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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意识与现代国家建构学术研
讨会纪要

时间：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５日
地点：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大厦
主办：首都师范大学儒教研究中心
参加人员：陈明　首都师范大学；翁贺凯　清华大学；

张海洋　中央民族大学；林精华　首都师范大学；任剑涛　
中国人民大学；任毅　国家民委政研室；葛中华　全国人大
民委；陈端洪　北京大学；强世功　北京大学；高全喜　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姚中秋　自由撰稿人；田飞龙　北京大学。

第一部分

陈明：介绍一下，我们从最右边开始。翁贺凯，清华大
学的，治中国政治学，属于新锐；强世功，北京大学法学院；
陈端洪，北京大学法学院；任剑涛，人民大学国际政治学院；
姚中秋，独立学者、翻译家、评论家；高全喜，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林精华，首都师范大学；张海洋，这次会议最对口
的，民族大学的，也是一个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敢说直话
的人。我多说两句，本来我是找马戎的，但是马戎时间冲突。
一个朋友说，要是把马戎和张海洋弄到一起开会那就好玩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们之间思想上有一点点火花？

张海洋：陈明兄怕是引喻失类了。马戎老师是海洋师长
辈。他本人是少数民族学者，所以多从国家层面着想和说话。
海洋是汉人学者，所以多从少数民族角度着想多些。这里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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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专题

有跨年代的互补，也有跨民族互惠交流之意。
陈明：得罪得罪！我对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我对他们只是有点了

解。他们的爱国心都是一样的。是不是可以追溯到费孝通的“多元一体”
和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这样一种差异？我们一会儿可以听海洋
怎么讲的。

任剑涛：讨论会正式开始。因为西藏事件和新疆事件催促我们思考
相关的问题，对于中国的国家建设来讲，民族问题已是一个重要问题。
因为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经典的斯大林主义形态，还是改革的社
会主义形态，多民族的问题始终是一个政治难题。但实际上，长期以来，
民族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近现代民族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范围讨论，法学
家和政治学家一般不好说，因为一说就把社会问题变成政治问题，上升
到党和国家的命运问题，所以刚才陈明一说，我们谈一个沉重的话题，
我就觉得有点紧张，我们今天千万不要太沉重，谈得轻松一点。实际上，
我先让强世功发言比较好的，因为他做过政府官员，民间体验和官方体
验差异很大。但是我们在座的法学家也好，政治家也好，需要在民族学
和社会学上先补课，所以我们首先请张海洋教授给我们先补２０分钟，现
在开始。

张海洋：谢谢陈明兄和各位。学术研讨会应该按学问来排发言顺序，
外行人应在后。主席今天按年齿即离八宝山的距离排序，海洋应在前。
剑涛兄看出民族问题对中国的重要。海洋同感。事实上，中国无论做不
做现代化，崛起不崛起，都要安顿好两个国本：一是农民；二是少数民
族。农民的事儿主要是经济或阶级的事儿，现在国家在三十年里通过中
央的三次重大决议和十多个１号文件，已经安顿妥帖。只要地方政府跟
房地产公司不去招惹，农民跟国家很和谐一阵儿了，虽然整个社会还是
要考虑如果没有了农村文化，中国将何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问题。
民族问题就很不一样，它首先不是经济问题而是认同问题。认同从哪里
来？应该是从国家和主流社会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承认、相互尊重和
国家对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的安顿中来。什么叫安顿？就是对大家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都有个说法儿，让一种团结合作关系长久持续，而不是走到
半路就要由谁把谁做掉的问题。现在很多人把它当成经济问题来看，那
是私衷浅见。说到底，这是个文化即道德问题。首师大也是中国文化研
究重镇，我不能亲聆孙长江前辈的教诲但心向往之。今天陈明兄让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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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意识与现代国家建构学术研讨会纪要

