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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促进我国民族关系和谐的几点思考

对促进我国民族关系和谐的几点思考
蒲文成

［内容提要］民族关系关乎国家的稳定和统一。 促进民族关系和谐，全社会要进一步认识民族关

系的重要性，高度重视民族宗教工作，加快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民族之间应相互尊重、信任、讲

诚信，各民族都要认同伟大祖国和中华文化，树立中华民族意识；党和政府应进一步借鉴历史经验，讲

究策略方法，根据需要可做必要的退让；要加强法制建设，切实依法治国，并处理好若干影响民族关系

的其他问题。

［关 键 词］民族关系；促进和谐；若干思考

民族关系是民族国家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

题的基本理论和具体国情相结合，探索、制定、执行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政策，致力于平等、团结、互

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确立，各族人民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合作、互相帮助，不断巩固和

发展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绩不菲。 应该说，我国现阶段的民族关系总体

上协调，是我国历史上较好的时期之一。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进入新时期以来，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不同民族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 狭隘民族主义思潮在部分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中泛滥的问题，部

分汉族人的大汉族主义思想问题，地方政府在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一些人民内部矛盾长期没有

得到正确的认识和合理的解决，造成了部分地区民族矛盾的加剧”①。 部分地方甚至发生了涉及民族因

素的群体事件，“维稳” 成为令人头疼的头等大事， 民族关系问题和分裂主义威胁引起人们广泛的关

注。 青海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的报告中指出：“青海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并存、多文化交融，集中了西部地

区、民族地区、高原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所有困难和特点。 建设新青海，创造新生活，就必须把统筹经济

建设和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把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宗教关系作为重要任务，”报告进一步强调“正

确处理民族关系和宗教关系，这是民族团结进步的核心要求”。 为了促进我国新型民族关系更加和谐，

笔者不揣浅陋，谈以下一些思考，并归纳为十个方面、二十个字，以便挈领。

一、重视
即进一步认识民族关系的重要性，重视民族宗教工作。 民族关系是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联系和交往

� � 譹訛杨圣敏：《要缓解矛盾 不要制造敌人———对处理当前民族关系的一点儿看法》，《中国民族报》，2013 年 3 月 15 日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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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它关系到社会的和谐和稳定，还因为少数民族多在边疆，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关系影响到国家

边疆的安全和巩固。 因此，对于民族关系，从古到今几乎所有有远见的政治家都予以高度重视，把处理

好民族关系作为执政的重要内容。 民族关系往往涉及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交织

在一起，并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呈现出极其复杂性。 特别是对于几乎全民族都信仰一种宗教的民族

来说，宗教对民族意识和民族心理产生很大影响，如果对宗教问题处理不慎或不当，会引发民族之间

的摩擦和冲突，激化民族矛盾，影响到民族关系，这在我国历史上和当今世界上有许多事例。 因此，我

们经常讲，民族问题是社会发展总问题的一部分，能否重视和处理好民族关系，事关祖国的统一、边疆

的巩固、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总是反复强调民族问题的重要性，一再提

醒我们“民族、宗教无小事”，要积极稳妥地处理好民族关系，维护好民族团结的大局。 然而，在现实中

并非尽如人意，在任用、考量、培养干部中缺乏相关的硬指标；事关民族关系方面的许多工作主要靠统

战和民族宗教工作部门，其他部门则在出现突发事件时去应急灭火；不少干部很少潜下心来学习民族

宗教理论和政策，官僚主义严重，工作浮在表面，不能深入社会和群众，或作浮光掠影的“考察”，并不

很了解群众的真实想法和疾苦；工作形式主义严重，图表面轰轰烈烈，不求实际效果，耗费人力、财力

和时间，却不能有效解决实际问题。 这一切都说明，我们在重视民族宗教工作方面尚有差距，难怪一些

干部群众怀念和推崇 20 世纪 50 年代我国的民族关系。

二、发展
发展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关键。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

