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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族意识的产生

马 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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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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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对民族意识及其各种具体表现
,

如
“

民族
”

是人类社会群组划分中的一种
、

族群之间的差别
、

民族群体与实际利益
、

“

民族
”

的象征性意义作了具体论述
,

从而说明民族意识的产生与演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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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们观念 中的民族定义及有关基本理论所 己民族族属的意识? 有了这种意识之后
,

人们又是如

涉及的领域很广
,

从最基本的方面看
,

大致可以概括 何处理 自己与他人 (本族或其他民族的成员 ) 的关

为三个方面的内容
:

一是对
“

民族
”

如何定义
,

即明确 系 ?譬如一个汉族农民
,

他从南方农业区迁移到北方

我们使用 的
“

民族
”

一词的含义是什么 ? 不同的民族 蒙古族草原牧区定居
,

他怎样界定 自身与当地的蒙

群体是根据什么标准相互区别开的 ? 每个研究者在 古族牧民 ?如何与他们交往与共事 ?又如在美国生活

进行理论探讨和具体研究时
,

都必须事先对 自己的 的中国移民及其后裔
,

作为黑头发黄皮肤的族群
,

其

研究对象 (即民族 )作一个界定
,

这是与前人文献和 族群意识是怎样获得和演变 ? 他们如何与白人和黑

其他人的研究成果进行学术对话的前提条件
。

二是 人族群交往和共事?

民族意识的产生和传递
,

人并非天生而有族群和民 无论是从宏观 (群体 )的层面上还是微观 (个体 )

族身份的意识
,

那么这种意识是如何获得的 ?这种意 的层面上
,

这三个部分的研究是社会学的民族研究

识又如何在代际之间
、

在人们的交往过程中相互传 特别予 以关注的
。

除此之外
,

尚有两点应 当引起我们

递
、

延续 和变化 ? 三是民族群体之间
,

各民族的成员 的注意? 第一
,

人类的起源在这个地球上是多元的
,

之间在交往过程中的关系
,

这些关系体现在哪些方 各个群体的发展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是隔绝的
,

面 ? 受哪些因素影响? 在这些交往中
,

族群意识如何 各 自有着各自发展的轨迹
,

形成了不同的观念系统
,

具有象征性意义并影响个人与群体行为 ? 我们在研 包括群体界定的观念
,

这些观念体系之间存在共同

究整群关系的同时
,

需要特别关注分层不同群体的 之处又有各自的特殊性
,

所以需要从多元的角度来

个人之间的关系
,

在研究 中把各个族群内部整体与 认识世界上的民族现象与民族概念 ;第二
,

民族群体

个体两个层次之间的互动和族群之间整体与个体的 的界定和民族意识的产生
、

延续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

交叉互动既有所联系
,

又有所区分
。

换言之
,

世界各 它的内涵与外延都随着外界场景和内部结构的变化

地有如此众多的人类群体
,

他们如何界定自身和相 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而处于不断的变迁之中
。

互界定? 学者如何来界定他们?学者进行这种界定的
“

民族
”

一词的定义是学者讨论的问题
,

但其现

基础是什么 ? 人们出生后通过什么途径得到有关自 实基础是社会民众中广泛存在的民族意识及其各种

[收稿 日期 ] 19 9 9 一 0 9 一 2 7

【作者简介】马戌 ( 19 50 一 )
,

男
,

L海人
,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 研究所所长
、

教授
,

博士生导师
,

主要从事民族社会学
、

人 口学研究

一 14一

DOI : 10. 13727 /j . cnki . 53 -1191 /c. 2000. 02. 002

Administrator
文本框



第 2期 马戎
:

