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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创建
“

多元一体
”

的中华文化

文 一 马戎

内容提要 ： 全体 国 民对于 自 己所属 国家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 的性质与程度 ， 这是现代
“

民族国 家
”

政治凝聚

力 和文化凝聚力 的核心
。 中华文化的整体结构必须 涵盖 个民族及其居住 的区域 。 为 构建 亿国 民的共 同文化

，

汉族要坚决反对和 氏制大汉族主 义
， 少 数民族一方 面要认识本族的历 史和传统文化 ， 同 时走出

“

民族识 别
”

中重

视差异而忽视中华 民族共性的偏差
。

汉族与 少 数民族民众应共同推进现代化 ， 并在这一进程中巩固 中华 民族的共

同 文化 。

关键词 ： 中华文化 民族文化 少数民族 汉族 新疆 西藏 蒙古

自 世纪以 来 ，
世界各 国 先后进入 了

一个从 多部 族 申

帝国
、 部落 国家 、

王 国及世袭封建贵族领地等各种传统形

态的政治实体向 现代 民族国 家政治建构迈进的进程 。 在这

个过程中
， 每个国家 人 口 边界和地理边界的确定与变更 ’ 新政治体制的 构建 只能脱胎于原有的政治体制 ，

从石

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该 国 全体 国 民对于 自 己 国家所具有的 头中 蹦出
一

个猴子来 ， 那 只能是神话故事 。

一

个国家的文

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性质 与程度 ’ 这是现代
“

民族国 家
”

化结构更是不能脱离 历史 上延续下来的传统体系
， 作为

“

文

政治凝聚 力和文化凝聚力的核心
， 也是

一

个 国家保持政治 化
”

基本内容的语言文献 、 宗教信仰 、 伦理价值 、 生活 习

稳定 与社会和谐 的核心 ， 外部势力 只有在 内部凝聚力 瓦解 俗 、 物质与非物质的文化产品以 及 历史上的英雄人物等等 ，

之时才有 可能发挥重要作用
。 都是彼此交汇融合 的文化构成元素 。 尽管这些元素在历 史

自 鸦 片战争以来的一

个半世纪里 ， 中 国 的政治领袖和 进程 中 仍在不断演变 与重 塑 ， 但是脱离 了这些有着深厚历

知识文化 精英们就
一

直在思考应当如何构建 中 国 的政治体 史 感的基本文化元素而去重新设计的
“

新伦理
”

和
“

新文

制
， 传统帝制的

“

维新版
”

、 君主立宪 、 共和制 、 训政体 化
”

， 很可能经 不起社会动荡和外部文化冲击而短命 ， 并

制等都 曾 在讨论议程之 中 。 但是
， 对于在新形势下如何 重 使国 民陷 入

一

个
“

社会 主流文化真空
”

的境地 ，
人 们就会

新塑造
“

中 华
”

文化 ， 使之 成为 新生 中 国 全体国 民 文化凝 失去道德 底线 ，
彼此毫无 信任 ，

一

切唯利是图 。

聚 力 的核心
’

从而把国 民对新 国家的政治认 同 置于
一个文 如果要 建构

一个全体 中 国 人共享的 文化 体系
，
这就是

化认同的 基础之上
， 至今仍然缺乏

一个结构清晰 、 内容鲜 必 须考虑的两个基本要素 。 首先 ， 在 万平方公里的陆

明的 基本框架 。 我们要在 世纪树立中 国 人的文化 自 信 ， 地面积 中 ， 属于少数 民族 自 治区域 ， 其 中 人 们 最熟悉

就将设计并实施中 国 的文化发展战略 ， 无疑是一个极为 紧 的是 个省级的 自 治区 （ 西藏 新疆 、 内蒙古 、 宁夏 和广西
）

；

迫的 任务 。 第二
，

在中 国的 亿国 民中 ， 有 亿多 人属于政府认定的

马 成
，

北 京大 学社会学 系
、 社会学人类 学研 究 所教授 、 博 士 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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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民族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 序言中明确指出 ，

“

中 国是世界上历史 最悠久麵 家之 。 中 国 各族人 民 共
中华文化的整体结抅必、须在地域上涵盖所

同 创 造了 光辉灿烂的文化
”