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经过多年发展，民族地区和全国一样，经济社会有了长足的发展，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由于自然人文环境、社会发展基础等多种原因，目前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的水平、质量、总量以及协调性等与内地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发展滞后仍是我国民族问题的主要

方面。 这种发展差距表面上看是经济问题，但它直接制约民族自身的进步和利益的分配，影响到收入、

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等一系列民生问题，影响到平等权利的行使和民族间事实上的平等，从而成为

民族问题，影响到民族关系。 因此，民族地区加快发展有助于民族平等和民族关系的和谐，为国家的长

治久安从经济上奠定基础。 目前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中，部分地区的群众对于资源的勘探和开发表现

出一些抵触情绪，分析其原因，除了神山保护之类的认识问题外，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资源开发

与当地群众的致富未能有机地结合起来，群众未能真正感受到资源开发的实际利益；二是对只顾眼前

不顾长远、竭泽而渔、吃子孙饭、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开发方式表现出无奈和反感。 因此，应该借开展

群众路线教育活动的东风，认真思考如何将资源开发与周边群众增加收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紧密

结合起来，强化生态保护理念，切实落实各种环保措施，真正建设生态文明。

三、尊重
构建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实现民族间的团结和谐，相互尊重是重要的基础，特别是在处理好

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之间关系问题上，应坚决抵制和不断消除大汉族主义思想及其影响。 我国各个民族

在经济生活、文化传统、宗教信仰以及风俗习惯等方面都自成系统，有各自不同的人文特点，很难说孰

优孰劣。 然而自古以来，由于统治阶级的偏见，对各少数民族始终有一种偏见，在所谓正统的史书中多

有污贬之词，如称少数民族为“夷狄”、“戎狄”、“蛮夷”、“胡尔”、“番子”、“鞑子”、“老回回”等等，甚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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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文献中直接用“贼”、“寇”、“鄙薄之徒”之类的字眼。 早在春秋时期，有人就提出“戎狄豺狼”，要“刑

以威四夷”譹訛。对此，带有鲜卑人血统、处理民族关系较好的一代明主唐太宗李世民曾承认“自古皆贵中

华，贱戎、狄”譺訛。时至今日，人们说话著文虽不敢再用类似词语，但真正做到尊重还有待时日，至少在一

些人群中还存在着民族歧视心理，特别是近年西藏、新疆的骚乱事件之后，这种心理有抬头的趋势。 一

些人不能严格区分一小撮坏人与多数人的区别，把反感少数人的做法扩展到对整个民族的看法，在内

地发生机场安检、宾馆住宿、出国旅游组团等方面的歧视性做法，表现出鲜明的“民族色彩”，引起整个

藏民族的反感， 影响到汉藏民族关系。 笔者曾与一些原本一心一意跟党走的老一代民族同志接触谈

心，他们都感到痛心和不理解，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做法，值得认真反思。 民族歧视心理的复活，除了

不相信民族大多数，民族宗教理论知识贫乏，以及与一些政策设定有关外，更多的是由于对民族的不

了解而造成不尊重。 尊重一个民族，其基础是先要了解这个民族，了解它的历史、文化、信仰和传统，从

中发现民族的个性和特点，以及许多值得敬重的优点。 以藏族为例，藏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

化，勤劳、勇敢、诚信、善良，疾恶如仇、同情弱者，为青藏高原的文明做出了特有的贡献，如果在实际的

交往中真正了解了该民族的这些品格和优点，从心底里尊重，民族关系不会不和谐。 民族间的交往与

人际交往具有相同性，你尊他一尺，他会敬你一丈，你若瞧不起他，他岂会成为你的朋友？ 我们应该永

远记住，民族间的帮助固然重要，但对一个民族的不尊重（包括信仰、传统、文化、风俗等），是对这个民

族最大的伤害，是影响民族关系最重要的因素，要格外注意。

四、互信
互信是民族之间相互信任，坦诚相见，以心换心，以真诚换真诚，不猜疑对方，这是民族关系良性

发展的基础。 在我国历史上，有一种根深蒂固、影响很坏的观念，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譻訛。 这一观