华民族意识与现代国家形态”。海洋愿意从抠字眼开始。什么是中华民族
意识？宪法定义中国是多民族统一国家。那意思是中国人对外统一称中
华民族，对内还是要承认多民族及其文化，既然承认这个现实，就要尊
重它，还要从法律上做好相互尊重的框架或形态来。中国终归要做现代
国家，因而我们要根据国情来做现代国家形态。但现代了的中国还会是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不会改变，我们因此要按照这个前提来完善各民
族共同繁荣发展的规则和形态。这问题请各位思考。

陈明兄还说了学科。我认为学科都是培训人的路径。真到了做研究
时，就应该是问题导向。西方人说条条大路通罗马。那每个学科就都是
通向罗马的道路，但不是罗马本身。很多人走到半道就说自己站的这个
地方就是罗马，那就不是要建设学科而是想成佛做祖了。民族学人类学
通过研究文化来理解人性和族性。理解人性的就是人类学，理解族性的
就是民族学，但人性跟族性也很难区分。人性除了自然的饮食男女，大
概就是文化上的分层分类了。这都是人之大欲，都要好好安顿。国家面
对这些人之大欲应该怎么办？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提出
的忠告就是：泰上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我个人体会，天意人事之间，还会有些差距：你要因之，得到个利导的
结果就不错。你要利导之，结果就会是整齐了。你要整齐之，那结果就
一定会是“与之争”。我们用事实检验一下：大家都知道这个国家是先有
了共产党主持各党派、各民族政治协商出一部《共同纲领》才做建国大典，
开国四年后召开首届全国人大才制订《宪法》的。现在看，毛泽东那一代
领导人对于多民族状况是“因之”而在《建国纲领》和《宪法》里都规定中国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因此达成了全国各民族团结统一。但新中国成
立后没几年，到了反右和大跃进时，国家对少数民族就不再甘于“因之”
而是“利导之”了。改革开放后，国家对少数民族的主导思想是“利导之”，
但在行动上，特别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的行动上，已是“整齐之”。
这样在实践层面，即当时的百姓和现在的主流社会层面，都显示出“最下
者与之争”的态势，因此才有了让我们今天开会的那些因缘。

大家会有很多想法儿说法儿和办法儿，我主张的办法很简单，就是
面对现实讲“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有人特别愿意在这个时候讲历史规律
和未来结局，但我相信一个连现实都不肯承认的人所讲的规律不会是客
观存在，只会是一厢情愿的形而上学。举例讲，如果说民族消亡是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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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们请问谁先消亡？是大的主体民族还是小的少数民族？如果是少数
民族，那不就是以强凌弱和以众暴寡？民无信不立！一旦立出这种法度，
国家还能取信于民吗？我们因此还是得讲讲实事求是，讲天公地道和将
心比心。先从认识中国开始：“什么是中国？”空间上，中国是一个复合
体：她东南有港澳台，西北有蒙新藏；内有少数民族，外有海外华人。
时间上：中国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因此就是多元多样的语言和宗教。结
构上，中国自己要发展，还要跟世界上其他国家搞好关系协调着发展。
把这些要素结合在一起，才是我们要讲的中国各民族家园的中国。接着
说什么是中国或中华民族的文化结构。

我主张把中国看成由太极图上的两仪构成的一个整体：一块是边疆
高中国，一块是内地低中国。传统上，西部高处畜牧好动的边地是阳中
国，东部低处农耕好静的内地是阴中国。我们说的中国，就是这样一个
阴阳互补的整体。两仪构成的整体就会有两条边界，一条是外部的国界，
一条是内部的民族文化界限，具体讲就是中国的长城和长征路线。前现
代化中国的外部边界模糊且有弹性，目前的国界都是近代１５０年才确定
下来的。但中国内部的民族文化边界，或者说畜牧农耕边界，其存在时
间就相当久远了。比如说，《中国历史地图集》上标示的汉代、隋唐的民
族分布图就跟现在很相似了。她里面也有些变化，但变的只是民族名称，
不变的是边疆与内地的结构。如果说这结构也有什么变化，那就是东三
省的变化深些，其他基本没变。这给我们什么启示：两千年以来，大有
为的王朝最长４００多年，最短的元朝也有近百年。有为就会有“事功”，
所有的事功都是想把内地边疆做成一样，即把各种各样的“民族”做没。
结果怎样？这些王朝都没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仍然在那儿。联想的
前苏联也要把少数民族和东正教都做没，结果这些都在而前苏联没了。
这都是民族文化结构使然。