。 从这两个构 建 国家文化的 基 有的少数民 笑自治 也方 ， 在人口 必须涵

本要素出 发 ， 中华文化的 整体结构必须在地域上涵盖所有 盖 个民族 。 全体国民共享的共同文化

的少数 民族 自 治地方 ， 在人 口 上必须涵 盖 个 民族 。 从 必须建构在中国各地域 、 各民族之间的文

历 史 角 度来看 ，
这个全体国 民共享的 共同 文化必须建构在 化交流融合的历史长河之中

中 国 各地域、 各民族之间 的文化交流融合的 历史长河之中 。 〃

入 ‘
自 从 中 央政府 实施

“

西部大开 发
”

战 略以来 ， 我 国

计会交化中
各 民族传统 的地 理居住 格局 已开始逐步发生 变化 。 根据

对少数民族的 惯性制度化 隔
年人 普錄据 ， 械族 自 治地方以 外居住的麵

人 口 已经达到 万人 ， 占 我国 藏族总人 口 的 在新
从以上角度来审视 当今 中 国 社会的文化现象 ， 我们就

⋯ 士疆以外各省 市居住的维吾尔 族人 口 已有 万 人 。 从发 展

不难发现其中 存在的问题。

民族交往的 角度来看 ，
这是十分 积极正面的迹象 。 只有 在

首先 ， 我们的文化机构 、 出 版社 、 广播 电视机构 ， 以 、

士
居住和就业格局中 逐步打破传统的民族隔 离状态 （ 藏族居

及 作家 、 剧作家 、 导演们所关注的 区 域 ， 主要是我国的 中
厂 亡 哉 厂 右 尸土土吉在藏区

， 维吾尔族居住在新疆等 ） ， 才有可能在未来真

原地区 即 汉族人 口 聚居区 ， 很少关注边疆地区和其他民族
正建立一个统一

为
“

中 华 民族 的民族 国家 。 沿海和 中部
的历史进程 、

历史人物与社会现状 。 有关历 史题材的 电影
各 省市的政府和民 众 ， 应该努 力帮助这些来到东部的藏族 、

和连续剧 ’ 除 了 入主 中 原 并被 奉 为正 朔 的兀朝和 朝外 ，

」

！隹吾尔族等少数民 族成员在本地定居和就业
， 帮助他们克

■ 入 巾 ‘

月 艮语言和生活习 俗上的障碍 ， 努 力使 他们感 到 全相都有
历史上边疆政权和边疆社会 中 的

一些杰 出人物 （ 如吐蕃王
士 兄 々讲 古 —

可能成为他 们新的 家
，
这样才能真正切实巩 固 国 家的 凝

朝 、 ■ 、 西— 、

，

蒙 部 、

聚力和少数民族民 众对国家 的认同 。 在这細 ， 我们的 新

、 —
导和影视节 目 做 了哪些促进的具体工作呢 ？ 如果通过

、 鴻香 戋幻 、

細报导和影视节 目 对他们的现实生活状况
、 他们在居住

《木府风云 》
） ， 但是与 充 斥在电视屏幕上的汉 人题材节

、 丨

和就业中 遇到的困难 、 他们 与本地居 民的父 往进行介 绍和
目 相比

， 也许还不到百分之
一

， 而且
，
在汉人观众中 又有

押 士 办 丨 山 奶私古描述 ， 相信一

定可以 掘出 许多 感人的故事
，

为加强 民族

外人
（ 特别是青少年 认真收看这些节 而藏族 、

目结 、 促进民族交 往做出贡献 。

中 国 ，
从电视上最普細广告 （ 汽车 、 服装 、 化妆品 、

減 屮 内 容 几乎全都是 汉 人 力 史 剧和汉 人 后 、 后 白
食品 、 电 器等 ） 中 很少能看到 少数民族形象 ，

中 央和东部
■

‘
‘

― ， 目 。

省
、

市电视主播人 、 大众娱乐节 目 主持人 中的 少数民族 比例

盖 亿国 民 的 共同文化 ， 恰恰 相反 是在持续不断地构建 十 石 由 广 士 对比抓 八六
也很低 。 这种格局

一方面使广大汉族观众在 日 常生活 中 感

和加深各 民族之 间 的文化区隔 和感情 区隔 。 ■工

受不到 中 国 还生活着上亿的少数族群人 口
； 另

一方面 ， 少

中 国 的电影在类别上被区分为
“

普通题材电影
”

和
“

少
数民族在王流媒体中 看不到 他 们的形象 ， 在感性上他们 如

数 民族题材电影 两 大 类 。
在

！
通题材电影 中 ’ 我 丨门

何能够树立起
“

中央政府是 自 己 的政府
， 北京是 自 己的首

几 乎完全 看不 到 藏 、 维 、 蒙 、 彝寺边疆民 族的 角 色 ， 甚至
都

， 东部省市也是我们 国 家的组成部分
”

