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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界定皆指向少数民族的现象长期持续的条件下，我国的民族观出现了偏颇，论及民族皆指

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知也常常基于这样的民族观而进行，或深受这些的民族观影响，所以

出现片面性就在所难免。其实，中华民族既不是中国 56 个民族意义上的民族，也不是这样的民

族的放大，而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民族。它包含国内 56 个民族，具有国家的形式，是中华现代国

家的支撑，并且按照完全不同的规律发展和演变。 

对中华民族形成全面、完整的认知，才能真正抓住中华民族的本质，对“我们是谁”的问题

给出一个明确而明晰答案，进而才能构建相应的理论体系、历史叙事体系、话语体系、政策体系

和工作机制，切实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策议程，充分发挥中华民族在国家治理和发

展中的资源价值，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国家崛起目标的实现。 

 

 

【论  文】 

铸牢多民族国家统一的社会心理基础1 
 

周  平 2
 

 

中国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国家统一性之间存在直接的关联。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能为国家统一提供基础性的支撑。 
 

一、多民族国家须有维持统一的政治机制 
 

多民族国家是根据人口的民族构成而界定的一种国家类型，而非国家形态演进的一个阶段或

此进程中的一种形态。国家形态演进的不同阶段或不同形态的国家，皆可能因民族构成的多样性

而被界定为多民族国家。 

多民族国家内的众多民族单位，既有自己的联系纽带和组织方式，也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因

此，多民族国家存在“一”与“多”的关系，国家统一性与民族多样性之间存在张力的问题无法

回避。统一性是国家存续的前提，也是国家的最高目标，国家须采取恰当且有效的机制来应对统

一性与多样性间的张力问题。 

作为一种政治框架和制度体系的国家，总是存在于演变和发展的过程中。而在时间序列上出

现的不同形态或类型的国家，对国家行为方式具有根本影响的国家伦理往往存在重大差异，各自

维持国家统一的机制也存在根本性的不同。 

目前，全球范围内主导性的国家形态是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成为了现代国家的基本形态。在

国家形态演进的进程中，民族国家乃取代王朝国家的国家形态。这两种具有历史连续性的国家形

态，各自维持多民族国家统一的机制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 

从王朝国家来看，王朝攫取并垄断了全部国家权力，并以世袭方式传承权力，社会人口的基

本社会政治身份为臣民，强权成为王朝统治的基本方式。国家的存续不以臣民的意志为转移。在

此条件下，王朝处理国家的统一性与民族群体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往往采取强权和利诱两种手段，

恩威并用成为其处理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张力的基本方式。 

然而，王朝国家最终被民族国家取代了。在国家主权体制形成以后，民族国家对王朝国家的

                                                        
1 本文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 年 1 月 13 日。 
2 作者为长江学者，云南大学特评教授，博士生导师。 D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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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是以国家主权由王朝或国王转移到代表民族的议会的方式实现的。民族国家之民族，乃全

体国民组成的共同体。民族国家的本质特征，就是国家与民族的结合。而这样的结合则以民族认

同于国家的方式实现，具体体现为国民对国家的认同。 

为了实现这样的结合，以此来体现主权在民的原则，民族国家逐渐建立了一套基于一元性国

民权利的制度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国家本质上是一套建立在一元性国民权利基础上进而

保障民族经由国民而认同国家的制度体系。因此，获得国民的认同也就成为了国家的基本伦理。

国家存续的正当性，皆来自于经由国民而实现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 

最早的即西欧的民族国家，国民的均质化程度很高。但是，随着民族国家的制度框架被广泛

采用，尤其是随着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起，民族国家框架的多民族国家逐渐凸显。在这样的多

民族国家中，维持国家统一所能采取的方式受制于民族国家的国家伦理，必须通过巩固和提升国

内各个民族群体对国家认同的方式进行。一旦国家的认同受到挑战，国家便会面临解体的风险。 
 

二、中华民族意识直接关联着国家的统一 
 

中国在秦统一后长期处于王朝国家时代，直至辛亥革命推翻最后一个王朝。王朝的广大疆域

内生活着的众多民族群体，在王朝国家框架内进行着持续和频密的互动。王朝国家因此具有明显

的多民族国家特征。 

王朝政权不论是汉族掌握还是少数民族控制，皆采取“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的恩威并