我们怎样看中华民族的结构？首先要看弄清什么是汉族，什么是少
数民族。我觉得费孝通先生的“多元一体格局”还是挺好的概括，只是他
当时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解释，即１＋５５＝５６，５６＝１的演算方式还是
显得机械了。海洋今天理解：“多元”就是中国５６个平等的民族，一体就
是超越在５６个平等民族之上的中华民族。至于汉族与少数民族，又可以
用中国文化“大小传统”的角度来看她的多元一体性：中国首先有着多元
的民族、民俗、民间和地方文化小传统。这些小传统，第一是基层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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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是说她能做人口和文化再生产，能繁衍后代的传承文化；第二是
复数多元的。在这些基层多元文化互动的基础上，中国形成了一个单数
和次生的历史文化大传统，这个大传统不是属于某个民族，而是中国所
有民族的一种上层建筑，中国每个民族都参与了她的创建和维系。从传
统与现代性两元对立的视角看，多元侧重的是传统道德，一体侧重的是
现代功利。套用到民族结构上，今天的汉族就是那些原先也各有小传统，
但因为离国家政权中心近，所以其逐渐被大传统排挤和替代（ｄｉｓｐｌａｃｅ
ａｎｄ，ｒｅｐｌａｃｅ），因为把国家功利当成自身文化的人，说难听点儿就是为
了追求现代功利而认贼作父数典忘祖的人，少数民族就是那些由于各种
原因而保持了自己文化小传统的人。今天看，现代功利和传统道德都是
中国构建中华民族意识和现代国家形态不可缺少的资源，因而要讲相互
承认、相互尊重、公平互惠、共同繁荣。历史上看，大小传统之间也是
不断互动的。比如说周代，朝廷就有到民间采风的制度，“礼失求诸野”，
同时也收集民间舆论以求改进体制。小传统也喜欢跟上层政治打交道，
得些承认和荣誉，反过来可以维持地方的场面，甚至借用大传统来维系
自身的传承。大小传统交换位置的事儿在中国也不少见。例如明代的满
族（当时叫女真）就是一个地方民族，她的文化就是小传统之一。到了清
朝，她加入并主导了中国大传统，满族官员多半是维护孔教的卫道之士。
在辛亥革命之后，满族又成为少数民族，其文化又成了一种小传统。我
想说中国有这么多民族、民俗、民间和地方文化小传统，其实都是中国
发展的战略资源。比如说今天中国做改革开放，要向中亚南亚发展，那
维吾尔族、藏族的文化都是现在的资源。现在我们（如果）把自己的民族
当成防范对象，把民族文化资源当成问题和负担，总想让她消亡，真消
亡了又怎样？还不是要办学校重新学习这些语言才能跟周边国家打交道？
因此我说这是汉人中心主义的表现。把这种想法当成国策和制定法律的
依据，就是罔顾国情和自乱法度，就会成为动乱根源。至于多元的民族
需要怎样的一体法律，中国历史和现代西方国家都有不少资源可借鉴，
关键是实事求是正心诚意地做，不要杂念太多吧。

最后讲少数民族在中国何以重要。第一是边疆领土和国家安全。中
国领土有６４％是少数民族的自治地方。中国的边疆从东北中朝边界算
起，一路到东南的中越边界，都是少数民族分布区。第二是自然和文化
生态平衡。中国的生态复杂，不能用单一方式来开发利用，否则就会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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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生态灾难，而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就是保护当地生态的机制。你现在
把少数民族跟他们的资源剥离开，让一帮生人生手去开发，就一定会出
生态问题。第三是道德和互信机制。少数民族是中国的道德底线。我们
能承认、尊重和安顿好他们，说明中国还是中国。一旦让他们不安生，
那中国就有问题了。谢谢！

