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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  谈】 
马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话语体系

1
 

 

长江日报记者 黄亚婷 
 

“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五十六种语言汇成一句话……”一首《爱我中华》几乎是央视

春晚的常驻曲目，还是“嫦娥一号”卫星搭载的歌曲之一。歌里唱的，是各族人民团结统一、共

建祖国的美好祈愿，表达着强烈的民族自豪与热爱。 

在学术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近年热议问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戎，先后担任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社会学系主任。曾获得美国布朗大学社会学博士并在哈佛大

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在民族问题研究领域，马戎教授是国内最权威的学者之

一。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探讨和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长江日报读＋就此专访了马戎教授。 
 

“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文化解读 
 

在中国话语体系中，“中华民族”一词并非自古有之。只是在鸦片战争后，西方话语的

“nation”被译成汉文的“民族”，这一具有现代政治意涵的词汇才开始被引入中国。1902年，

梁启超在其著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首次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那么，在此之

前，中国人是如何认识自己的国家，如何看待国内有不同语言和文化传统的各个群体？ 

马戎教授特别提到费孝通教授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认为这是引导我们理解中

华民族演变历史的重要理论框架。费先生指出：“任何民族的生息繁殖都有其具体的生存空间”，

东亚大陆的中原地区土地肥沃、雨水充沛、河流纵横，地理气候条件十分适合农耕文明发展。环

顾周边，北方是冻土地带，西方是青藏高原，东方为大海，南方则是热带丛林。受周边地域自然

环境的限制，中华文明诞生在水土富饶的中原地带，黄河流域孕育出了古老的夏商周文明，随后

又发展到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 

随后他话锋一转，“夏商周三朝各地仍是大小不同的诸侯国，到秦朝才实行郡县制。如果看

春秋时期的地图，可以看到在中原各诸侯国之间还有很多由夷、狄群体建立的小国。再看战国地

图，春秋时期的这些夷、狄小国在地图上就看不到了，说明这些少数族群建立的小国到战国时代

已被几大国吞并和同化。在这个兼并过程和族群融合的客观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文明传统

的群体认同核心是‘文化认同’。华夏群体由于在农耕经济、城镇建设、政治体制、文化发展等

领域处于强势，因此在交融过程中占有主导地位，在族群交流中更重视社会伦理的认同，而不是

体质和语言差异，构建群体认同时所持的标准是‘夷夏之辨’，那些接受中原价值伦理的被视为

‘华夏’即文明人，而那些尚未接受的是‘夷狄’即野蛮人。在‘华夏’与‘夷狄’交往进程中，

中国历史的主流是‘以夏变夷’和推动族群融合。这一过程至少在春秋时期就已开启，以相对发

达的中原地区为核心，四方的异族被笼统称做北狄、西戎、东夷、南蛮。中原华夏群体看待周边

人群时，强调‘有教无类’，具有一种阶梯式的文明发展观。” 

尽管认识到群体之间存在各种差别，中华文明历来强调的是彼此交流与融合。马戎说，“其

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各族就彼此通婚，连周天子也会娶蛮夷女子。西周时期，中原华夏诸国

看不起南边的楚、西边的秦，分封时它们得到的爵位都很低。但到了战国时期，周边的秦、楚、

吴、越等诸侯国都与中原深度融合。秦朝统一六国，推行郡县制，书同文，车通轨，统一度量衡

和货币，把六国贵族迁居到秦都城，形成一个大一统的天下体系，这使东亚大陆的群体融合前进

一大步。根据中原皇朝的军力，这个大一统天下体系所涵盖的地理范围有时扩展，有时收缩，这

                                                        
1 本文刊载于《长江日报》2018 年 10 月 16 日，第 17 版。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46 

个多元一体的多族群统一体一直延续到清朝。” 

兼容并包、和而不同、有教无类的思想，可以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灵魂。马戎举例，“以儒

家文化来说，孔子讲‘四海之内皆兄弟’，认为普天下之人在血缘上都有相通之处，都有对于社

会伦理的共同追求，主张有教无类，认为文化差异能够通过教化实现彼此融合。体现出中国人对

待不同文明所展现出的罕见包容胸怀。中原皇朝与周边群体之间的交往主要凭靠文化感召，而不

是武力征服。中华文明在春秋战国时期大致定型，之后凭靠各方面的发展优势，不断吸引周边群

体学习中原文化，中国人处理与周边群体互动的基本态度是‘和而不同’，‘远人不服，则修文德

以来之’。即使是由周边族群入主中原后建立的北魏、元朝和清朝等政权，中华文明传统也得到

认同和推广。”根据王桐龄先生对二十四史资料的梳理，各朝皇室都普遍存在族际通婚现象。按

照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考证，隋唐两代皇室都有鲜卑血统。历朝历代，上至皇族，下至百姓，

