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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到民国 》 ：

解读
“

中华民族
”

近代构建的
一

个视角

马 戎

（ 北 京大学 ， 北京 １００８７ １
）

［摘 要 ］ 民 国 时期 的 国 家 思 想 史 、 民族概念 史是 中 国 历 史 转型 时 期研 究 最重 要 的领 域之一
，

决 定

了
“

国 家
”

和
“

民族
”

之 间 究 竟 应 当 是一 种什 么 样的 关 系
。 在 国 内 外形 势的 逼迫和政治 冲 突 中

，

各政 党

和重要 学 者 的民族理论 、 民族政 治 纲 领如何演 变
，
这些 历 史 的梳 理更是 中 国 民族 问 题研究 者 必 须 关 注 的

研 究 专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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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在鸦片战争 的惨败开启 了亚洲 历史 的一个新难
， 谭嗣 同 悲怆地感叹 ：

“

世间 无物 抵春愁 ， 合 向 苍

时代 。冥
一

哭休 。 四万万 人齐下 泪 ，
天涯何处是神 州 ！

”

一

直位于东亚政治 、 经济和文化 中 心 的 中 国从此中 国人应 当 如 何 想 、 如 何做 才 能做 到
“

救亡 图

陷入
一

个在帝 国 主义 列强 持续侵 略战争 中 割 地赔款 、 存
”

呢 ？

极尽屈 辱的恶 性循环之 中 。 几千年来 以 自 我 为
“

天这是清朝后期 、 民 国 初年 中 国各族无数官员 、
学

下
”

中心 、 俯视
“

蛮夷
”

的 中 华 文 明 与另 外
一

种 完者 、 军人 们都在苦苦思考 、 反复探索 的 问题 。 中 国 从

全不 同 的文 明 体 系 相 遇 后 ， 在 只 懂
“

丛林法 则
”

并东亚
“

天 下帝 国
”

沦为殖 民地半殖 民地 的这个过程 ，

且
“

船坚炮利
”

的西方 文 明体 系无情攻击 下 ，
这个也是传统 中华文 明 的政治与社会秩序 、 文化与伦理秩

“

天下 帝 国
”

竟 显 得如 此不堪
一击

， 故李鸿 章惊 叹序分崩离析的过程 ，
是 中华 民族被迫探索新的生存之

“

此三千年 未有之大变 局
”

。 林则徐 主持编辑 的 《 四道的过程 。 上至朝廷中 的重 臣督 抚 ，
下 至 民间 的文人

洲 志 》 让 中 国人第
一

次真正睁 开了 眼睛看世界 。 中 国志士 ， 凡是有爱 国 心和关心 时事 的人 ， 无不参与到 这

在反 侵略 战 争 中 的
一

再败绩 ， 令郑 观应在 《 盛世危
一

事关 国 家命运和 亿万 民众 生存的思 考与讨论 。 从某

言 》 自序 中感叹 ：

“

时势又变 ，
屏藩尽撤 ，

强邻 日逼
，

种意 义上说
， 那也是

一

个
“

百花 齐放
”

的特殊 时代 。

… …

危 同 累 卵 。
… …

感激 时 事 ，
耿耿不 能 下脐

”

。 严郑观应建议发 展 资本主义 工商业 ，
以

“

商战
”

抵御

复 翻译的 《天演论 》 介绍 了
“

物竞 天择 ， 适者 生存 ， 帝 国 主义的经济侵略 ； 康有 为提出 了
一

个世界大 同 的

优胜劣败 ， 弱者先绝
”

的社会达尔 文主义 理念 ， 这 是乌托邦 ， 主张改 良 维新 ； 梁启 超力主变法 ，
构 建

“

中

与儒家传统 、 道家理念 、 佛教伦理等 中 国人熟悉 的 文华 民族
”

的大 民 族主 义
；
章 太 炎 、 邹 容鼓吹

“

种 族

化传统全然不 同 的 另
一

种生存与发展之道 。 甲 午 战争革命
”

，
主张通过排 满来建 立

一

个新 的汉人 国家
；
孙

再次让 中 国人通过切肤之痛真正地认清 了 自 己 是
“

弱中 山 则最 初主张学 习 美 国模式进行 中华 民族在政治上

者
”

。 眼见 中 国 人 即 刻 面 临
“

亡 国 灭 种
”

的 万 古 劫的
“

民 族构 建
”

，
在他对 美 国 失 望 后 又转 向 苏 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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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
提 出

“

以 俄为师
”

。 从美 国 归 来 的胡 适提 出
“

打想和不可 能完成 的 。 尽管国 民党政府 的许多文件档 案

倒孔家店
”