用的方式，对国内众多民族群体实施统治，有效地控制了国家的统一性与民族群体多样性之间的

张力，维持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鸦片战争后，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古老王朝，无法与建立民族国家并在此框架内实现了工业革

命、创造了工业文明的西方列强匹敌，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先贤们在对自救图强道路的反复

探索中，最终选择了通过构建民族国家而对传统文明进行改造，进而实现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

转型的发展道路。 

辛亥革命开启民族国家构建后，民族国家的构建促成了作为现代民族的中华民族的构建：一

方面，民族国家构建促成的人口国民化、国民整体化过程，将传统的臣民身份的人口逐步塑造成

为国民的同时，又使他们在统一国家框架内和中华民族的族称下结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另一

方面，各个传统的民族群体在逐步构建为国内各个民族的同时，也在统一国家框架内和中华民族

的族称下凝聚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由此，一个以“中华民族”为族称的现代民族逐渐形成，支撑

起了中华现代国家的大厦。 

新中国成立时，这样一个从悠久的历史中走来又具有现代民族特征的中华民族，就屹立于世

界的东方。它既是国民共同体又是多族聚合体，具有“全民一体”和“多元一体”的双重属性；

既有现代民族的一般本质，成为与法兰西民族、美利坚民族同样的现代民族，从而自立于世界民

族之林，同时又与历史上众多民族群体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相连结，具有中国历史文化铸就的特

色。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国家形态来看，属于现代国家的类型。国家的全部人口即国民又分属于不

同的民族群体，并结成了 56 个民族，因而被界定为多民族国家。这样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也面

临着国家统一性与民族多样性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且，国家的统一与国家的合法性内在地结合在

一起，依赖于各个民族对国家的认同。 

包含全体国民和国内 56 个民族的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直接关联着国家认同的形成和水

平，影响着国家的统一。因此，构建、维护和巩固全体国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以及国内各个民

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攸关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于是，巩固中华民族意识，既是构建国家认同的

基本方式，也是维持国家统一的根本方式。 D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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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切实有效方式来铸牢中华民族意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政策议程，对今天中国的统一和稳定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因此，以有效方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成为巩固和提升国家统一性的重大举措。 

不论是从国民共同体来看，还是从多族聚合体来看，中华民族皆是人群共同体。中华民族的

意识就是这个共同体的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涉及到多个方面，但归根结底就是中华民族的

成员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进一步的想象。前者是中华民族的成员对自己与中华民族同一性关系的

心理确认，后者为中华民族成员对这样确认的进一步塑造。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方能使既在

的中华民族意识更加巩固并具有韧性。 

然而，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或共同体，既由全体国民组成又由国内的 56 个民族组成，既

是国民共同体又是多族聚合体，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策议程，就须基于这两个方

面的属性，有针对性地来构建具体的推进方式，才能达成政策目标。 

基于中华民族由全体国民组成的事实或属性，从促进国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进一步想象的

路径而构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方式，成为国民意识促进机制。国民意识的核心是国民

的身份认同。从国民意识角度来增强国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进一步想象，根本上就是以恰当而

有效的方式来增强国民对自身与国家关系的认知，强化国民与国家的体制性联系，增强全体国人

的国民同一感，塑造国民身份意识和国民荣誉感、自豪感，进而增强全体国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和想象，最终达成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标。 

基于中华民族由 56 个民族组成的事实或属性，从促进各个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进一步

想象的路径而构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方式，成为民族团结促进机制。这样的机制根本

上是采取恰当而有效的方式，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紧密结合，深化各个民族对自己

与中华民族大家庭内在联系的认知，增强各个民族对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体认，最终实现各个

民族尤其是各自的成员对中华民族认同的强化，并增强朝着中华民族一体方向进行想象的自觉

性。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包括针对无差别的全体国民的方式和针对特定群体的方式。但是，

它们各自发挥作用的机制不同，也有自己的适应范围和局限，各自都不能单独完成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任务。因此，必须将两种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既充分发挥各自的功能和优势，又

使它们相互补充、规约并实现相辅相成，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才能全面推进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议程，铸牢多民族国家统一的社会心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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