族际通婚十分常见。 

中原皇朝对于周边群体的文化感召，也体现在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中。“在唐朝，各国遣唐使

是可以在朝廷担任官职的。”马戎说，“按照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中的观点，‘这种认为孔

孟之道放之四海皆准的思想，意味着中国文化（生活方式）是比民族主义更为基本的东西。……

一个人只要他熟习经书并能照此办理，他的肤色和语言是无关紧要的’。所以，中华文明传统上

并不像西方文明那样强调血统和语言，而是强调伦理道德”。 
 

外国的“民族”概念让近现代中国走了弯路 
 

然而，这种依托中原文明而发展出来的群体观和“天下”观，在延续几千年后，终于在与西

方工业文明的碰撞中面临危机。西方列强并不承认中国的“天下体系”，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被坚

船利炮打败后，被迫与列强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被迫按照西方国家制定的规则交往，被迫接受

西方话语体系。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把西方的思想观念翻译过来，汉语中出现具有西方

意涵的“民族”（nation）、“国家”（state）这些词汇和概念，开始接受外来的民族观和国家观。 

在两种文明交锋中，中国人的大刀长矛敌不过洋枪洋炮，体现的是中国在科学技术领域落后

于西方。但是在文化上，几千年历史的中国是否也真的不如西方国家？当时的知识分子们的确一

度深陷怀疑，连鲁迅先生都说过“汉字不灭，中国必亡”，钱穆先生提到那时人们呼吁“把线装

书扔进茅厕”。但在马戎看来，那是中国人在“亡国灭种”的世纪危机中“情急所致”。他分析，

“那时中国人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开始是学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后来学制度，推动变法，

但是到了甲午战争，看到日本维新取得的巨大变化，最后感到需要彻底改变思想观念，提出全盘

西化的口号，主张系统吸收西方所有的东西，同时否认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回顾这段历史，我

们可以认识到中国全盘西化其实并不理智，而且事实证明，这条路也是走不通的。” 

在与西方文明交往的过程中，中国人对“民族”这个概念的认知也在变化，起初跟着西方人

和日本人把中国的藏人、满人、蒙古人、汉人都叫做“民族”，后来发现列强鼓动这些“民族”

自治和独立。为了防止中国出现分裂，梁启超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国族”、“国民”这几个

密切相关的概念，强调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应以国家而不是族群为载体。马戎释疑，“因为当时中

国是以国家形态受到列强的侵略冲击，是以大清国为单元抵抗列强的侵略。在鸦片战争后的历次

反对列强的战争中，全国各族军民是一个整体。西方列强的打击对象并不区分汉族还是满族，而

是整体的大清国，逼迫大清国割地赔款，不管国内属于哪个族群，大家共同承担后果。这就是当

时的世界局势，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就是如此。法国对外称法兰西民族，其实法国内部也有布列塔

尼、科西嘉等不同群体，日本对外称大和民族，内部也有北海道的阿伊努人、冲绳的琉球人等群

体。” 

在这一时期，中国人并不是没有走过弯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最初提出的口号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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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是一个狭隘的汉人民族主义口号。马戎解释，“这个口号起初源自

日本，是日本极右翼黑龙会下属玄洋社向孙中山建议的，当时很多留日知识分子把日本视为学习

榜样，这个口号是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阴谋。日本一直致力于挑拨满汉关系，许多反满组织

和个体得到日本朝野共同资助和保护，直至 1931年建立‘伪满洲国’。梁启超当时就不赞同‘驱

除鞑虏’的口号。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改变了立场，他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提出‘合汉满蒙回藏

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努力构建全体中国人为成员的中

华民族和现代国家。” 

 

访谈：中华民族的核心认同是国家 
当今和历史的大趋势是各族交流交往交融 

 

