的理解，目前面临着模糊化的难题。“中华民族”一词，维吾尔语称“جۇڭخۇا مىللىتى”，哈萨克、

柯尔克孜等民族也是如此称谓，将中华民族加一个复数，受众的理解大相径庭。以此类推，“中

华民族共同体”一词的译意也与原意有了不小的差异。 1  

（二）“中华、华夏、炎黄、中夏、中国、汉” 

“中华”二字最早出现在《魏书》和《晋书》等典籍中
 2 
，古汉语中“中华”是“中”和“华”

之意的组合，最初仅仅具有文化和地域意义。“华”通“花”，即指灿烂的文化，所谓中国“有服

章之美，故谓之华”
 3 
。华夏先民在黄河中游建立政权，自比中央，文化先进，被周边少数民族

部落称之为“中华”。夏朝之后，商朝建立，至纣王灭东夷，商朝疆域至率土之滨，周灭商取而

                                                        
1 参考维吾尔文杂志《语言与翻译》2009 年第 2 期，库尔班·买买提，《翻译中应该怎样理解民族一词》。 
2 
《魏书·礼志》：“下迄魏晋，赵秦二燕，虽地处中华，德祚微浅。”《魏书·宕昌传》也有用例。《晋书-刘乔传》；

“今边陲无备豫之储，中华有杼轴之困。” 
3 《左传·定公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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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之，取得中原政权都自称“中华”，即便朝代更替疆域渐广，凡所统辖之地，皆为“中华”。 

与“中华”涵义相关的“华夏”是上古时期民族名称。“华夏”二字并称最早出现在《尚书》，

“冕服华章曰华，大国曰夏”。其后是《左传·定公十年》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孔颖达

疏曰：“夏，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
 1 
意思是说

中国是礼仪之邦，故称“夏”，“夏”有高雅的意思；华夏族的服饰很美，故作“华”。即“华夏”

是复合词，现在多被用作中国和汉族的称谓。
 

“炎黄”是指上古神话传说中的两个部落首领炎帝和黄帝，也以“炎黄”代表其所率领的两

个部落群体——中原黄河流域形成华夏文明（或文化）的起源。黄帝与炎帝，又与居住在东方和

南方的部落逐渐融合，逐渐形成了春秋时期的华族（汉以后称为“汉人或汉族”，唐之后被称为

“唐人”）。炎黄二帝便成为汉族的人文始祖，近代以来则也被人们称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因而，

人们往往称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或黄帝子孙，炎黄子孙就成了中华民族的代名词。
 

“中夏”指华夏、中国、中华之意。“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棱。”“魏人据中夏，汉氏有

岷益，吴制荆杨而奄交广。”
 2 
“中国”之称自古有之，华夏族建国于黄河流域，自以为据天下

之中间，故称“中国”，后亦泛指中原。“《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
 3 
“吾闻中

国之君子，明乎礼仪而陋于知人心。”
 4 
等。 

秦朝建立之后，因其强大，其统辖之地之民西域各族称之为“秦人”。 汉武通西域之后，“‘秦

人’的称呼很快为‘汉’的称呼所取代。”
 5 
《汉书》有曰：“近西羌保塞，与汉人交通。”

 6 
由于

汉朝威名之盛，周边各少数民族民族延续“汉人或汉族”的称谓（唐之后也被称为“唐人”）。“汉

唐盛世”也成为其后中原地区子民心目中的神话与骄傲，因此，中原之民也愿意自称“汉族”。

1367 年，朱元璋命徐达北伐讨元，其檄文有“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表达了其“顺天

应人”的法统。这种与“胡虏”对称的“中华”，指汉族及汉文化传统。 

对上述内容进行简单的梳理：“华夏”是汉族的古代称谓，后来虽有地域涵义，但以族称为

主。“中华”来源于“华夏”，有立于天下之中心的涵义，也有体现文明中心的意思。在民族涵义

上，“中华”要弱于“华夏”。从中原人的角度，有两层涵义：即华夏族与中原政权的重叠；凡中

原政权所能管理的地方，都称为中华之地。华夏民族都基本认同“华夷之辨”，轻易不会把未“汉

化”的民族纳入华夏民族的范畴；从非中原人的角度，“中华”既指中原政权，也指中原之民。

此外，“炎黄”在历史演变中成为汉族的始祖，也被称为中华民族的始祖，人们往往在文化意义

上自称“炎黄子孙”，政治意义上自称“中华民族”。 

 

二 、“中华民族”涵义的历史流变 

 

中华民族是以“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来指称的民族，或者说，是以“中华民族”为族称的民

族，而“中华民族”涵义的演变，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由“民族”与“中华”组合而成的复