念从春秋时提出后，历代多有引用， 且有发展，如魏晋时期的江统阐述民族关系时强调“非我族类，其

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譼訛。 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历史上的汉族统治阶级往往猜疑少数民族，对

少数民族不放心、信不过；而少数民族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猜疑、信不过汉族，对汉族心存戒

备。 由于相互不信任，就不能坦诚相见，以心换心，相互难有真诚；由于互不信任，就会互相猜疑，不能

推心置腹，往往造成许多误解和心理创伤，甚至兄弟变仇敌，造成民族间的冲突和战争。 这种现象在历

史上太多了，因而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简单地说，就是两个字，一个是战，一个是

和”，“战争与和好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两大主题”譽訛。 因而，中国共产党人把互信作为处理民族关系

的一条基本原则，周恩来总理早在 1957 年就说过，民族间怀疑的心理增加了，“就容易助长民族分裂、

不团结的倾向”譾訛，要求民族间要互相坦诚信任。然而民族间互不信任、猜忌的余毒流传至今，我们还不

能说已经完全肃清。 实事求是地讲，在一些或个别人的思想意识中，还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相互猜疑不

� � 譹訛《左传》闵公元年、僖公二十五年。
譺訛《资治通鉴》卷 198，“贞观二十一年五月庚辰”条，第 6247页。
譻訛《左传》僖公十五年、《左传》成公四年。
譼訛《晋书》卷 56《江统传》，第 1532页。
譽訛崔明德：《对中国民族关系的十点认识》，《烟台大学学报》，2013年第 3期。
譾訛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 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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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的情况，如不尽快克服，肯定会影响民族关系的和谐，影响民族团结的大局。 近年藏区出现自焚事

件后，一些部门以维护稳定为由，对出入藏区的藏族同志严格检查，甚至一些深入基层搞调查研究的

同志反映工作多有不便，对他们的不信任感到遗憾，由此觉得待人不公，也对党的民族政策产生怀疑。

这样，互不信任的思想虽然嘴上不讲，内心深处却在滋长。 因此，我们当下有针对性地强调民族间互信

的原则，很有现实意义。

五、诚信
诚信包括“诚”和“信”两个方面的内容。“诚”即真实诚恳、没有虚假，“信”即诚实无欺、言而有信。

诚信属于道德范畴，是衡量一个人品德的重要标准之一，古有“人无信不立”的说法，倡导君子做人处

事应“谨而信”，与人交往一定要讲诚信，不欺骗人。 民族之间的交往也完全一样，如果失去诚信，则难

有和谐的民族关系。 有人研究唐朝的民族关系后指出，唐太宗即位后，常与大臣讨论诚信问题，曾明确

宣布“吾以诚信御天下，欲使臣民皆无欺”譹訛。 他将诚信推广及广德、安边，“德泽四海，德洽四夷”，用来

处理民族关系，使诚信更具有政治意义。 因而，在贞观年间出现“四夷如一家”的大一统局面，“绝域君

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譺訛。 与之相反，武则天执政期间，“民族关系十分糟糕。 东北的契丹，

经常骚扰唐朝；北方的突厥和回纥，不时起兵反唐；西南的吐蕃也兴风作浪。 究其原因，我们可以归纳

出很多条，但最关键的在于武则天的失信”譻訛。笔者以为，如果说我们的民族关系还有不够和谐的地方，

可能与以往一些政策的执行有关，或是多种因素的聚合和积累。 我们应以历史为镜，作一些回顾和反

思很有必要，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检查诚信方面的问题和不足，以改进工作，倡导民族间的诚信，以促

进民族关系的和谐，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六、认同
民族国家的认同关系到民族关系的和谐和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 许多研究成果表明，民族融合是