这些重要的信念

很少看到 回 族和满族角 色 。

“

少数民 族题材 电影
”

的主题
呢 ？

总是 围 绕着 賊翻
’

民賴结 对刊显的政

！

宣
細啊巾姚视台和 作为細 人民 首細北京 电视

传 色
。

少数 民族■■产 电 时 感到某种 。

自 选拔并增加来 自 藏 、 维 、 蒙 、 等各少数民 族的 电视主

那些汉语水平低的少数民族观众在看国产 （ 普通题材 ） 电
播人和节 目 王持人 。 如果能够做到这

一 点 ， 广大藏族或维

影时 ， 就像观看韩国 和 日 本 电影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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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尔族电视观众的 感受一定是很不
一样的 ， 这将拉近他 们

与 中 央政府和北京的 感情距离 ， 有助 于他们把这些电视 台

看作是
“

自 己的电视台： 近 年 必 《 屮 》 屮 丨

§
‘ 督

现 广 来 丨 少 数民 族職 非
“

少数民族题材
”

的 《雪蓝

刀 锋》 中 出现 了蒙古 族角色 ， 这些都是令人鼓舞的变化 ，

：
丨 ： 丨观剛 霞賊

我 丨幅 特殊 的
”

你 少 数酬測 、 运 动 会
”

，

作为非
‘ ‘

少数民族
”

的汉族应当在什么程度上参与这 赛

事 ？ 如果 中 国的
‘ ‘

全运会
”

所设竞技项 目 是 比 照国 际体育 舊擎 ，

项 目 并为 国际 比赛培养选手 ， 那么与之相 区 别的全国 性
‘ ‘

传

统体 育 运动 会
”

就应 当 包括 个 民族 的 传统 体 育项 目 并

“

’ 』 “

更 名为
“

中 国传统体 育运动会
”

。 有些民族的传统体 育活

曰 门 八如 斗— 此 《 如口
桃 摊 顔 居薩鼾應 ， 越般 入

动 实 上是 同
一个地区各 族共孚的区 域性体 育娱乐活动 ，

其实不 如组织跨省区或 省区 内 的 区域性传统体育运动 会 ，

让各族民 众混合编组 ’ 共同参 与 ’ 加深当 地的民族交流 和 视节 目 使 得美 国 民众 （ 包括 白 人
、

黑人和其他群体 ） 在 日

团结 ， 还可以推动 当地的文化产业和旅游活动 。 与此 同 时 ， 常休闲 娱乐生活 的每时每刻都潜移默化地认 同并接受 了
一

许多国 家队 的队 员选拔 ， 也应该注意选拔少数民族运动 员 。 个种族多 元 、 文化多元的
“

美 国文化
”

。

当 我们的 国家篮球队里有维吾尔族球 员 、 摔跤队 和马术队
美 国的体育 活动决不 仅仅是运动与比 赛 ， 而是 已经 发

里有蒙古 族队 员 、 射箭队里有 朝鲜族队 员 、
登 山 队里有藏 展成为

一

个巨大的产业链 ， 成 为
“

美 国文化
”

不可缺少的

族队 员 时 ， 不仅这些少数民族的 民众在观看这些比赛时 的 组成部分 。 橄榄球赛 、 棒球赛
、 篮球赛

、
田 径比赛 、

心情会 完全不同 ， 汉 族民 众在观看这些比赛时也会增强对 拳击比 赛 及所有相关体育 明星们都拥有 无数
“

扮丝
”

。 我

各 少数民族的亲近感 。 们也注意到 ， 所有这些体育 都不是以种族 族裔 来分组的 ，

在一定程度上 ， 我国 在文化 、 娱乐 、 体育 等领域 中 形 所有 运动 员 都以完全平等的资格来参与运动和比赛 。 在许

成的 习 惯性制度化区 隔
’ 造成汉族年青

一

代对我国 各少数 多体育项 目 的顶级明星 中 ’ 大 多数是黑人 。 美 国体 育文化

民族的 生疏与 漠视 ’ 也造 成各 少数民 族对汉族社会与文化 的构 建 与运行使黑 人 等少数族裔 成为美 国社会 中 不可分割

的 心理隔膜 。 这些习 惯性制度 化区隔带来 了 这两部分 国 民
的组成部分

’ 也使 黑人把 自 己视为 美国体 育的骄傲 。 影视

交 往中
一

系列文化隔膜 、 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 ’ 在一

定程 文化 、 歌舞文化 、 体育文化等等 ’
这些都是美 国 文化的重

度上影响 了 中华民 族认同意识和共 同文化的构建 。 要组成部分 。 也正是这样一

个
“

美利坚文化
”