合词“中华民族”出于晚清，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首先使用，“立

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

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
 1 
，同时，还出现“中华民族”一词：“上

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为齐。”不过，梁启超并没有对“中华民族”作详细解释，

                                                        
1 《左传·定公十年》。 
2
 （晋)陆机：《辨亡论》。 
3 
《诗·小雅·六月序》。 

4 
《庄子·田子方》。 

5  白寿彝总编辑，《中国通史》第五卷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第 130 页。 
6 《汉书·匈奴传下》。 

http://baike.baidu.com/view/1912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466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466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85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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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境来看，大概指华夏一汉族。    

    孙中山于 1905年组建中国同盟会，在誓词中沿用了 14世纪朱元璋讨伐元朝时的口号——“驱

除鞑虏，恢复中华”。这里所说的“中华”指汉民族政权，反映了清末旧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政治

目标——推翻满清封建贵族的统治。而与此同时，立宪派代表人物杨度则不同意这种具有狭隘民

族主义色彩的“排满主义革命”，他认为，中国诸多民族在文化上具有共同性，“则中华之名词，

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可

决之也。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已含定义于其中。以西人学说拟

之，实采合于文化说，而背于血统说。华为花之原字，以花为名，其以形容文化之美，而非以之

状态血统之奇。”
 2 
杨度的论述从创造共同的文化、形成相似心理这一重要维度强调了“中华民

族”的文化性特征。此后，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中，强调“中华民族”即汉族，其政治目的

显而易见是要强调“排满”，以论证中华民国成立之合法性。 

辛亥革命以后，满清贵族统治政权的结束，意味着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初步完成。过多强调

满汉矛盾不利于中华民国之建设。于是，孙中山提出“五族共和”的观点：“合汉、蒙、满、藏、

回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3 
但同时也认为少数民族人口较少，所处地位和能发挥的作

用很有限。“回教虽众，大都汉人，其他民族可以忽略。”
 4 
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对“五族共和”

持一定程度的保留态度。他呼吁革命党人“须在民族主义上做功夫，勿使满、蒙、回、藏同化于

我汉族。”
 5 
很显然，孙中山早期政治思想中的“中华民族”仅仅是指汉族，直至第一次“国共

合作”，或因受到苏联列宁主义民族理论的影响，其旧民族主义思想的“民族地位不平等”向民

族平等的方向转变。 

孙中山“五族共和”思想在土地革命时期占据主流，影响甚大。直至“抗战”爆发，全民族

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积极呼吁建立“民族统一战线”，逼迫

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全面抗战，而非片面抗战”。作为国民政府领袖的蒋介石为了增强政治合

法性和凝聚全民族之力，尤其是要团结“战略后方”各民族，宣传“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

动员各民族参加抗战。正是经历了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历史过程，各民族自觉而成为一个具

有整体性的“中华民族”。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为了落实民族政策，发展少数民族经济，进行必要的民族识别

工作。在此期间，全国各地区申报的名称就达 400 多个，其中云南一省就达 260 多个。经过 20

余年的努力，1979年正式确认了第 56个民族也是最后一个民族——基诺族
  6 

。这就是其后“中

华民族是一个由 56个兄弟民族组成的”说法的由来。
 7 
 

1988年，费孝通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特纳讲座”中提出了著名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

观点，他认为，“‘中华民族’由很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

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

元统一体。”
 8 
费老肯定了中华民族是由历史上多个民族群体凝聚而成的民族共同体，这是中华

民族对自身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并被学术界和官方所认可，进而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 

 

                                                                                                                                                                       
 1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1)，《饮冰室文集》之 7，中华书局，1989 年，第 1 页。 
 2 刘晴波主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374 页。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

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 2 卷，中华书局，1982 年，第 2 页。 
 4 转引自金炳镐主编，《中国民族理论百年发展（1900-1999）》第二编，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8，第 200 页。 
 5 转引自金炳镐主编，《中国民族理论百年发展（1900-1999）》第二编，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第 200 页。 
 6 参阋黄光学、施联朱主编，《中国的民族识别，56 个民族的来历》．北京，民族出版杜，2005. 
 7 吴仕民主编，《中华民族理论新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杜，2006 年，第 88 页. 
 8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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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当前“中华民族”概念使用中的若干错误倾向 

 

“中华民族”概念的内涵极为丰富，已经被世界所认知。然而，当前国内学术界对其认识仍

存在较大差异，存在一定程度争论。学术争论是合理的，但是，不管是从当前还是长远来看，以

“学术自由”为名，传播错误思想和观点，这都不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就当前学术界对“中

华民族”概念使用方面，存在若干错误倾向： 

    第一种错误倾向是将中华民族“狭隘化”，即从狭隘民族主义视角将中华民族狭隘化为单指

汉族并排除少数民族。这一观点实质上是“大民族主义”思想死灰复燃。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早期，

“中华民族”概念的使用与革命的内容、策略、目标相一致的，是革命动员的需要。中国同盟会

的民族主义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以及章太炎的“若以汉人制汉，满人制满”等观点，都