一种历史趋势，始终伴随着民族的形成和发展。 我国历史上，有过 160 多个古代民族（或部族），经过长

期演进融合，现在是 56 个民族。 各民族具有明显的同源性，拿人数最多的汉族来说，其实是历史上诸

多民族的融合体，是华夏民族集合的后代，皮肤纹理有很强的民族杂合性，汉族并“没有血缘意义上的

联系，只是过去对中原地区生活的人群的一个总称”譼訛。 汉藏的血缘同源已被基因鉴定证实，而语音学

又侧面证实了汉藏语言同根，随着文化历史研究的深入，龙图腾的文化符号对于汉藏民族以及其他先

民有龙文化的民族来说，还有更久远的文化图腾符号的同源性。 同样，各少数民族在繁衍发展中，也一

步步与汉族和别的民族相融合，间杂有其他民族的文化元素。 因此，在我国没有纯而又纯的汉族，也没

有纯而又纯的其他民族。 再说所谓的“中国”，并不都是汉族人建立的，秦王朝曾被视为“戎狄”，隋唐王

朝由鲜卑化的汉人建立，元朝和清朝更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 必须指出：“我们在看待中国历史时，

不能把以汉族为主体建立的中原王朝等同于中国， 把中原王朝与其他各民族建立的地方性政权对立

起来，忽略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事实。 否则，就不可理解以蒙古族为统治主体的

� � 譹訛司马光：《资治通鉴》卷 192，“武德九年十二月”条，第 6027页。
譺訛宋祁、欧阳修等编著：《旧唐书》卷 71《魏徵传》，第 2558页。
譻訛崔明德：《对中国民族关系的十点认识》，《烟台大学学报》，2013年第 3期。
譼訛周怀宗：《今天已没有纯种汉族人》，《北京晨报》，2010年 2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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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乃至以满族为王室的清朝都是中国的王朝。 ”譹訛事实证明，中国社会的特点不是以族群为认同的

社会，而是以文化为认同的社会，是多元一体，有很大的包容性。 中华民族的这种多元一体，是各民族

共融在中华民族这个社会母体之中，这个母体中又存在着各民族文化的差异，形成一体内的多元。 所

谓中华文明，是我国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共同创造的，在历史的长河中，各民族共同奋斗，创建

了祖国大家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近代在与列强的对抗中，各民族共同抵御外敌侵略，捍卫祖国统

一，虽然形成自觉的民族实体，但各民族却有着真正丰厚的历史基础、文化共识和共同的历史命运，真

正“四海之内皆兄弟”。 新中国建立后，民族间的交流更加增强，随着社会生活条件的一体化，民族的融

合进一步加剧，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各民族共生共存，共同的文化因素和利益的共同性、

一致性不断增多，在共同奋斗中进一步增进了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认同。 在民族地区经

济社会发展中，国家始终给予了高度关注，投入了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特别是在抗击一系列重大自

然灾害中，举全国之力，人们感受到国家的力量，深切体会到各民族精诚团结、互相支援的重要性。 然

而，近代欧洲的民族概念被引进后，虽然有利于民族自觉的意识，却使民族意识不断强化，成为民族分

裂思潮的基础，阻碍民族间的正常交往和民族融合，并成为国外敌对势力干涉我国内政的借口。 从国

家治理的角度讲，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在落实民族政策的过程中，强调族群的“自我认同”，而忽视了

“中华民族”认同意识的培养与巩固；我国的一些制度化的优惠政策虽然可以缓解族群间的隔阂和矛

盾，但强化了族群政治意识，一旦国内外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有可能转变为“民族主义”运动。 因

此，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特别提出了四个认同，即“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

文化的认同、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 一些智者也呼吁，在国民教育体系和社会教育中，应该大力渗

透“国家认同”的理念，培育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自豪感。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

