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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前的民族关系问题从社会学学科的视角来

思考和分析，我最主要的观点，就是我们在认识和分

析中国今天的民族关系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

必须从实际社会调查所获得的事实出发，实事求是，

而不是从“本本”出发来讨论问题。凡是长期在民族

地区工作或者在民族地区做深入调查的，我想都会发

现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现在的民族关系和上

世纪五六十年代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对此我有很深的

感触。

1968年到1973年这5年里，我曾到中蒙边界的蒙

古族牧区插队当牧民。那时北京知青和蒙族牧民之

间，虽然语言不通，习俗不同，但是关系非常好。当

时还出现了挖“内人党”的政治运动，我们刚刚从北

京来不久，也不懂“内人党”是怎么回事，但是有件

事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在1968年冬天，我们公

社的民兵副连长是蒙古族，他被造反派抓住，关在公

社“牛棚”里，晚上他趁看守不注意跑了出来，在附

近找了一匹马骑马往北跑，我们公社位于中蒙边界，

往北20里就是外蒙古了，他走到中蒙边界，在那儿停

了一会，冬天雪地上的马蹄印看得很清楚，之后他又

掉头往回跑，过了公社再往南走了20里，最后在一棵

树上上吊自杀。他忍受了那么大的委屈和折磨，就是

不愿意离开祖国。而国境外是和他同属一个“民族”，

有同样语言习俗的蒙古国。在那样一种政治斗争的条

件下，这个蒙族青年干部对我们党和国家仍然是那样

的信任和依恋。我听到这件事后受到很大震撼。这就

是上世纪60年代中国的民族关系。

这些年来我们到新疆和西藏去做社会调查，有许

多机会和当地的干部、大学生进行交谈，我们感觉从

民族关系的气氛上、相互感情上和当年相比完全是天

壤之别。如果不是当地的民族关系的整体气氛出了大

问题，也绝不会发生拉萨“3·14”事件和乌鲁木齐

“7·5”事件。有些人总是讲“中国的民族关系是世界

上最好的”，“7·5事件不是民族问题”，我觉得这就不

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必须从我们亲眼看到、亲耳

听到的社会事实出发，必须看到中国的民族关系确实

存在问题，而且不是小问题，不能继续脱离社会现实

情况来谈中国的民族问题。

在社会学的社会变迁研究中有一个重要的分析视

角，这就是“代际更替”。各国国家的社会都在不断发

展和变化，每一代人都是在某种特定的社会氛围和社

会体制中成长起来的。特别是在剧烈的社会变迁的年

代（如战争或革命），儿女一代人的成长环境、世界观

形成期间的社会政治环境，很可能与自己的父辈很不

一样。当年轻一代到了20岁、30岁并进入各种社会岗

位后，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可能和父辈很不一

样。所以在社会学研究中，需要实事求是地对每一代

的成长环境和行为方式开展社会调查，认识“代际差

异”，从而理解在一个国家里大规模的“代际更替”会

对社会的运转、社会各群体之间的互动带来什么影响。

从“代际更替”的视角来分析比较50—60年代和

近20年的中国民族关系，代际之间的巨大差异和这些

差异给民族关系带来的影响就很清楚了。我们现在面

临的少数民族青年干部、青年知识分子、大学生和青

年农民有相当一部分是“70后”和“80后”甚至“90

后”，已经不是他们父辈那一代人了。他们的父辈是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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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和50年代出生的那批人，他们成长和懂事的年代