是将中国看成是“汉族国家”，蔑视作为少数民族的满清贵族统治是“异族压迫”。而在今天，一

些学者或普通民众眼中的“跨境民族”，也常常是指专门针对个别少数民族，“华侨”、“华裔”等

仅用于指海外汉族。这些说法在逻辑上是经不起推敲，历史上也是错误的。实际上，中国历史上

从来没有过汉族一族之国家，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 

长期以来，国内教科书、公共媒体以及寻常百姓生活用语上，“中华民族”经常被等同于“炎

黄子孙”，把中华民族认为是炎黄后裔之组合，炎帝和黄帝是中华民族的祖先，这种说法是不够

确切的。首先，中华民族的起源并不是单一的，如果仅仅把上古“三皇五帝”看成是中华民族的

始祖，这是不全面的；其次，从汉民族历史形成的角度来讲，汉族是由历史上诸多民族融合而成

的，它本身就是一个“混血体”，把华夏、炎帝、黄帝中的任何一个当成汉民族的始祖都是不够

确切的；再次，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具有中华民族的血缘先祖几乎是不可能的，除汉族崇拜炎黄

以外，不少少数民族也有自己的崇拜的人文始祖，譬如，苗族崇拜蚩尤、壮族崇拜布洛陀……因

此，把中华民族称为“炎黄子孙”、“华夏子孙”，或仅把中华民族视为汉族是狭隘的观点，也会

极大伤害少数民族感情，不利于加强民族团结。 

二是认知“混乱化”。“中华民族”涵义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人们对其使用出现以下几种情

况：或是将汉族指称为“中华民族”，例如章太炎的“汉族中心说”；而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

族之观察》一文中，7次以上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并比较清楚的指明其含义——“今之中

华民族，即普遍俗称所谓汉族者”，它是“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族”
 1 
；或是将“炎黄子

孙”指称为“中华民族”，譬如，抗日战争时期，“炎黄子孙”的称谓被定型为中华民族的指代符

号，成为号召与激励海内外华人共同抗战的一面旗帜；或在当代说“中华民族是由 56 个民族组

成的；或是费老的“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是多个民族群体凝聚成的民族共同体。可以看出，

人们在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时有不同的涵义，对其认识和使用也出现混乱的现象。“中华

民族”一词，日常生活中几乎人人在用，天天在用，但具体什么是“中华民族”？很多人则“不

甚了了”。对“中华民族”的认知都如此混乱，遑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三是“他者化”。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由于民族

文化的差异性，各民族相互交流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了以民族为界的意识，出现了一种惯常

的“我们”与“他们”之分。并把“我们”的利益视为“理所当然”，“他们”的利益被“置若罔

闻”而不管不顾。更有甚者，对“他们”进行恶意诋毁，故意制造“我们”与“他们”之间的二

元对立。这种“他者化”的表象，反映了族群区隔的一种歧视或刻板印象，这会使民族之间出现

距离和生疏感，不利于民族团结。“差异”在人的自我身份确认，以及人际交流中是不可或缺的，

对他者的认知也是以差异的存在为前提的，但若刻意放大和强调差异，把“我们”与“他们”在

文化上区别对待，这种“大民族主义”不利于民族和谐关系的形成。 

                                                        
 1 《新民丛报》第 65-66 号，1905 年 3-4 月连载。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924138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578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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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虚无化”。当今时代，“中华民族”的说法或提法受到“民族虚无主义者”的排斥和抵

制，这种负面影响在学术界也是客观存在。面对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一少部分民众的中华民族观

念缺失，中华民族精神更无，对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知之甚少，反而对西方腐朽思想的崇拜

“乐此不彼”之中。“民族虚无主义”对“中华民族”的危害在于“解构”，在我国的民族理论中，

至今没有完整的中华民族理论，基本上由民族平等理论和少数民族权益理论构成……各种对中华

民族具有消解作用的观念日益盛行，人们对中华民族的认识逐渐弱化、虚拟化，给中华民族建设

带来严峻的挑战，这给我们带来一个明确的警示，“中华民族”意识虚拟化的现象决不能任由其

发展。 

笔者认为，上述四种错误倾向不利于今天我们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对以上问题进行必要

的反思，在当前和今后的民族理论与实践中，都是关系到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一个基本问题。

因此可以说，当前亟需对“中华民族”的理论研究进行规范化。 

 

四、 结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需要规范化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需要理论研究更加规范，首先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目标要明确而

清晰。从中华民族发展的现状来看，中华民族建设的推进是一个历史过程，也会影响到国家的统

一、稳定与发展。“多元一体”是中华民族呈现出的特征，“多元”是要素，“一体”才是主线。

所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质是要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促进中华民族的一体化，提高