论 民族意识的产生

具体表现
。

学者与普通民众的认识和理解会有相同

之处
,

但也可能各有不同的侧重
。

从现有学术术语的

定义出发进行考证
,

是一种常见的研究途径
,

但是从

存在于民间普通人意识中朴素的观念和感情出发进

行分析
,

运用访谈调查方法来了解实际生活中人们

有关某种群体意识的产生与变化的生动过程
,

可以

帮助我们从感性上理解这些学术术语 的社会来源
,

从而更深刻地理解这些术语词汇的社会含义
。

一
、 “
民族

”
是人类社会群组划分中的一种

古人说
“

食色
,

性也
” ,

这是说人类有一些方面具

有与其他动物一样来自生理遗传的先天性本能
,

如

对食物
、

水
、

性生活的追求
,

以此维系人类的生存与

繁衍
。

群组 (包括
“

民族
”

)意识和观念并不是天生遗

传而来
,

而是在后天环境中逐渐产生
、

明确和发展

的
。

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和交往中
,

有时需要把人类社

会成员进一步划分为群组
,

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划

分方法
,

而其划分的根据则各有各的实用性 目的
,

其

中最主要的是对各自
“

利益
”

不同的群组加以界定
,

并处理群组之间的利益冲突
。

`

对于人类社会中
“

群组
”

的划分
,

根据具体实用

性 目的可以有许多种方法
,

如划分为种族群体
、

民族

群体
、

种姓群体
、

阶级
、

阶层
、

性别群体
、

年龄群体
、

行

业群体
、

职业群体
、

政治群体以及各类 自发性或非 自

发形成的组织群体① 。

这里有三点值得注意
:

第一
,

这

种划分是
“

实用性
”

的
,

是在具体的社会场景中应具

体的需求而出现的
,

因此在不同的地域
、

不同社会环

境中
,

这种
“

群组
”

的划分 (标准
、

内涵 ) 可能会不一

样 ; 第二
,

社会场景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
,

因此
“

群组
”

的划分标准也会随之演变而不是固定不变
,

“

群组
”

之间的边界也在变动之中
,

甚至会出现位于
“

边界
”

的重合部分
,

如族际通婚夫妇会对双方都有

一定的认同感 ; 第三
,

在不 同的社会场景中
,

不同划

分方法确定的不同范畴的
“

群组
”

可能会出现部分重

合交叉现象
,

如一个人可能既属于一定的年龄群体
,

又属 于一定的职业群体和一定的民族群体
。

对于一

个国家内各种
“

群组
”

的称谓
,

也存在几种情况
: ( l)

对于历史古老群组的称谓
,

是在本国社会发展与语

言流行的过程中形成并沿袭下来
,

如中国对佛教僧

人称为
“

和尚
” ,

对 自秦汉以来中原的文化主体族群

称为
“

汉人
” ,

这些称谓都已有很 久的历史 ; ( 2) 随着

社会变迁
,

从
“

引进
”

的社会结构中出现 的新兴群组
,

其称谓有可能借鉴来 自其他国家同样
“

群组
”

称谓的

翻译
,

如中国近代社会中出现的
“

资本家
” 、 “

工人
” 、

“

干部
”

这样具有特定含义的群组称谓
。

( 3) 对于本国

一些传统
“

群组
”

的称谓
,

也有可能会参照其他 国家

的
“

类似
”

群组的
“

翻译
”

而有所演变
。

我国过去传统

上把各个族群称作
“ x x

人
” ,

后来开始称为
“ x x

族
”

或
“ x x 民族

” ,

也是从国外翻译过来的
“

日耳曼

民族
” 、 “

大和民族
”

等族群称谓中借鉴而来
。

民族称谓
,

正如费孝通教授所说
,

有一个从
“

他

称
”

转变为
“

自称
”

的过程
,

从整个民族族群来说是如

此
,

而对于每个个人来说也是如此
。

如一个小孩子出

生在多民族城市的回族家庭里
,

需要其他人 (如父母
、

邻居
、

同学 )告诉他
,

他是
“

回族
” ,

与周围的汉族是不

同的
,

告诉他不同的地方具体是些什么
,

他才能逐渐

建立起
“

我是回族
”