构成 了 各种

族国民 对美 国这个 国家的政治认同和爱 国主义 的基 础 。 这

多族群的美国 些来 自 不 同国 度 、 拥有不 同肤 色 、 讲不 同语言 、 信仰不 同

如何构建全国性的
“

民族文化
”

宗教的 美 国国 民彼此之 间 最重要的 认同 ， 就是对
“

美 国 公

民
”

这
一

身 份的认同 。

多 种族 的 美国并没 有
“

少数种族题材 电影
”

和一般 （ 白 如果我们去 问美 国 学者 什 么是
“

美 国 精神
”

， 他们在
’

人
） 电影的 区分 。 当然 ， 美 国 也拍摄了 少数以黑人

、 印 第 介绍美 国 价值观时一

定不会忘记谈到 美 国的 多种族社会和

安人生活或 人物为主线的 电影 ， 但是 其他绝大 多数 电影通 多元文化 。 尽管美 国社 会仍然存在
一

定程度 的种族社会差

常都包括不同种族的 角 色 ， 近 年来美 国拍摄的 电 影 几 距
， 也不时出现黑 人 反对种族歧视的 和平示威 ， 但是必须

乎找不到纯 白 人 角 色的 电影 。 同时 ， 在美 国的 电视新 闻和 承认 ， 自 上世纪 年代
“

民权运动
”

以来 ， 美 国 的种族

其他各 类 节 目 的主持人 中 也有 相 当比 例的 黑人 ， 这样的影 关 系 已 经 得到 很 大改善 。 年有黑 人血统的 奥 巴马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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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当 选美国总统 ， 也是大多数美 国 白 人摈弃种族偏见的
一

个证明 在这个改善种族关系 的过程中 ， 美 国知识界 、

在 〒制勺 禾多 、 混 、 通翻 棚史

视界 、 大众娱乐界等努 力构建全 国性的
“

民族文化
”

的作 进程中 ， 中原与周边地区各族居民之间

用 ， 是不可忽视的 。 发生了多次复杂的交往与融合 ， 没有哪
一

中 国以
“

民族
”

为界限对影视作品进行分类的后果是 ： 个民族在血统上 可以说是 纯种
”

。 中华

我国 电影观众在 日 常文化娱乐中 完全无法感受到
“

中国 是 各方笑白勺刘七
’

也 斑羊
—

个 千年 目互
一个多 民族国家 ’ 我们 的社会是

一

个多 民族社会
”

这样的
交流融合的过程中发展形成的 在血缘

信息 ’
更难 过这 文化■节 目 了 解■各 少

上 在各族的传统文化中
’

“

你中有我
数 民族的 历史 、 语言 、 宗教和风俗 习惯 。 现在我国 电影中

我中有你
”

很少出现少数民族主人公
，

这就使广大汉人 民众在 日 常生
〒 闩

〃
活娱乐中 无法获得与少数民族相关的知识积累甚至基本意

识 ， 如果汉族人来 到西部城镇寻求就业机会 ， 他们对于少 汉族和少数民族应加强共性认同

数民族知识的 极度 匮 乏
， 很容易使他们产生对当 地少数 民 我们 可以 从汉族和少数民族两个 方面来考虑如 何 化解

族的文化误解 ， 滋生大汉族主义心态和心理隔膜 ，
这对当 隔 阂并加强共同认同 。

地的 民族交往和社会经济发展 ， 无疑非常不利 。 从汉族方面考虑 ， 首先就要坚决反对和抵制大汉族主

义 ， 鼓励汉族民众和青少年以平等和尊重 的态度去 了 解和

培育能够凝聚各族国民的共同文化 学 习 其他族群的历 史和传统文化 。 由 于汉族人 口 众 多 ， 相

对比较发达 ， 成为 中 国社会的主流群体 ， 所 以
“

汉
一少数

中华民族相互交融的历史积累 民 族二元结构
”

导致 的一个倾向
， 就是把汉族社会与

“

中

年费 孝通教授提出 了
“

中华民族多元
一体格局

”