，
而李大钊 、 陈 独秀 既是把马克思主 义 的今天仍未公开或难 以 看到 ， 但是近些年不知不觉间 已

阶级斗争学说和
“

无产 阶级革命
”

主张介 绍 进 中 国经有大量历史文献正式 出 版 ，
如 中 央档案馆编 的 《 中

的先驱 ， 也是 中 国共产党 的 主要缔 造者 。 到 了３〇 年共中 央文件选编 （ １ ９ ２ １
－

１ ９４９ ） 》 （ １８ 册 ） １９ ８９ 年 出

代以 后 国 内各界人士 提出 的各种 政治主 张 ， 大 多是 以版 ， 中共 中 央 党 史 研 究 室 编 的 《 共产 国 际 、 联共

上种种学术理念 、 政治 光谱的延续 。（ 布 ） 与 中 国 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 （
２ １ 卷 ）

１ ９９ ７
－

应对世界性 的大变局 ， 需要 中 国 人从根本上调整２０ １ ３ 年出 版
，
中 国 第二历史 档 案馆 编 的 《 中 华 民 国

大思路 。 反思历史足迹 ， 对 比 国 际经验 ， 这是 当 年这档案资 料汇 编 》
１
９９４ 年 出 版 ， 荣孟源 主编 《 中 国 国

些思想 家们 拓展视野和思路 ， 寻 求更新政治 理念 、 充民 党历次代 表大 会及 中 央 全会 资料 》
１ ９８ ５ 年 出 版 。

实分析工具的基本方法 。 总之 ， 系统了 解清末尤其是另外建 国 以 来 毛泽 东 、
刘少 奇 、

周 恩来 等人 的 《文

民 国时期 围绕
“

中 国 应 当 选 择何种 道 路
”

这个 大议稿 》 自 ８０ 年代 以 来也陆续 出 版 。 大 陆 学者不仅能够

题所发生 的理论争辩 ， 包括
“

武器 的批 判
”

的种 种看 到台 湾 出版的 民 国人物回 忆录 ， 台 湾 的许多历史档

实践 ，
不仅是今天 的 中 国 人认识并理解这段重要历史案也 向 来访的大陆学者 开放 。 这些浩 如烟海 、

看似枯

的切人点 ， 也是我们认识 当前 中 国社会面 临许多 重大燥的历史档案和文献 当 中其实蕴藏 了许许多多值得认

问题 的历史根源 的思想 基础 。 中 国 的近代历史是那么真发掘 的重 要信 息 ， 只 要研究 者肯 下 功 夫 ， 必 有 所

厚重 ！ 几代人为 了 中 华 民族 的
“

救亡 图 存
”

绞 尽 了得 。 与此 同时 ，

一

些 民 国 时期 重要学者 的论著也在近

多少脑 汁 ！ 付 出 了 多少 血泪 ！ 我们 真是不应淡 忘 了这些年编撰 出 版 ，
如 《傅斯 年 全集 》 在 ２００３ 年 出 版

；

段历史 。《顾颉刚全集 》 在 ２０ １ ０
－

２０ １ １ 年 出 版 。 这些珍贵史 料

转 眼之间 ， 新 中 国 已 经 成立 ６０ 多 年 了 。 近些 年与历史文献的系统出 版为今 天的学者们 研究 民 国 时期

来 ， 由于边疆
一

些地 区 的 民族问题有所凸 显 ，
推动 了的思 想史和政策演变史提供了 条件 。

学术界在对于
“

民族
”

定义 、 中 国
“

民 族构建
”

模今天我们研究 民 国 时期 的政治史 、 思想史和社会

式 的大讨论 ， 并 引 发 对 １９４ ９ 年 以 来 中 国 民 族理论 、 史 ， 需要面对的是两方面的 困 难 。

一

是上 面提到 的研

制度和政策实践效果 的 反思 ， 这些讨论和反思 又不可究 者是否能够看到 各 种重要 和 核心 的 档 案史料文献 ，

避免地使人们把
一些 核 心 问题 的讨论追 溯 到 民 国 年缺乏 这个基本条件 ，

一

切无从谈起 。 二是政 府和 主流

代 。 例如对于
“

民族
”

定义 的讨论 ， 使人们重 新 阅社会是否在意识 形态方 面 给研 究者设立 了
一

些
“

禁

读 １９ ３９ 年 围 绕顾颉刚
“

中 华 民 族是
一

个
”

文章所 引区
”

， 这些禁区让研究者 无从下笔 ， 动 辄得咎 ， 甚 至

发 的争论 ；
对孙 中 山从最初 的

“

兴 中 会
” “

同盟会
”