制度，必须全面贯彻执行，但自治地方是国家行政区域的一部分，不具有主权国家的权利，不能从国家

分离出去，这是一个重要原则。

七、借鉴
我国历史上，许多政治家非常注意处理民族关系，留下了不少处理民族关系的政治智慧和成功经

验，如诸葛亮七擒孟获，使孟获心悦诚服，所部少数民族诚信归顺，从而蜀国南方稳定，保证了北伐（诸

葛亮、姜维北伐未果，是由于其他原因，绝非民族关系问题拖了后腿）；唐太宗李世民一生关心民族关

系，虚心纳谏，重用少数民族精英，积极推行和亲政策，真心相待民族首领，赢得了少数民族的真心拥

戴；清王朝为了稳定西陲，册封达赖、班禅等大喇嘛，不惜耗费大量人力财力，修建北京黄寺、承德外八

庙等，较成功地实施了民族宗教统战政策。 历史上好多思想家对民族关系提出过自己的理论见解，形

成了许多有关民族关系的思想，其中虽然有糟粕，但也有精华，可供今天借鉴。 如在处理民族关系方

面，孔子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譺訛，意思是说，边远的人不归服就修饬文德

来招徕他们，既招来了就安定他们。 他还提出了“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譻訛的原则，认为对

少数民族既要进行教化，又应尊重其历史和风俗。 两汉时期，许多政治家、思想家“继承和发展春秋以

� � 譹訛蒲文成、王心岳：《汉藏民族关系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 88页。
譺訛《论语·季氏第十六》。
譻訛《礼记·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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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大一统思想，将蛮夷戎狄视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譹訛。 隋唐时期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已经成

熟，有以隋文帝为代表的“威服德怀”理论，唐太宗为代表的“爱之如一”及“诚信”理论，陈子昂为代表

的“以夷制夷”理论，还有“推布诚信”、“天下一家”、“绥柔荒远”等等。 宋元明清时期，传统的民族关系

思想进一步完善和丰富，更明确地提出“四海为家”、“华夷本一家”，认为“君主华夷，抚御之道，远迩

无间”，应“一视同仁”、“示信以怀远方”。 总之，从古到今有见地的观点、思想、做法颇多，现有不少研究

成果，值得今天决策和工作参考。

八、策略
处理好民族关系，讲究策略也很重要。 历史上常见的策略有召见、册封、会盟、羁縻、和亲、持节抚

慰、互市贸易等等，当然也有派兵平乱、武力征讨等军事办法。 新中国建立后，由于社会所有制关系、政

权性质等的变化，我国民族关系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民族理论与

中国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成功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将它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

度，根据民族平等的根本原则，在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下，各聚居少数民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中央

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以聚居区为基础，建立自治地方，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少数民族当家做主，

管理本地区本民族内部事务。1951 年 2 月 5 日，制定出《民族区域自治试行通则》，第二年 2 月 22 日通

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规定更为全面。 1954 年的宪法有九条是民族问题的内

容。 1984 年颁布《民族区域自治法》，为有关法律规定提供了基本原则。 2005 年 5 月，中央民族工作会

议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重

申：“民族区域自治是我们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必须长期坚持和不断完善”，“必须全面贯彻

执行”。 这一制度实施多年，国家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以民族平等、团结、互助、

和谐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已经建立。但值得关注的是，民族自治法的贯彻执行还不能

说尽如人意；在从事民族工作或处理一些民族宗教问题时，还存在着方法不当或不够慎重的问题等。

以藏族地区为例，1958—1959 年的平叛扩大化，“文革”中宗教和传统文化遭到严重破坏，近年来部分

学校轻视藏语文的教学，有些地方本地人的考学、报考公务员的指标被外地人挤占，在市场化过程中

民族企业的纷纷倒闭，当地矿产资源的随意开发和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以反渗透为名无限上纲上线，

无视传统强迫僧人批判其上师，形式化的寺院教育活动，试图以武力维护稳定等等。这一系列问题，有

些（如“文革”中发生的）是全国性的，需正确认识；有些既有认识上的问题，也有策略方法上的问题，很

值得研究和总结，应继续破除“左”的思想影响，取得经验教训，认识并解决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将有助

于减轻维稳方面的工作负担，缩小行政开支，实现民族之间的真正和谐和社会稳定。

九、退让
退让，即用让步、妥协和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法解决民族之间的矛盾纠纷，避免争执升级，它也是