，
华民族

”

、

“

中 国
”

等同起来 （
马 戎 ， 。 中 央和各

对几千年中 华民族形成的历史勾 画 出 了
一

个轮廓 ， 指 出这 地媒体谈到 中华民 族的祖先就是黄帝和炎帝 ， 谈到 中华 民

样一个 历史悠久 、 虽 经 朝 代更替而 文化 主线绵 延不绝的 族的象征就是作为 中原皇帝象征的
“

龙
”

； 媒体报刊 讨论

多族群政治实体 ， 在近代西方帝国 主义 侵略下逐步从
一个

“

中 国精 神
”

时 ， 列举的代表人物都是中原汉人 ； 大学的

“

自 在的 民 族
”

演 变成一个
“

自 觉 的 民族
”

（ 费孝通 ，

“

中 国语言文学 系
”

研究的仅 是汉文典籍著作 ；

“

中 国 历

。 从鸦片战争 、 甲 午战争到抗 日 战争 ， 中 华各族都 史
”

的研究对象 主 要是以汉文记载下来的汉人 和中 原皇朝

积极投身于反抗帝 国主 义侵略 、 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 、 保 历史 ；

“

中 国传统文化
”

是汉人和中 原皇 朝的传统文化 ；

卫传统文化的战斗中 。 这个千年文明的 多族群政体也在这 在许 多重要事务和叙事中忽视甚至漠视少数民族的存 在和

一

救亡 图 存的殊死斗争中 从
“

大清朝
”

转变为
“

中 华民 国
”

感受 。 这样一种 自 觉 或不 自 觉地把汉族和汉人 文化等同于

和
“

中华人民共和国
”

。 在 世纪特别是抗 日 战争中 ，

“

中
“

中 华民 族
”

和
“

中华文化
”

的思维定式 ， 对于构建 国家

华 民族
”

成为 团结各族 、 各党派 、 各阶层共同抗战的统一 层 面的政 治文化和
“

中 华民族
”

认同 具有极大的 破坏性 。

旗帜 。
我们的 国 民 必 须认识到 ：

只有 汉族 ， 就 不能 叫
“

中 华 民

由 于在几千年的迁移 、 混居 、 通婚的漫长历史进程 中 ，
族

”

； 没有各 少数民族 ， 中 国 也不可能拥有今天广 阔的疆

中 原与 周 边地区 各 族居民 之 间 发生 了 多次复 杂的 交 往与 域 。 近代汉人狭隘 的 民族主义曾 严重威胁中 华民族的 团结

融合 ， 费孝 通教授称之为
“

民 族成分的 大混杂和大融合
”

，
与统一

， 深刻的历 史教训必须时刻牢记 。

“

从生物基 础 ， 或所谓
‘

血统
’

上讲 ， 没有哪一个民 族在 从少数 民族这一

方面考虑 ， 需要更加全面地认识和理

血统上可以说是
‘

纯种
’ ”

（ 费孝通 ， 。 中 华 解本族的历 史和传统文化 ， 认识中华各族之间久远的 历史

各族的文化 ， 也是在这样一个几千年相互交流融 合的 过 渊 源和相互交 织融汇 的共同文化 ， 认识到无论在血缘还是

程中 发展形成的 ， 不仅在血缘上是
“

你 中 有我 ， 我 中 有 在文化上
， 中 华各族在不同程度 上都是

“

你中 有我 ， 我中

你
”

， 在各 族的 传统文化中 同 样是
“

你 中 有我 ， 我中 有你
”

。 有你
”

。 如藏族与汉族有漫长的通婚历 史 ， 新疆东部 （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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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另 一

个 方面看 ， 各 群体对
“

中华民 族
”

的认同存在程度

：

“
‘

两 丨
丨 丨

上的 差异
，

这表 明要使 个 民 族的干部 、 知识 分子和广

大民众建立起对中华民族的髙度政治认 同 ， 依然是一项非

編航

—
“

民族主义
”

分裂中国

霧 中 国 在许 多领域面临激烈的 国 际竞争 。 些西方国家

至今依然保持着
“

战国称霸
”

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 它们不

以
“

中 华民 族
”

为单元 建立 兄 个 民族文 化组成的有机 的文化共同 体 、 共刚 能正视中 华文化传统中
“

和而不同
”

的辩证思维和
“

己 所
政治认 同 ，

是 中 国软 实力 建设的核心

不欲 ， 勿施于人
”