任剑涛：张教授的发言使我们的这个题目引申到古今中外的层面，
是非常复杂的话题。张教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从古今维度上讲
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关系问题，而且给我们提出一个意见，就是少数民族
是我们重要的国家建设资源。我没记错的话，精华教授最近编了一套关
于民族与国家的关系问题的书。我们不用多说，下面请出林精华教授。

林精华：参加这个会我很高兴。这个会很有意思，我们中国的学者，
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匹夫有责，这个匹夫有责的身份可能和大众身份
还不一样，这就是屈原、李白和杜甫、范仲淹……龚自珍、康有为、梁
启超、鲁迅和胡适之等为代表的文人，在自己职位上，利用自己的学识，
在不同时期表达对中华民族问题的理解；然而，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时
代变了，专业化分工成为现实，一个学者很难跨越自己的领域充当公共
知识分子发言，况且六十年阅兵再次提醒国人，政府是能够掌控国家的，
按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优越性就是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只要政府真的
认真对待那些问题，肯定是能解决的，现在中国政治体制治理现实性的
问题没有障碍，即便有一些问题出现也是能够克服的。如此一来，我就
以为，我们在此仅仅是以学者身份，对和专业相关问题，发表个人见解，
而不是替政府出谋划策，根据我个人很有限的经验，政府里有的是专家，
如我有几个朋友在中央部门工作，普遍受到很高的教育，去过一些国家
地区，我们偶尔交流一些问题，他们站的高度虽然不是很高，至少想法
很有操作性。所以作为有限的学者，希望不要改变讨论问题的角色。

现代国家应该坚持国家的强盛和独立，按照中国人的想法就是站起
来了；还有社会的发展，我们中国的三十年改革开放确实证明了社会进
步；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不能忽略的，就是个人在国家强盛和社会发展
过程中同时获得相应的成果，这个成果包括两大方面，物质上的进步和
个人诉求的重视、人权的尊重问题。而俄罗斯之所以没有处理好这些重
大问题，我个人认为，俄罗斯始终是围绕帝国来发展的！为什么一定是
帝国问题，以及何谓帝国问题，它在俄罗斯来源和当代后果是什么，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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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复杂的。按本人的亲自观察和感受、阅读俄文和英文，俄罗斯是帝
国意识下重建国家和社会的：如怎样面对全球化挑战问题，俄罗斯人在
很大程度上是拒绝全球化的，他们有一个心理根据，就是认为俄罗斯是
最强的，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又如人口问题，尤其是来自于精英阶
层的人不生小孩，结果俄罗斯人口每年以２００万～３００万的速度递减，
这是不可想象的；还有如何改变俄国社会精英的责任意识和能力，随着
社会的变革而改变，因为俄罗斯人的脑子里面维持着一种知识分子的责
任意识，但现在俄罗斯的国家观念是跟这个对不上号的，在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中期，叶利钦尝试要大家提供一个统一的思想，如果真需要的话，
提供一个什么样的思想，谁能提出一个“国家思想”，就能给人很多钱。
至于少数族裔和俄罗斯主体族裔之关系怎么重建的问题，是很复杂的。
至于重建一个符合国家现代秩序和规范的问题，比如说关于选举问题，
我们认为如果是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制，好像很符合现代国家的这种架
构，但在俄罗斯根本不是这样一回事，过去有一套基层的党组织操纵的
程序，有问题会控制你。我在俄罗斯生活过两次，第一次一年，第二次
半年，两次都差不多碰到了选举问题，第一次不太清楚，那时很兴奋，
第二次就比较谨慎地问他们。对于选举问题，他们也不敢大声宣讲，支
持谁不支持谁，搞不好身家性命都不保，我一点都不夸张地讲。可见，
俄罗斯现实问题很多，最主要的是国家建构问题，这正是俄罗斯侨民知
识分子、英国著名学者叫托尔兹（Ｖｅｒａ　Ｔｏｌｚ）所认为的最大问题就是认同
问题，即怎么重建俄罗斯认同问题，如果把这些问题解决好就没有问题
了。为什么认同问题成为第一大问题呢？我个人觉得他的观察还是非常
细致的，有见解的，他原话是这么说的：俄罗斯帝国建构的这种形式，
由于俄国是多族裔构成的帝国，俄罗斯族裔的身份认同实际上也是没有
得到更多的关注的，他认为是政府和警察的发展超越或替代了一切，在