令人对
一

些敏感题 目 望而却步 ， 退避 三舍 。 从笔者这

的宗 旨
“

驱除鞑虏 ，
恢复 中 华

”

，
在辛亥革命后转变些年 的经验看 ，

现在研究者所处的学术 环境 和政治环

赞 同
“

五族共和
”

， 提出
“

中 国人 的 民族主义就是 国境 已 经发生 了很显著 的变化 。

一

是许 多历史 文献和材

族主义
”

之后 ， 他 在 内 心 是否仍然坚持
“

大汉族 主料 已 经公开 出 版或能够查 找 到 ， 这是必须加 以 肯 定

义
”

， 在学界也 出 现
一

些评议 ；
又如 中 国 共产 党 是如的 。 但是 ，

我们期望在这些方面主管部 门 的 思想 可 以

何从最初提倡联邦制 转 变 为实 施 民族 区域 自 治制 度进
一

步地解放 ， 使民 国重要政治人物 的文集 、 民 国 时

的 ， 对于这
一

重大转变 的 原 委 ， 人 们 也 有 不 同 的解期北 洋政府 、 南京政府的
一

些重要历史档案材料可 以

读 。 我们 今天 如 何 回答 这 些 理解 近 代 中 国
“

民族 构正式 出 版
，
这无疑将推动 民 国史 的研究 更加 深人 。 另

建
”

过程的核 心 问题 ？ 当前 中 国学 者 最需要做 的事 ， 外 ，
有 些传统 的

“

敏感
”

话题 也能够讨论 了 ， 比 如

就是对这段历史相关的所有文献资料进行系统 、 细致笔者写 的关 于
“

民族
”

定 义 和讨论我 国 民族政策 的

的梳理 ， 以 可靠的史料 文献为证据 ， 揭示这些文 献背文章 ，
有些杂志不能登 ， 但在另 外

一

些杂志还是能够

后 的那些 当事者在 不 同历史 时 期 的真实 思想 和思 维刊出 的 。 总体来看 ， 我们这个社会的 开 放程度 和包容

逻辑 。程度 已 经有 了很大的改善 ， 那 么 ， 剩下 的 问题就在 于

在改革开放之前 ， 这样 的文献研究工作是难 以预研究者 自身 了 ，
就看 我们 肯 不 肯 、 愿 不 愿意 沉下 心

？３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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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 踏踏实实 去查找资料 、 阅读文献和认真思考 。最危急 的 １ ９３ ９ 年 提 出 这样 的观 点
，
具有特殊的 正面

现在年轻学者压力很大 ， 负担很重 。 所在单位 的意义 。 今天 中 国民族关系出 现 了新的严峻局 面 ， 更认

各种指标性考核逼着他们不得不去写
一

些
“

短平 快
”

为坚持
“

中华民族是
一

个
”

在 ２ １ 世纪仍然是
一

个不

的文章 ，
研究成果的数量有 了 ，

质量却难 以 提高 。 但能 回避的大命题 。

是
，
也能读到

一

些精彩 的好文章 ， 作者踏踏实实地讨第八章和 第九章 主要讨论
“

共产 国 际
”

对 中 国

论 问题
，
引证了许多别人很少注意但却 十分重要 的史国 民 党和 中 国共 产 党在 民族 问题纲 领方面 的 重要影

料 。 笔者以前不认识 熊芳亮 ，
而是从 《 中 国 民族 报 》响 。 不仅

“

国 民 党
一

大宣 言
”

主 张
“

民 族 自 决
”

，

上读到他写 的
“

国 民党
一

大宣言及其对 民 国 民族政治共产党二大 的 《关于 国 际帝 国 主 义 与 中 国 和 中 国 共

的影 响
” “

蒋介石 的
‘

民族主义
’

思想与 民 国时期 的产 党 的决议案 》 中 也主 张
“

蒙古 、 西藏 、 回疆三 部

民族政治
”

等 文章 ， 感到他对文献 、 史料的发掘和 独实 行 自 治 ， 为 民 主 自 治 邦 ；
在 自 由 联邦 制 原 则 上 ，

立思考超过笔者以前读过的相关文章 。 因为 自 己是没联合蒙 古 、 西 藏 、 回 疆 ， 建 立 中 华联 邦共 和 国
”

