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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的由来

▲天柱峰
宝鸡天台山有一座巍然耸入云霄、气势雄伟壮观的奇峰，

人称天柱峰。天柱峰上有座“莲花顶”。每当日落日出之时，

这里霞光辉映，雾海翻腾，石莲游浮，蔚为壮观。人们称誉此

峰此景为“三味生奇花”。相传中国国名“中华”即由此而来。

传说炎帝神农成王之前，在天台山练出了一身好武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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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他约请天下部落首领，汇聚天台山比武论艺，还邀请了

天帝仲裁。由于炎帝神农武艺超群，天帝感到欣慰，想提携炎

帝作为人间帝王。便有意发下一道口谕：“谁能一夜建造一座

登天梯，能使茫茫大海之中长出石莲，吾便封谁为人间帝王，

统管天下人事。”

炎帝神农果然在一夜间造成了三座排空的天柱峰，怀中

抱着一座石莲。天帝一见，万分惊喜，当即封炎帝神农为“赤

帝”。随后，天帝沿着天柱峰登上了莲花顶，腾云驾雾，升天

而去。

炎帝神农作为一代帝王，分管南方天下，南方属火，所以

号称“炎帝”。炎帝施行仁政，受到人类拥戴。后来，炎帝神农

为了驱瘟除病，造福人类，亲自尝百草，制百药，终于制服了瘟

疫。而他自己却因吃了毒草，不幸死于莲花峰下。

炎帝神农的子孙后代，为了纪念他们的先祖，便以“三味

生奇花”为缘由，把天台上莲花峰称为“中华”（古代：“华”与

“花”相同）。世人为纪念炎帝神农的功德，便沿用此称，把中

国叫做“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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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何以称华夏

从现有的文献看来，“夏”和“中国”两种称谓在西周初年

便产生了。

古史传说，夏是最早的一个朝代。后来的周人以夏文化

的继承者自居。因此，《尚书》中常有“区夏”、“有夏”、“时夏”

等词。

周灭商后，分封了许多诸侯国，诸侯国的文化和周是一个

系统，周国既然自称为“夏”，这些诸侯国逐渐强大起来后，也

自称为“夏”，因为诸侯国众多，所以称“诸夏”，以区别于不同

文化系统的“夷狄”。

华字古音“敷”，夏字古音“虎”，两音相近，由此而推衍出

“华”字来。这样，“华”逐渐成了与“夏”异名同实的称号。有

时称“诸华”，有时又与夏字合称“华夏”。语源见于《书·武

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华夏最初指我国中原地区，后来

才变为包举全域的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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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别称

《汉书·司马相如传》：“世有大人兮，在乎中州。”颜师古

注：“中州，中国也。”此为别称之一。《晋书·石勒传》：“脱遇

光武（即刘秀），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中原”义同

“中州”，系别称之二。

《三国志·魏书》：“下迄魏晋，赵秦二燕，地据中华。”最

初，中华指黄河中下游而言，其后各朝疆土渐广，凡所统辖者，

皆称“中华”，此别称之三。《后汉书·班固传》：“目中夏而布

德，瞰四裔而抗棱。”中夏，别称之四。

魏文学家曹植《七启》中有“威慑万乘，华夏称雄”，华夏，

别称之五。战国时，著名哲学家、阴阳家邹衍提出“大九州”学

说，谓“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别称之六。

唐王昌龄《放歌行》：“清乐动千门，皇风被九州。”九州，别

称之七。《诗·小雅》：“信彼南山，维禹甸之。”朱熹注：“甸，治

也。”禹甸义同九州，别称之八。《左传·襄公四年》：“茫茫禹

迹，画为九州。”禹迹义同禹甸。谓大禹治水足迹遍于九州，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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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迹”为别称之九。又，大禹既首先划分九州，并指定名山、

大川为各州疆界，后世即相沿称中国为“禹域”，此别称之十。

另据《隋书·倭国传》载，炀帝大业三年，日本国王多利思

比孤遣使长安朝贡，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

无恙”云云，彼方则是称中国为“日没处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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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一词的出现

在１８４０年以前的汉文中，还没有发现“民族”一词存在。

古文献中涉及民族问题和民族情况时，用以表达“民族”这个

意义的词非常多，诸如“民”、“族”、“种”、“类”、“部”、“民人”、

“民种”、“民群”、“部勒”、“部人”等，只是没有把“民”和“族”二

字连在一起作为一个词。

１９８２年出版的《简明社会科学辞典》一书中“民族”一条

的释文说，“民族”一词，据今人考证，始自１８９９年梁启超的

《东籍月旦》一文。也有人提出，孙中山可能是我国最先使用

“民族”一词的人。

近有人考证，在１８９９年之前已有“民族”一词，最早见于

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年）的《强学报》。该报为康有为等维新

派发起之“强学会”所主办。在光绪二十一年第二号上有一篇

题为《论回部诸国何以削弱》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计五十年

来，由鸭苏劣地爹士蒲地十唔（译言，意为全权无限刑威独擅）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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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国，无不或弱或亡者，其何故哉？夫国之易治者，莫如君权