正是西藏进行民主改革和废除农奴制、新疆进行土地

改革把地主土地无偿分给贫苦农民的年代，当时被剥

夺的地主、农奴主是少数，得到解放并分得土地的普

通农民是大多数，他们当然从心里感激共产党和中央

政府，我们党的威信在50年代和60年代是空前的，即

使遇到1959年那样的经济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

那样的政治运动，各族干部和民众都是从心里拥护党

和热爱祖国的。1959年和1960年困难时期的生活条件

要比今天苦得多，但是各族民众没有什么怨言。这是

老一辈经历了翻身解放和土改分田地所建立的社会价

值观，他们现在已经 60岁、70岁了，基本上都已退

休，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也已减弱。现在他们的子女一

代在70年代以后出生，在他们世界观形成的年代，听

到的大多是“文革”时期的冤假错案、阅读的是“伤

痕文学”，共产党和党的领袖的威望在批判文化大革命

“极左”错误时受到严重损害。而在改革开放中，他们

必然面临升学、就业的激烈市场竞争和生存压力，对

外开放又使境外各种宗教势力、政治势力渗透到国

内，并通过现代通讯工具广泛传播。所以中国少数民

族群体（包括干部、知识分子）的“代际更替”是我

们目前面对的非常关键的社会结构变迁，不理解这一

点，仍然以50年代和60年代的情景来想象今天少数民

族青年的思想和行为，是一定要做出错误判断的。

要做到实事求是，最基础的工作就是开展深入系

统的社会调查。作为社会学的研究者，我们需要去和

普通老百姓、普通大学生、农民工交朋友，听他们把

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听他们讲对政府的看法、对共

产党的看法，他们对政府很多具体政策的看法，他们

对生活问题、宗教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实实在在的看

法。而且只有和他们交朋友，他们才会告诉你自己真

实的想法。这些真实的观点和情绪，不是通过政府组

织的研讨会、座谈会所能够听到的。现在很多少数民

族干部嘴里有两套话语，在不同的场合讲不同的话。

所以现在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就首先要通过交朋友

来了解普通老百姓的真实情况和真实想法。把各个社

会阶层、各个年龄组的少数民族民众的基本情况调查

清楚，只有这样，我们的政府对民族关系的现状和发

展趋势才不会误判。

对现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的问题，大致可以

分为两类。一类是民生问题，汉族地区也有民生问

题，也有腐败和干群关系问题，也发生过恶性的大规

模群体性事件如瓮安事件。但是同样的民生问题，如

果发生在新疆或在西藏，它表现出来形式和社会后果

可能很不一样。当地民众会把这些社会矛盾与民族利

益联系起来。除了民生问题之外，在少数民族凝聚区

还存在一个认同意识或者“民族意识”问题，当地的

少数民族和汉族是否以“民族身分”区隔为两个不同

的群体，我们的少数民族民众在心里是否认同中国和

中华民族，还是把自己“民族”的利益放在国家整体

利益之上。少数民族的政治和文化认同问题，是我们

要关注的第二类问题。我们过去的民族理论宣传，过

于强调56个民族之间的差别和特点，忽视了中华民族

的共性和公民意识的教育，在这一方面，需要进行讨

论和反思。

另外一个需要特殊关注的，就是前面提到的“代

际更替”问题。比如法国2005年的街头骚乱，烧了几

万辆汽车，问题的核心就是“代际更替”。在法国出生

的这些阿尔及利亚青少年的追求和比较的参照系与他

们的父辈完全不同，而法国政府和主流社会对此毫无

察觉，这个教训我们要吸收。中国的代际问题正好反

映了我们这些年在经济、政治体制包括社会管理体制

的重大变化。在拨乱反正之后，中国国内民族问题的

政治色彩在客观上被突出和强化了，一方面政策给予

少数民族的特殊权利和各种优惠比原来加强了，但另

一方面社会管理的力度和利益协调补偿机制在减弱，

许多政策落不到实处，激烈竞争的市场机制使许多少

数民族青年处在不利和被歧视的状况。所以中国的社

会制度和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市场机制弱化了

政策调节能力。因此，作为中国民族问题的研究者，

我们必须要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加强社会调

查，同时要开拓视野，积极吸收其他国家处理民族问

题的经验和教训。不管是美国还是苏联、印度，这些

国家都有相当丰富的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总之，通

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深入调查，广泛吸收和借鉴

国际经验，我们应当有信心把中国的民族关系逐步引

导到一个健康的轨道上，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这才

是中国在21世纪和平崛起的真正的软实力。

（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中国社会与发

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 魏静茹

国际视野国际视野

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