。

有读过 《 国 民党
一

大宣 言 》 的
，
更不 了 解 孙 中 山 和 １ ９３ １ 年 《 中 华苏维埃共和 国 宪法大纲 》 宣布

“

中 国

苏俄顾 问 鲍罗 廷之 间 对此 的 争议 ， 读后觉 得 很 受苏 维埃政权承认 中 国 境 内 少数 民族 的 自 决权 ，

一

直

启发 。承认到各弱小 民 族有 同 中 国脱离 ， 自 己 成立独 立 的

《从大清到 民 国 》 ， 笔者认 为这是一本在 历 史文国 家 的权利
”

。 可 见苏联 模式对 中 国 共产 党影 响 之

献方面认真下 了功夫 的研究成果 ， 全书共分十章再加深 。 第十章 以孙 中 山 到毛 泽东为 例 ， 对
“

三 民主义
”

一

个
“

附论
”

。 第
一

章系 统分析清 朝政府 的族 类政 治和
“

新民 主主 义
”

理论在 民 族 问题上 的主 张 进行 了

是如 何从初期 和 中 期 以
“

种族隔 离
”

为宗 旨 的
“

多对 比 。 随后 的
“

附 论
”

集 中 讨论
“

民族
”

与
“

国

元化治理
”

体系 ， 在晚清 的 变 局 中 不 得不推 行
“

新家
”

之间 的关系 ， 介绍 了 国 内 学术界近年来对相 关

政
”

，
试图转型 为

“

民 族 国 家
”

。 第二章讨论
“

五 族问题开展 的争论 ，
毫无疑 问

，
这是 民族 问 题研究 中

共和
”

的 思想 渊源与理论局 限 ， 革命党和共和 派在辛最核心 的 政治议题 。

亥革命 的大潮 中 联 合起来 ， 并顺应时势 把
“

驱 除鞑从 １ ９ １ ２ 年到 １ ９４９ 年
， 中 国 面临 的国 际国 内 形 势

虏
”

的偏狭种族主义主张调 整为全 国 民众更易 接受 的持续动荡 ， 这部书特别注意 以形势变化为 历史背景来

“

五族共和
”

， 但是
“

三 民 主 义
”

中 的 民族主义究竟分析孙 中 山 、 中 国 国 民 党 、 中 国 共产党 的
“

民 族
”

如何诠释 ，
中 国究竟有多少 民族 ，

这些 核心 问题仍然概念
、 民族理论 、 民族制度设想的演变历程 ，

这是很

缺乏 明 确的 诠释 。 第 三 章 的 主 题是
“

民族 自 决
”

与难得 的 。 当然 ，
在部 书中应用 的

一

些 概念和从文字解
“

国 民党
一

大宣言
”

的历史 真相 ，
孙 中 山 转 向

“

以 俄读中 引 出 的一些因 果关系是否适当 ，
对一些历史人物

为师
”

后 ， 苏联顾问对孙 中 山 的政治主张 和国 民党 的
“

民族主 义
”

思 想 的概括是否 准确 ，
这些都是可 以 在

改组发挥 了重要作用 。

“

国 民党
一

大宣 言
”

中 明 确 支今后进行讨论的 。 任何研究成果也都存在这样或那样

持中 国 境 内 各少 数 民族
“

民族 自 决权
”

的条款究竟的 问题以及进一步完善 的空 间 ， 但是 我们需要对作者

是如何产生的 ， 苏联顾 问鲍罗廷对孙 中 山 施加 了哪 些认真做学 问 的精神给予充分的肯定 和鼓励 。

压力 ， 熊芳亮在这
一

章 中给与详尽的介绍 。 第 四章和民 国时期 的 国 家思想史 、 民族概念史是 中 国历史

第五章介绍 了戴季 陶在 国 民 党 中 央的 民族理论制定 中转 型期研究最 重要 的领域之
一

， 决定 了
“

国 家
”

和

所发挥的重要 作用 ，
以 及

“

国 族
－

宗族
”

论 是 如何
“

民族
”

之 间究竟应 当是
一

种 什么样 的关系 。 在 国 内

出 台 的 。 第六章和第七 章里系统分析 了 在抗 日 战争 期外形 势的逼迫 和政治 冲突 中 ， 各政党 和重要学者的 民

间提出 的
“

国族主义
”

理论 ， 特别 介 绍 了 围 绕顾 颉族理论 、 民族政治纲领如何演变 ， 这些历史 的梳理更

刚先生 １ ９ ３９ 年发表的
“

中华 民族是一个
”

文章在 国是 中 国 民族 问题研究者必须关注的研究专题 。

内各界掀起的大讨论 。 从笔者个人的观点来看 ，
是完

全同 意顾先生 的观点的 ，
而且特别是在抗 日 战争形 势责任编辑 葛 卫

？３ 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