之独擅也，莫如民族之顺命也，而竟受制于英法之议院，有识

者可以思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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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的含义

在我国，中华民族大约是本世纪初才出现的民族称谓。

最初用来称呼汉族，但很快就用来作中国各民族的总称。赋

予这种含义，反映了中国各族人民整体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和根本利益的一致性。

中华民族的整体不可分割性，是在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

的长达两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在古代，自秦汉至清朝，

无论统治民族是汉族还是其他民族，都推行民族压迫政策，而

整个中国还没有遇到任何来自中国以外的对立与威胁，表现

出来的是中国各民族在形成统一国家过程中和平相处与兼并

分裂斗争的交错。尽管各民族在统一国家中不断发展，在政

治、经济、文化、分布特点等许多方面的共同联系、相互依存。

但民族压迫所造成的隔阂和发展的不平衡，仍掩盖着各民族

的整体和不可分割的实质。历史上形成了大汉族主义，强调

华夷、蕃汉之别。中华一词大约在魏晋时期就已经出现，直到

孙中山在１９０５年建立同盟会时，作为民族称谓，都是指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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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汉文化而言。

近代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一方面在西方人眼中，中华

民族是一个与之完全不同的民族；另一方面，中国各族人民在

反侵略斗争中逐渐认识到中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面对

帝国主义的侵略与瓜分，中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命运休

戚相关。经过反帝革命的长期实践和革命家与理论家的逐渐

阐明，中华民族这个客观存在，终于由长达数千年的自在发

展，被中华民族提高到自觉的民族觉悟。中华民族，作为中国

各民族的总称这一科学的民族称谓，就得到了确立。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

相结合，阐明了中国近代的主要矛盾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

的矛盾，必须最广泛地团结各族人民，“对外求中华民族的彻

底解放，对内求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平等”（毛泽东《目前抗日统

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在毛泽东的其他许多论著和党的许

多重要文件中，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同义词，是中国各

族人民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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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知识

民族

人们在历史上经过长期发展而形成的稳定共同体。中国

古代无此词，只用“族、族类”等形式来表达相同或相似的含

义。西方印欧语系各种文字的“民族”一词，多源于希腊文

ｅｔｈｎｏｓ，意即依靠历史、语言或种族的联系而被视作整体的人

群。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借用汉语文的“民”、“族”两字翻译西

方语言中的 Ｎａｔｉｏｎ一词，并于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传入中

国，随着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而被普遍使用。民族

有广、狭两义。广义的或泛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处于不同

历史阶段的各种共同体（如原始民族、古代民族、近代民族、现

代民族等），或作为一个区域内所有民族的统称（如美洲民族、

非洲民族、阿拉伯民族等），或作为多民族国家内所有民族的

总称（如中华民族）。狭义的专指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斯大林

于１９１３年给民族下的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

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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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目前，全世界约有

大小民族２千多个，其中中国有５６个，包括汉族和５５个少数

民族。

▲民族大团结

少数民族

在中国，除汉族以外的其他各民族的统称，即人口数量上

占少数的民族。具体包括已识别的蒙古族、满族、朝鲜族、赫

哲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回族、东乡族、土族、撒

拉族、保安族、裕固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锡伯

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塔塔尔族、藏族、门巴

族、珞巴族、羌族、彝族、白族、哈尼族、傣族、傈僳族、佤族、拉

祜族、纳西族、景颇族、布朗族、阿昌族、普米族、怒族、德昂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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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龙族、基诺族、苗族、布依族、侗族、水族、仡佬族、壮族、瑶

族、仫佬族、毛南族、京族、土家族、黎族、畲族、高山族５５个少

数民族及一些未识别的民族。总人口约１２３３３万，占全国总

人口的９．９４％。

中华民族

中国各民族的总称。“中华”一词，与“中国”、“华夏”相

通，兼有族名、国名等多重含义。历史上曾专指汉族，至近代，

用以指称包括历史上居住于当时中国境内的一切民族。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过民族识别，中华民族包括汉族和蒙

古族、满族、朝鲜族、赫哲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

回族、东乡族、土族、撒拉族、保安族、裕固族、维吾尔族、哈萨

克族、柯尔克孜族、锡伯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

塔塔尔族、藏族、门巴族、珞巴族、羌族、彝族、白族、哈尼族、傣

族、傈僳族、佤族、拉祜族、纳西族、景颇族、布朗族、阿昌族、普

米族、怒族、德昂族、独龙族、基诺族、苗族、布依族、侗族、水

族、仡佬族、壮族、瑶族、仫佬族、毛南族、京族、土家族、黎族、

畲族、高山族等５５个少数民族。其中汉族人口最多，有１１．

５９亿人，占总人口的９１．５９％。少数民族１０６４３万人，仅占总

人口的８．４１％。从分布来看，汉族聚居中原，遍布全国，少数

民族主要分布在边疆地区。５６个民族和睦相处，形成了以汉

族为主体的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

计）

２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