协调民族关系的办法之一。 在我国古代历史上，许多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在处理民族关系时，不唯靠

武力征伐，而多主张退让妥协，避免战争，如“和亲”这种政治联姻活动本身就是一种退让。 烟台大学崔

� � 譹訛崔明德、马晓丽：《隋唐民族关系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0年，第 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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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德先生多年研究我国古代民族关系史，成果颇丰，有相当影响。 他曾提出“妥协是处理民族关系的一

种智慧”的观点，以许多历史事实作论据，有较强的说服力譹訛，笔者同意他的看法。旧时，一些民族地区，

部落之间发生纠纷，常有宗教上层人物利用自己的影响和群众的信仰，出面调停说和，从而化干戈为

玉帛，用的也是劝和退让的办法。 明朝万历年间，西藏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来青海活动期间，凭借

自己的宗教地位和群众的虔诚信仰，多次调解各民族之间、同一民族内部部落之间、明朝与地方之间

的矛盾和纠纷，对安定社会、促进民族团结起过积极作用。特别是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 年），河套蒙古

首领俺达汗从今内蒙古拥众入据青海湖地区后，累犯庄、凉、西宁等地，剽掠牲畜，妨碍农桑，加害行

旅，对明朝造成威胁。 明朝感到头疼，又无办法之际，“听说俺达汗对索南嘉措非常尊重，言听计从，乃

于 1578 年（明神宗万历六年）命甘肃巡抚侯东莱差人到青海请索南嘉措到甘肃与他会晤，并嘱索南嘉

措劝说俺达汗率众回内蒙古”譺訛。 三世达赖喇嘛亲往甘州（今甘肃张掖），制止了攻入长城以南汉人区的

察哈尔王族（土默特等部）万余人众，汉人也做出让步“拿出财物使蒙古人满足，蒙古人遂回到自己牧

地，汉人从恐惧中解脱”譻訛。 事成后，三世达赖去信明朝宰辅张居正，信称他已吩咐顺义王（俺达汗）回

去。 第二年，俺达汗返回土默特本土，达赖喇嘛按照明朝皇帝的意图，办了一件明朝皇帝办不到的好

事。如果明王朝不用退让和平的办法而诉诸武力，则会付出很多人力财力，结果不一定理想。类似的例

子历史上太多了，在当今世界也有许多以妥协方式处理矛盾和民族关系的事例。 因此，在一些民族关

系问题的处理上，退让乃至妥协，是一种智慧，是一种境界和气度。 古语说，退一步海阔天空，讲的是人

应该宽容大度，不计小的得失，不为一些事争得头破血流。 我国各民族之间是兄弟关系，兄弟之间并无

根本的利害冲突，理应相互包容、谦让。 反思我们以往的一些工作，往往把必要的退让和妥协当做软

弱、不讲原则、意志不坚定的表现，宁可付出巨大的代价，也决不示弱退让，缺乏必要的政治智慧，值得

深思总结。 对于一些已经定型的做法，也可以在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大多数群众愿望的基础上，适当做

一些退让性的调整。 只要调整后群众满意，政府省心省力，何乐而不为！ 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作保障，何

惧之有！

十、法治
法治还是人治，是衡量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促进民族关系和谐需要法律的完备和严格的执行遵

守作保障。 影响民族关系和谐的因素很多，有来自人民内部的认识因素，也有来自敌对势力的干扰和

破坏。 前者需要持续性地开展社会主义法制宣传教育，通过“七进”等活动，组织干部群众深入学习宪

法、刑法、反分裂国家法、民族区域自治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宗教事务条例等法律法规，掌握基本的

法律法规知识，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律意识，崇尚法治、遵纪守法，自觉维护民族关系。 对后者必须

依法严厉打击，维护法律尊严，不能失之太软，否则就是一种变相的纵容。 这里，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