读+ ：梁启超先生提出的“民族主义”以国家而不是族群为载体，您也主张“公民模式的民

族主义”。在身份认同方面强调国家和公民，其原因是什么？ 

马戎：梁启超之所以强调全体中国人的核心认同应该是国家，这是因为当时清朝是以国家整

体对抗极富侵略性的列强。我现在强调要加强全体中国人对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也

是因为我们今天面对的严峻的国际形势。在现代国际秩序中，中国是以国家为政治、经济单元，

与美国、俄罗斯、印度等世界其他民族国家开展外交和贸易。美国人的核心认同身份是美利坚民

族，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利坚民族内部族群繁多，它靠什么整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靠

的是宪法和公民权，所有美国人都把“美国公民”作为自己最重要的身份。苏联之所以在 1991

年以加盟共和国为单位解体，这与当年斯大林提出的民族理论、苏联民族制度建设有直接关系。

这也是为什么俄罗斯联邦在深刻反思后，于 1997年正式取消公民身份证的“民族”一栏， 强调

加强全体国民的公民身份认同。英国、法国则是最早的公民制民族国家。所以，在这种现代国家

都以公民模式建国的世界局势下，中国近期也把“中华民族”正式写入宪法，开始以公民认同为

核心构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体系。 

民国时期是讲“国族”概念的，强调全体国民的公民权。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国族”的

提法，并在斯大林民族理论影响下开展“民族识别”，把识别出来的 56个民族都叫“民族”。这

就使中国人的认同体系出现变化，在民族识别工作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过程中突出了 56

个民族的“民族”意识，客观上淡化了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华民族”。 

我们应该尊重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同时还应尊重每个公民个体的选择。目前的民

族制度和相关政策实际上给各族成员个体设立很多限定，例如某些民族“全民信教”的提法。为

每个公民确定民族身份导致各族人口边界清晰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把各族居住区的行政边界清

晰化。这些效仿苏联的做法，其结果是凸显出民族差异，构建各民族的领土意识，加深民族隔阂。

从长远来说，这与几千年来中华各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大趋势相逆反，也与当代世界以国

家为单元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大方向相逆反。正因为如此，2014年中央第四次民族工作会议后，

中央一再强调民族发展的大方向是要加强交流交往交融，要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 
 

读+ ：民族融合一直面临着求同存异的问题，各民族之间的共性和个性如何平衡？ 

马戎：谈到各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保护，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尊重个人选择。例如,有些人

希望继承和发展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和传统文化，重视母语教育，这个愿望应当得到尊重。但同时

应该提醒他们，如果不掌握国家通用语言，在社会发展、社会融合的大环境下，他的生活、就业

和个人事业发展可能会面临诸多不便。不论个体做出任何选择，社会都应予以尊重，但是这些个

人也应该承受这种选择带来的客观后果。 

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任何一个人在现代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同时，中国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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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和经济发展领域跟上世界发展步伐，需要大力推动外语学习。现在英语已成为国际通用的

世界性工具语言，所以中国各级学校都开设英语课，入学考试考英语，这是全世界外语学习的大

潮流。如果有人选择不学外语，就无法进入公立学校，如果学的外语不是英语，他会在就业、个

人发展等方面面临限制。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尊重个人在语言学习方面的选择权。 
 

推动中华民族现代化 
 

读+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下，中华民族由 56 个民族共同组成这一传统说法是否

已经不再恰当？ 

马戎：我觉得仍然可以提。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媒体和教科书一直讲中国有 56 个民族，它们

共同组成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中的兄弟姐妹。作为研究民族问题的学者，我本人曾建议保持

“中华民族”的提法，同时把 56 个民族改称“族群”。但是很多人不赞同。又如民族区域自治制

度，1984 年正式颁布《民族区域自治法》后，许多相关的制度和政策已经实行了几十年，涉及

到各种权利和利益，必须慎重对待。大的制度和方针政策不能搞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否则没有

不跌跟头的。 

目前更紧迫的是，我们应当如何普及和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这个概念包含两个层

次，一是对外，全体中国人是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大家庭；二是对内，在国家内部存

在具有差异性的多个族群，需要尊重各族群的文化差别。这个世界并不太平，中国快速发展不可

避免地引发外部反弹。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应当强调全体中国人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强调

56 个民族荣辱与共。重视中华各族几千年互相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这个大趋势在新的历史条

件下必须坚持下去，这符合全体中国人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 

要真正在全民中普及“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个核心认同，还需要一代人的努力。因为上世纪

50、60年代苏联的民族理论今天仍然是各学校“民族理论”教材的主要内容，介绍斯大林的“民

族”定义，介绍列宁的“论民族自决权”，基本上不提中华民族，这些教材影响了几代人。教育

部近期出台相关文件，要求重新审定和编辑涉及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教材，强调中华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的历史，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我相信新教材使用后，新的一代人成长起来，情况会有