的相应意识
,

这一意识也会在周围

一些汉族和回族人的不断
“

提醒
”

中保持下来或发生

变化
。

如果一个小孩子出生在草原上的蒙古族家庭
,

周围没有其他民族的成员
,

也许只有到了一定年龄才

从书本上和其他人那里了解到还有
“

民族
”

这种区分

和其他民族的存在
,

得知 自己是蒙古族的一员
,

至于

蒙古族与其他民族究竟有什么不同
,

在他亲身接触外

族人员之前
,

必然是模糊的
。

存在于不同民族之间的

可以被人们察觉到的差别
,

可能很大很明显
,

也可能

很模糊
,

这样小孩子的民族意识也会随着族群差别的

明显程度有着深浅或强弱的差别
。

如果父母属于族际

通婚的情况
,

小孩子关于民族意识的获得和自身族群

认同问题会依据具体情况 (如父母之间的权威关系和

生活社会的状况 )而更为复杂
。

梁启超先生曾说
“

何谓民族意识 ?谓对他而 自觉

为我
。 `

彼
,

日本人 ;我
,

中国人
’

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
`

我中国人
’

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
,

此人 即中华民

族之一员也
”

(梁启超
,

19 22
:

43 )
。

费孝通教授说
“

同

一民族的人感觉到大家是同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的

自己人的这种心理
”

就是
“

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
”

或

民族意识 (费孝通
,

19 8 8 : 1 73 )
。

熊锡元认为民族意识

包括
: “

第一
,

它是人民对于 自己归属于某个民族共

同体的意识 ; 第二
,

在与不同民族交往的关系中
,

人

们对本民族生存
、

发展
、

权利
、

荣辱
、

得失
、

安危
、

利害

等等的认识
、

关切和维护
” 。

这里的第二个方面是第

一方面的 自然延伸
,

同时也说明在广大民众的 日常

生活中
,

他们的民族意识并不是抽象的
,

来自生活中

的实践同时也表现在他们的行为之 中
,

个体的民族

意识和感情汇集成群体的情绪
,

而群体的情绪 又会

反过来影响个体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
。

注意从个

人的感受来分析民族意识的产生及其变化
,

从心理

学和个体与群体心态及其互动的角度来研究 民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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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与行为
,

引起我们更多的关注
。

三
、

民族群体与实际利益
二

、

族群之 间的差别

“

民族
”

族群之间的差别是区分
“

民族
”

族群的基

础
,

我们可以列举的主要差别有
:

( l) 体质差异 (包括

外貌
、

肤色
、

毛发
、

体形等
,

体质差异是与血缘关系的

远近密切关联的 )
,

( 2) 文化差异 (最突出的是语言差

异
,

其次是宗教差异
,

还有价值观念差异
、

生产习俗

差异等等 )
,

( 3) 经济差异 (传统经济活动类型
、

经济

活动中不 同的角色
、

分配方式中的本质性差异等 )
,

(4) 居住地差异 (不同的地域
,

或者同一个地区中不

同的 自然或人文生态区域
、

居住流动性等 )
。

参看表

1中关于民族区分的标准
,

大致与此相同② ”

在我们

把一个族群与另一个族群做对比时
,

它们之间可能

同时存在着一个 以上的差异
。

而且 由于历史上或近

代各族群之间所发生的密切交往
,

出现 了许多
“

混合

型
”

族群或一个族群中存在着一些
“

混合型
”

部分
,

这

就使得族群鉴别和差异分析变得更为困难
。

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
,

最容易注意到的人们之

间的差别是体质差别 (长得一样不一样 )
,

其次是语

言差别 (说话能不能听得懂 )
,

再其次是生活习俗差

别 (穿衣
、

饮食
、

器具等方面是 否不同 )
,

经济活动中

的差别不是小孩子容易观察到的
,

他们对于居住在

其他地域的另一些族群也很少有感性接触的可能
。

正是在这些实际观察中并在成年人 的启发教导下
,

小孩子们会逐渐产生对一部分人的
“

认同意识
”