注意，要处理好：

（一）对民族意识的认识问题
民族意识是一种客观存在，有民族就有民族意识。 在一个多民族共处的环境中，每一个民族都会

� � 譹訛牙含章：《达赖喇嘛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 22页。
譺訛牙含章：《达赖喇嘛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 22页。
譻訛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三世达赖喇嘛传》，塔尔寺藏文木刻本，第 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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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一定的民族意识。 不能简单地把特定民族的民族意识视为消极甚至等同于分裂意识，人为地去

加以消除，否则容易引发民族的对立情绪；同时也不能让任何的民族意识超越国家意识和中华民族意

识，这样不利于民族团结，甚至会成为分裂主义的思想温床。 在我国，各民族共同奋斗，创建了祖国大

家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捍卫祖国统一，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各民族利益有共同

性、一致性，在共同奋斗中增进了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认同，人们对过激的强烈的民族

意识越来越反感。 如果有人利用民族意识来破坏民族关系、分裂祖国，一定要用法律的手段严厉打击。

（二）对民族主义的认识
民族主义是学界争议的一个课题。 它是一把双刃剑，积极健康的民族主义可以振兴一个民族，推

动历史变迁。 在我国近现代史上，民族主义曾是中国革命中民心思变的一个基础，我们依靠中华民族

的民族意识，搬走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获得了中华民族的解放。 但现阶段民族主义的内涵在发生变

化，狭隘民族主义也称“地方民族主义”，是一种以孤立、保守、排外为特征的民族主义譹訛。 其主要表现是

夸大本民族在历史活动中的地位， 否定一国中各民族的共同利益， 强调本民族的利益到不适当的地

步，拒绝吸收其他民族的先进思想文化。 它有害于国家意识，也不利本民族的发展，是一种限制视野、

拒绝吸收的观念，其结果画地为牢、作茧自缚，还很容易被民族分裂势力所利用。 同时，大汉族主义也

是一种狭隘的民族意识，认为对少数民族的帮助是施恩，有人把少数人闹事与整个民族相混同，或不

能理解因宗教感情引起的一些事端，视宗教问题是政治问题，随意上纲说成是搞独立，甚至说一些缺

乏国家意识的言论，不利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 不管是哪个民族，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消极、病态的民

族主义会演变为民族分离主义，将葬送一个民族。“民族分离主义是集聚和生活在特定地域上的满足

将其政治诉求与脱离现有政治共同体相联系的一种民族主义的特殊形式。 ”譺訛它在国内少数干部、知识

分子、青年学生中有一定影响，极具隐蔽性，是社会潜藏的不稳定因素，非常有害于民族团结和民族关

系，甚至影响到国家的统一。 因此，在国际民族分离主义在全球泛滥的当下，我们不能无原则地强调民

族主义，应当把坚持和发展有利于民族进步和人类进步的民族主义作为民族精神建设，必须强化中华

民族的国族意识， 反对狭隘的民族意识， 并通过强化公民意识来淡化民族差异性以构建现代国家认

同。 对于民族分离主义则要严厉打击，绝不能手软。

（三）民族关系与民族宗教问题相纠结的问题
我国许多民族具有宗教信仰，在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民族问题往往

与宗教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这就要求我们要促进民族关系和谐，必须处理好民族与宗教问题，处

理好二者的关系。 民族与宗教往往相纠结，境外分裂势力往往打着宗教和民族的旗号，以民族文化遭

到“侵略”和民族宗教受到“压迫”为借口，把宗教问题民族化、政治化、扩大化和暴力化，利用广大群众

对于宗教的信仰来达到其政治目的。 但我们的媒体总是按民族问题画线，乃至影响到对一个民族的严

格控制，发生歧视性做法，引起该民族的反感，影响到民族关系，这种危险的行为值得认真反思。

� � 譹訛樊红艳：《正确开展对青年学生的民族精神教育， 防止滋生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人力资源管理： 学术版》，2009 年第 2
期。