所转变。 
 

读+ ：中华民族“现代化”，具体应该怎么做？ 

在鸦片战争后，中国人面临“亡国灭种”困境，情急中提出“全盘西化”。事实证明这是不

可能的。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变不成美国人。现在我们的经济和科技有了一定基础，中国人应当

重拾文化自信，努力发掘自身文化的精华。中华文明如果没有自己的文化精华，怎么能绵延五千

年历史而不中断？ 

在新的历史和国际环境下，我们不仅需要重新构建中华民族共同文化，在中华民族内部，各

族群也要努力挖掘自身传统文化的精华，为构建整体的中华文化做出贡献。而且再进一步，各族

内部也有差异，闽南、湖广、吴越各地区的汉族文化也不一样，藏区中的卫藏、康巴、安多地区

也各有差异。不管是大民族、小民族，还是各族内部的区域分支，全体中国人拥有的传统文化，

都需要经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过程，其优秀的精华部分，都应当发掘、保护和发扬。弘扬和

保护各民族传统文化，要推陈出新，努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现代化就是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它本身也不是只有一种模式。英国的现代化跟美国、德

国不太一样，各国的工业化都带有本国的文化底蕴和特色。所以，我们提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

路。在这个大前提之下，我们要推动藏族的现代化，维吾尔族的现代化，汉族的现代化……各有

特点，共同组成一个百花齐放的中华民族现代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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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这个世界是以国家为单位构成的 
 

读+ ：您最近提出了“重建中国的民族话语体系”，它的核心观点是什么？ 

马戎：在抗日战争期间，我们有一套努力凝聚中华民族全体成员共同抗击外敌的话语体系，

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唱的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抗日战争时期，不管汉

族、满族、蒙族，大家都积极投身于抗日，那时候不分族群，大家都是中华民族，反对“伪满洲

国”，反对“内蒙古自治”，反对汪精卫汉人伪政权。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形成的一个

重要历史时期。 

我提出“重建中国的民族话语体系”，就是希望大家回顾近百年中国走过的道路，吸取苏联

教训，调整话语体系，在新的历史时期共同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 

大家想想，如果这个国家垮了，经济和财政体系崩溃，不管汉族、藏族、维吾尔族，大家的

银行存款都归零，大家预期的退休金、公费医疗、养老金、低保等统统没有了，城市管理、交通、

能源、公立医院和学校等依靠国家财政运行的公共基础设施全盘崩溃，那时大家的生活、就业将

会是怎样一个局面？苏联解体后，各国民众的艰难处境就是一个榜样。今天，不管你属于哪个民

族，我们的生活、就业、养老能不能正常运行和维持，全靠国家来保障，而这个国家也要靠我们

全体国民来共同维护，在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就是我们的母亲。今天的这个世界是以国家为单位

构成的，我们必须认同自己的国家，维护国家利益，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是和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

一起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民族问题上，我们千万不能短视。 

 
 
 
 
【国际信息】 

美国加大对新疆问题的干涉 
     

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 1 

2018年 11月 2日 
 

近日，美国国会、媒体、学术界等对我新疆问题做出了诸多表态，其中有一些观点及活动我

们应予以高度关注，最重要的是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ongressional 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CECC，下称中国委员会）出台了“新疆人权法案”（详见附件），并已完成

了二读（三读之后将提交国会）。一旦该法案通过，将成为美国干预新疆问题的系统性纲领，并

以此对中国施压。此外，该委员会已于 10月 26日将关于中国人权的年度报告递交外交事务委员

会。 

    我们认为，法案有如下要点： 

    第一，法案第五款（3）明确指出，“国务卿应考虑在国务院增设一个新职位：美国新疆问题

特别协调员。”这反映了美国国会对新疆问题的高度关注，如运作成功，将是首次在政府内部设

立针对新疆问题的职务，也意味着美国国会及政府多个部门将会参与干涉新疆，包括外交、商务、

财政、文化艺术等部门，这将对中美政治、经贸、科技、安全、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产生影响。 

第二，法案第五款（8）、（10）强调，“美国商务部部长应当审查并考虑禁止向新疆的任何国

                                                        
1 执笔人：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所长（原兰州大学副书记、副校长）杨恕，中亚研究所研究生杨双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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