中华民族的整体性。 

首先，要对“中华民族”的涵义进行规范，中华民族理论要完整而成体系。中华民族建设过

程中，要避免“中华民族”概念使用的“狭隘化”、“混乱化”和“虚无化”等问题。准确把握和

界定“中华民族”的概念是研究规范化的第一步，只有正确认识和把握其内涵，才能建立正确的

理论框架并指导实践。此外，对中华民族的结构性特征以及中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等重

大理论问题，都需要理论界对其有基本的把握和框定。诸如此类中华民族相关的基本理论问题的

阐释，也是中国特色民族理论完善发展的关键，这是规范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重要意义之所在。 

其次，促进全体国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中华民族是由多个民族构成的共同体，在漫

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相互依存、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了一个“你来我去，我去你来，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民族。当前，我国正处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之中，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冲

突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需要通过民族互嵌型社区建设来衔接并整合二者之间的冲突1。此外，

需要加强宣传教育，各民族之间要包容差异和尊重差异，整合各民族共同性，强化共同历史记忆，

寻求对中华民族认同的“最大公约数”；各民族的共同利益摆在更加重要和显要的位置，只有这

样，才能凝聚起各民族的精气神，才能全面实现各族群众同呼吸共命运。通过促进全体人民对中

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促进中华民族的一体化。 

再次，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增强中华民族意识。在当今时代，中华民族的发展和进步离不开

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意识的支撑和推动。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使

中华民族获得新的时代精神力量，使中华民族在复杂的国际竞争中加强自身凝聚力和向心力。“中

华民族文化是一个丰富博大的有机整体，既包括汉民族的文化，也包括各少数民族的文化；既包

括悠久的古代文化，也包括近代和现代文化。”
 2 
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每个民族都为中

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华文化是各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每个民族都要继承和发展

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华民族意识是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纽带，蕴涵着中华各民族的

                                                        
1 杨鹍飞：《民族互嵌型社区建设的特征及定位》，《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2 李瑞环：《学哲学，用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第 1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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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价值追求。弘扬中华文化，增强中华民族意识，能为中华民族的整体性研究指明方向，起到

维护国家统一的积极作用。 

    最后，促进民族政策向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方向调整。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多民族

国家内部凝聚力都受到不同程度的侵蚀和消解，中华民族也面临这种风险。将多民族整合为一个

民族共同体是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目标，也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成的标志，因此，提升中华民

族的内部凝聚力，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必由之路。国家和政府是中华民族建设过程中的关

键因素，中国共产党则承担着建设伟大国家和伟大民族的历史使命。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和

制度，以利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总言之，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种社会政治思潮，加上我国在一些政策取向上存在不足，对中华

民族建设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理论界和社会上也因此出现的不正确的理解或错误倾向，如对中华

民族的“狭隘化”、“混乱化”、“他者化”等问题。有必要反思以上问题，理清中华民族共同体的

建设思路和基本方略。这就是本文所论述之核心观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相关理论研究需要

规范化，需要适合国情的战略谋划，并以切实有效的措施及时解决好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凝聚的

实际问题，我们才能战胜目前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风险挑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学者访谈】 

跨越族群界限来感受和理解其他群体1 

——北京大学马戎教授访谈2 
 

刘士缘、王  磊 

 

刘士缘（下简称刘）：马老师您好！虽然说这只是一次普通的访谈，但我们认为这更是学术

界不同代际之间一次平等对话的机会。您是社会学、民族研究的前辈，而我们俩是刚刚踏进民族

研究大门的硕士生，我们之间其实存在很大的代际差异。今天想跟您交流的原因是，我们进入民

族研究领域后多多少少都会了解到您的一些观点，引起我们的共鸣或反思，但目前在学术界对这

些观点存在很大的争议，这也给我们带来一些困惑。所以，今天的访谈就是希望通过一个平等的

交流，让您能够了解我们这一辈更关心和感到困惑的是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这样我们也可以更深

入地了解您的观点。 

马戎（下简称马）：好的。 

刘：先谈一谈我最近看到您的一篇带有散文性质的《草原，我的一缕乡愁》，发表在库尔班

江的《我从哪里来》文集中，您在文中说到您的内心里有一种草原情结，读后很让我们动容。您

说到自己对东乌珠穆沁草原有一种乡情，我想问您，您对蒙古族的草原游牧文化是否有一种认同

感？ 

马：当然有了！ 

刘：那您认为这种跨族群的文化认同，例如汉族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或者少数民族

对汉族文化的认同，这对于我们这个国家的整体认同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作用？ 

                                                        
1 本文刊载于《西北民族研究》2017 年第 2 期，第 104-122 页。 
2 访谈者为四川大学藏学研究所硕士生刘士缘、王磊，时间为 2017 年 1 月 7 日下午。访谈录音由刘士缘整理，

此稿经马戎教授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