(即

认同为
“

自己群体
”

) 和对另外一些人的
“

分界意识
”

(即区别为
“

其他群体
”

) ②
。

除 了自身的感性了解之

外
,

通过大人的讲述和阅读书本
,

也可以使小孩子获

得有关民族及其特征的抽象知识和 自我民族意识
。

正因为中国绝大多数民族之间在体质外表上没

有明显差别
,

又有着几千年的文化交流
、

经济交流
、

人员交流以及一定程度的通婚
,

中国各民族之间相

互区别的意识与其他多民族国家的情况 比较是相对

淡漠的
,

尤其是那些能够讲汉语并与汉族生活习俗

差别 不大的少数 民族成员
,

民族意识相对会更淡漠

一些
。

总之
,

一个族群与周围其他族群具有差别的方

面越多
,

差别程度越大
,

它的民族意识也就越强 ; 反

之
,

差别越少越不明显
,

民族意识就越淡漠
。

一个民

族内部
,

根据其人 口居住地点的环境和与其他民族

交往融合程度的不同
,

各部分成员的民族意识的强

弱也会存在着程度的不同
。

所以把一个民族的成员

们具有的民族意识的状况
,

看作是十分复杂
、

各自不

同和不断变化 的
,

而不是整齐划一的
。

在实际社会中有了族群的划分之后
,

在族群整

体这个宏观层次和具体成员这个微观层次上都会存

在
“

族群身份
”

对他们 (他或她 )的利益所产生的正面

影响或负面影响这一问题
。

社会学家在把
“

社会分

层
”

( S o c ia l S t r a t i if e a t i o n )的概念运用到族群关系时提

出了
“

民族分层
”

( e th n i C S tar t i if e a ti o n ) 的概念 (马戎
,

19 9 7 : 16 8 )
,

说明在许多多民族国家里
,

各个民族在

社会地位
、

经济收人等方面存在着以民族族群为基

本分野的社会阶层划分
,

即是说在一个国家内存在

着各民族群体之间在政治
、

社会
、

经济等方面的差

别
。

一些族群 由于种种原因而占据了社会中的优势

地位
,

而另一些族群则处于劣势地位
,

甚至存在着 以

立法形式规定的民族歧视
,

如美国和南非长期实行

的种族歧视政策
,

马来西亚的马来人和华人之间的

不平等
。

在那些存在着民族不平等和歧视政策的国

家
,

在那些虽然在法律上承认民族平等但事实上存

在着
“

民族分层
”

现象的国家
,

无论是占优势的族群
,

还是占劣势的族群
,

都会为捍卫或争取 自己族群的

利益而斗争
。

一个人属于那个族群
,

仅仅具有这一身

份就会使他在社会利益和机会的分配中享有特权或

遭受歧视
,

在利益和机会分配方面的族群差别越大
,

族群之间歧视的程度越严重
,

优势族群捍卫 自身特

权和劣势族群力图改善 自身状况 的动 力也就越强

烈
。

在这种以族群划界的利益分配中
,

各个族群都把

增强民族意识作为加强 自身凝聚力的手段
,

民族的

象征性意义也在这种斗争中鲜明地表现出来
。

民族优待政策
,

在实践 中是一种资源分配的不

平等政策
,

在一些国家 (如以前的南非 )是 占优势的

民族 (白人 )保持 自身优势的手段
,

在另一些国家 (如

中国 )则是占优势的民族 (汉族 ) 通过对其他少数民

族的优待而逐步消除历史上遗留下的在政治
、

经济
、

教育等方面的民族差别的手段
。

两者的 目的与后果

截然不同
,

但在实践中所体现的都是族群间的不平

等
。

在群体之间为争取各种利益而相互抗争时
,

每个

族群都会涌现出一些领袖人物
,

他们力争使自己被

本民族 和社会其他部分接受为本民族利益的代表

者
。

族群领袖利益与族群的利益存有相同的方面
,

也

有不同
。

当族群的状况改善和提高时
,

领袖作为族群

成员之一也获益
。

同时
,

作为族群领袖
,

他们在代表

族群抗争和奋斗时也可能得到个人的特殊的政治或

经济利益
。

领袖与本族民众之间存在着多种互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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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民族意识的产生