的 磊落胸怀 ，
更 习 惯于

“

零和游戏
”

而

不懂得如何去追求
“

双赢
”

。 它们在 国际交往 中 习 惯 于树

哈密 ） 的维吾尔 族也有和中 原民众 通婚的 传统 。 少数 民族 立一个
“

敌人
”

’ 然后极力 削弱这
一

“

战略敌人
”

的实 力 。

民 众需要更 多地关注各族历史 的共享和各族文化的共性 ， 它们采用 的最常 见和最有效的做法之一

， 就是利用 其
“

潜

走 出
“

民族识别
”

中 重视差异而忽视共性的偏差 ， 认识到 在敌国
”

内部的族群
‘ ‘

民 族主义
”

和国 家分裂运动 。 欲使

本族传统文化也是中 华文化的组成部分 ， 努 力 把对 中华文 这些 国 家内 部持续的矛盾 冲突也 必然大 大削 弱该 国 的 实

化的认同 放在更高
一

个 层面上来认识和理解 。 力 ， 使其无法完成现代化 目 标并丧失国 际竞争力 。 苏联解

体后 ， 中 国很 自 然地成为美 国 的
“

霸权竞争对手
”

，
只是

“

社会变化的主流是现代化 ， 而非汉化 事件
”

打乱了 美 国 遏制中 国的计划 ， 而 当美国 从伊拉克和

总体 来看
，
近代以 来中 国社会 发生的变化主流不是

“

汉 阿富汗脱身并致 力于
“

重 返亚洲
”

以来 ， 中国 开始面临前

化
”

， 而 是现代 化 ， 只是沿海汉 人 地区对外开放和吸收西 所未有的 压力 。
此时此刻 ， 全体中 国人 必须头脑 清醒地认

方文化要比西部边疆地区早
一

些 。 所以 ， 少数 族群 民众不 清这
一

国 际大形势 ，
不能过于天真 。

应把这些源 自 欧洲并 被世界 各 国 普遍接受的现代文化形式 我们 必须关注中 国软实 力 的建设与巩固 。 以
“

中华民

看作是
“

汉文化
”

， 由 于担心
‘ ‘

被汉化
”

而心存戒心 。 同 族
”

为单元建立 个 民族文化组成的有机的文化共 同体 、

时 ， 汉人 自 己 也不要把少数民族民 众接受这些现代文化形 共 同 的政治认 同 ， 是 中 国软实 力 建设的核心 。 个群体

式看作是
“

汉化
”

， 而应当 与 各少数 民族民 众
一起对西方 的 所有成 员都是这 个共同体的兄 弟姐妹 ， 每个群体无论 人

文化
“

取其精华 、 弃其糟粕
”

， 共同推进现 代化 ， 并在这 口 多 少和发展基 础如何 ， 都将在 中华 民族的发展进步过程

一

进程中 巩固中 华民族的共同文化 ，
发 展 中华各族独特的 中获得 自 己的发 展 ， 每个 公民的利益和每个群体的文化传

传统文化 。 中 国 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提倡
“

和而不同
”

和
“

己 统都将受到保护 和弘 扬 ， 同时在继承发 展 各 族群传统文化

所不欲 ， 勿施于人
”

， 这样一

种博大的 文化 包容力 和
“

海 精华部分的基础上逐渐 自 然地相互融合 。

纳百川
”

的世界胸怀 ， 在我们构建中 华民族的 民族主义 时 中 国 在 世纪的 文化战略 目 标之一 就是努力 梳理和

应当 加以继承 。 调节 国内 各族群 、 港澳台群体文化之 间的互动合作 关系
，

中 国 土地辽阔 、 群体众 多 ， 历史上 中 原皇朝直 接统属 维护
“

和而不同
”

的 长 期共 同发 展
、 平等交 流的文化格局 ，

的 行政疆域在不同朝代有很 大变 化 。 因此
， 我国 族群关 系 引导 各群体学会欣赏 并吸收 其他群体的传统文化 ， 加快创

的演变是 复 杂和多样的 ， 我们今天在认识问题和制定政策 建
“

多元
一

体
”

的中 华共同文化 。

上不能采取
“
一

刀 切
”

的简 单做法 。 从
一

个方面来看 ， 我

们把中 华民族作 为
“

民族构建
”

、 国 家
“

政治文化
”

构 建 （
编辑 萧枫

）

的基 础有 着深厚的 历 史积累 ， 是一个能够实现的奋斗 目 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