１９９０年以后没有完成，所以这是个很可笑的事儿，不符合宪法的原则，
在国家的建设过程中和民族的认同过程中，是不是一致的，因为如此，
所以也出现了１９９４年以来车臣的战争，这是我们知道一个车臣战争的原
因，俄国在这期间不光有车臣问题，很多少数民族族裔如高加索人相关
的地区都有这么一个情况，除了车臣以外，还有伏尔加河地区，穆斯林
很盛行的地区，这个地区的自治程度非常高，普京２０００年搞“中央区”，
七大行政区的时候，就派总统代表去监管，伏尔加河地区总统代表为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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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他曾召集大家开会，有一个州长带着一个尿壶上场，盖达尔很生
气询问，被告知“我们没钱，改造厕所行吗？谁能给我们州解决上厕所的
问题？”重建俄罗斯“认同”是当代趋势，虽然俄语中没这个词、２０００年开
始音译，这意味着俄罗斯开始改变此前不重视民族国家的认同问题，也
说明现在俄罗斯的一切问题未必是苏联解体造成的，而是历史的结果，

１９０５年俄国革命已经蕴涵着少数民族如犹太人和非俄罗斯人联合反对沙
皇了。也就是说，族裔问题在俄罗斯和苏联依靠武力和意识形态强制性
解决，阶段性有效，但最终是导致问题更为复杂，苏联解体完全不是一
批政治精英的权力争斗，更有各加盟共和国各自作为少数族裔的主体性
诉求之和的强大能量推动的结果。因而，今天俄罗斯政府改变为用经济
手段去解决不同族裔共同认同俄罗斯国家。

任剑涛：精华说的很有意思，对中国来讲，１９４９年以后我们是以俄
为师，１９９０年以后，我们是以俄为鉴。下面我们要请出来的是翁贺凯
老师。

翁贺凯：我接到陈明兄的Ｅ－ｍａｉｌ，说要开这么一个会议。我昨天还
发短信问他要不要准备，他说不要准备，我又是被安排在下午，我就想
着先听听各位老师各位先进的讲话，再随便讲讲，所以真的没准备，而
且我以为每人的规定发言就十分钟，应该是讨论的时间比较多，没想到
主持人分配到每个人的发言时间是二十分钟，所以很难办，我真是只能
随便先说一点。刚才强老师又说要从历史开始讲，让我们搞历史的先给
大家做做背景材料的介绍，我想我能做的也就是这个，就是把我最近这
几年看到的民族主义理论和历史，我感觉比较能触动到我、刺激到我的，
或者说我原来认识不足注意不足的东西，介绍给各位老师，作为一个背
景材料供大家继续讨论，我自己的看法比较少。

我想我还是从民族主义这个问题谈起，因为民族也好，国家也好，
民族国家也好，他背后都有一个意识形态，就是民族主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我比较多注意到这个问题是在香港科大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因为我做的
是张君劢的思想研究，我把它放到“自由民族主义”的框架下来研究它、
观照它。三年多前我参加社科院近史所的一次研讨会，修改、提交了一
篇论文———《民族主义、民族建国与中国近代史研究———“西方学理”和
“中国问题”》（后来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这部文集里），对民族
主义的概念和历史做了一个清理，之后就没有再碰这个问题。这个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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