系
。

领袖为了争取与巩固本族民众对他的支持
,

也会

关心本族民众
,

为他们争取利益
。

由于这些领袖人物

在政府中的权力增大后
,

可能会惠及所代表的族群
,

所以民众中也有拥戴和支持本族群领袖的动力
。

族群代表人物中不乏真正的民族领袖
,

他们视

本族整体利益为最高利益并不惜为此牺牲一切
。

但

是
,

也有一些人以争取民族利益为旗帜
,

使 自己成为

各方面认可的族群代表人物
,

从而提高自己的社会

知名度
,

在政府的政治格局中得到一定的地位
,

改善

个人的社会地位和收入
。

在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中
,

可

以从正面和反面两方面得到利益
,

若与政府合作
,

他

们可以在政府或议会中得到位置 ; 若作为反对派而

活动
,

则可以从敌对的外 国政府那里得到政治上和

经济上的支持
,

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或内战中
,

甚

至有可能成为新政权的领袖而掌握权力
。

四
、 “
民族

”
的象征性意义

不同的族群名称 (如
x x 民族 ) 一旦确立之后

,

除了反映族群之间的实质性差别外
,

也会具有一定

的固定形象 ( im ag e )和符号象征 (
S
y m bo l) 意义

。

在实

际过程中
,

群体间实质性差别的消亡很可能早于群

体名称象征意义的消亡
,

特别是对群体的划分予 以

制度化之后
。

例如
,

我国户籍制度中关于
“

民族成分
”

的正式登记会有意无意地提醒人们他们具有
“

民族

成分
”

和民族差别
,

而与民族成分相关的各种政府制

定的优惠政策 (生育
、

入学
、

就业
、

提干
、

福利等等 )则

会在客观上强化人们的民族意识
,

并必然会引导人

们把
“

民族
”

作为争取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的手段
。

许多人在 多年登记为汉族之后 又要求改 为少数 民

族
,

他们的
“

民族意识
”

中是把少数民族成分视为具

有
“

含金量
”

的
。

在民族意识和疑聚力的过程中
,

一些

本族的古代传说 (如黄帝对于汉族 )
、

历史人物 (如成

吉思汗对于蒙古族 )与本族群有关的山水城市 (如长

白山对于朝鲜族 )
、

本族独有的生活习惯
、

宗教信仰
、

歌曲舞蹈等等
,

都可能被固定下来
,

不断加工或者神

化
,

最终被人们视作本 民族的象征
。

这些象征或者标

志着本民族在历史上的辉煌
,

或者标志着本民族与

其他族群的区别
,

成为向下一代进行民族意识教育

的主要内容
。

有时民族差别在许多方面完全消失了
,

人们甚至很难指出两个民族之间的实质性差别
,

但

由于抽象
“

民族象征
”

仍然消失
,

人们的民族意识也

依然存在
。

在缺乏实质性差别但是存在族群特殊利

益的情况下
,

也许
“

民族象征
”

会被人们有意地强化
,

作为维持本族民众的民族意识的重要手段
。

在民族关系长期处于矛盾冲突的状态下
,

或者

政府有关政策有意或无意地不断强化民族界限和民

族意识的情况下
,

这些具有民族象征意义的东西就

会被人们强化
,

甚至创造出新的民族象征来
。

而当民

族平等真正实现
,

民族融合成为大趋势和部分成为

现实时
,

这些具有民族象征意义的东西就会逐步淡

化甚至消失
。

所 以
,

一个多民族国家内
,

对于民族象

征物强弱演变的分析
,

也是理解民族关系变化趋势

的一个重要视色
。

民族意识的产生
,

它在不同社会产

景下的演变
, “

民族象征
”