譺訛王健娥：《民族分离主义的解读与治理》，《民族研究》，2010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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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近年法制教育的实效性问题
近年民族地区的法制教育工作投入大、时间长、全覆盖、制度化、长效化，但有效性值得研究。 教育

规模上实施人海战术，但实际效果总是事倍功半，僧尼反映“上面讲完了，我们却什么都没听懂”，收效

不大；法制教育、社会控制投入的人力、财力、物力、精力多，社会局面是控制了，但不等于稳住了民心，

群众心里真正想什么，我们并不真正掌握；教育的途径和方法单一，长期陷入教育材料、法律法规等入

了寺院，但却难入脑入心的困局，相反引起群众的反感。 诸如此类，值得认真思考和研究。

作者简介： 蒲文成（1942— ），原青海省政协副主席，研究方向为藏族史、藏传佛教、民族宗教理

论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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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嘉靖朝四川龙州土司薛兆乾之乱研究
何金骑

［内容提要］发生于明代嘉靖四十四年（1565 年）的薛兆乾之乱是龙州外委土司集团政治生命的

转折点。 此次动乱因该土司集团中薛、李二土司内斗而起，进而发展成为威胁明王朝西南边疆要地松

潘粮道的军事反叛行动。但明王朝对待此次土司内斗的态度却明显异于其一贯的宽贷统治策略，且在

平定此次叛乱之后即着手进行改土归流，由此掀开了龙州地区历史上新的一页。

［关 键 词］明代；嘉靖年间；薛兆乾；叛乱；龙州土司

一般认为土司制度正式形成于元代，发展于明代，完善成熟于清代，并在清代盛极而衰，最终在新

中国民主改革以后消失。土司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长，地域广泛，且涉及民族众多，而其作为中

国古代十分重要的地方行政制度和民族政策，对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各民族的交流融合，维护地方

与中央之间合理的稳定关系以及保障边疆安全和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均做出了巨大贡献，发挥了积极

作用，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

学界对于土司问题的相关研究，起源较早，自 20 世纪初至今已走过百年历程，对涉及土司的政

治、社会、经济、军事、文化及重大事件、人物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 对不同地区、不同族别的土司以

及改土归流等问题的研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和骄人成绩譹訛。

而相对来说，龙州土司的研究起步较晚，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才引起关注。其中，曾维益先生算是

先行者，其《平武土司述略》譺訛一文对龙州土司集团的起源和形成、土司世系、改土归流、特点与分期等

问题都做了十分有益的论述。而后，曾穷石等学者譻訛也对龙州土司进行了关注和发掘，有着十分翔实的

� � 譹訛成臻铭先生曾统计，1908—2001年，94年中共在期刊上发表论文及出版论著 300篇（部）， 平均每年 3 篇左右；2002—
2006年，5年时间在期刊上发表论文 200余篇，平均每年 40余篇。 李良品先生统计，2007—2010年内发表各类文章 728篇，在
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213篇，平均每年 50余篇。 成果之丰富，由此可见一斑。 李良品：《中国土司研究百年学术史回顾》，《贵州
民族研究》，2011年第 4期，第 115页。

譺訛曾维益：《平武土司述略》，《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 2期。
譻訛曾穷石：《汉藏边缘的土司政治：13—16世纪龙州地方与中央的互动》，以 13—16 世纪龙州土司为研究对象，对集权的

中央政权之下，处于官僚统治级序之外的龙州土司在汉藏边缘的统治展开分析和讨论，并提出要将“土司政治”与一般“土司
制度”作概念上的区别（四川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贾霄峰：《藏区土司制度研究》，在余论部分以四川龙州土司为例，对藏区
土司制度独特的个体化和复杂多样的地域化形态进行了探究（兰州大学博士论文，2007 年 5 月）；贾霄峰、张科：《明王朝对藏
区控制研究：以四川龙州土司集团为例》，则从社会控制角度切入，进行典例研究，认为处于汉藏边缘的龙州土司集团是中央
王朝成功治理土司的一个典型范式（《青海社会科学》，2012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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