在加强
、

保持民族意识方面

的作用
,

都是我们应当研究的专题
。

在 5 0 年代
,

中国少数民族获得了平等的政治地

位
,

得到各项优惠
,

这种政策使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

情绪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发展
,

表现之一就是在进行
“

民族识别
”

时申报 了 4 00 多个族名
。

这种情绪是封

建制度和国民党政府长期压迫中积累下来
,

而在解

放之后表露出来
。

建国 50 周年来
,

如果做横 向比较
,

我国部分民族 (如与汉族差别较小
、

长期与汉族混居

的满族等 )和一些民族的部分成员 (如在城市和政府

就业
、

长期与汉族职工共处的人员 )的民族意识在淡

化
,

也有部分民族的民族意识有所加强
。

如果做纵向

比较
,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

民族意识的发展趋势也不

同
,

这些变化受到国内形势和政策的影响
,

也同样受

到境外政治势力和国际外交的影响
。

从世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来看
,

随社会
、

经济
、

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的发展
,

民族最终是会

相互融合的
。

一个正常发展的社会
,

它的各个方面

(包括民族关系 ) 的发展方 向应当与人类社会发展的

总趋势一致
。

如果出现逆反情形
,

这种短期逆反也必

然有它的道理
,

往往是在此之前一些外力压迫积累

的结果
。

从当前世界的大局势来看
,

西欧在趋向于
“

合
” ,

东欧和前苏联在趋 向于
“

分
” 。

西欧是所谓
“

民

族一国家
”

的发源地
,

在社会
、

经济
、

文化发展达到一

定的水平后
,

在
“

多元
”

的基础上探讨实行某种形式

的
“

一体
” 。

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长期 自称是实现了民

族平等
、

创造了和谐的
“

民族大家庭
”

的
。

但从近年表

现 出来的实际后果看
,

东欧和前苏联 的民族问题在

社会主义体制下解决得并不好
,

不然不会在苏联解

体后不久即以民族冲突和内战的形式表现出来
,

说

明缺乏真实基础的
“

一体
”

最后仍可能向
“

多元
”

转

化
。

民族意识的产生与演变十分复杂
,

影响民族意

识变化的因素也很多
。

对于民族意识的发展方向
,

民

众与政府都在有意识地进行某种引导
,

民族象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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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
,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强化或弱化
,

都反映了一

个国家民族关系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

因此也是我们

在研究中需要特别予以关注的问题
。

在这方面的调

查与研究工作巫待加强
。

(本刊 20 0 0 年第 l 期马戎 《关于 民族的定义 》 为本文的相关文

章
,

请参照阅读
。

)

注 释
:

① 在社会心理学中有
“

小群体
”

之分 (小群体指其成员之问有直接

的
、

个人之间的
、

面对 面的接触和联系
,

大群体成员之问只是 以间

接的方式联系在一起 )
,

民族无疑属于
“

大群体
” 。

十分可惜的是
,

现代社 会心理学关 于大群体的心理研究尚不多见
。

② 孙中山先生 曾提 出
,

人类的分别有造成种种 民族的原因
:

( )I 血

统
,

( 2) 生活 (谋生方式 )
,

( 3) 语言
,

( 4) 宗教
,

( 5) 风俗习惯 (孙中

xlJ
,

19 8一
:
6 2 0 )

。

这些 因素的归纳大 6I] 小异
。

③ 这两者是一个对应的概念 (黎岩
,

19 8 8 )
。

有些研究提出
“

民族属性

意识包括民族自我归属意识
、

民族认同意识
、

民族分界意识等三

个层次
”

(金炳镐
,

19 94
:
8 6 )

。

其实三者之问是密不可分的
,

没有

“

分界
”

就无所谓
“
认同

” ,

而
“

认同
”

就是
“

归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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