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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 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民族是在一定的历

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 一般来说， 民族在历史渊源、 生

产方式、 语言、 文化、 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

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 宗教起着重要作用。 民族作为人类共

同体， 不同于阶级、 阶层、 政党、 组织， 它是一种稳定的社会群体结构。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中华各民族 （包括曾经在这块国土上生存、

繁衍而现在已经消失的民族） 和谐共处， 共同创造了中华文明。 多民族

是我国的一大特色， 也是我国发展的一大有利因素。 各民族共同开发了

祖国的锦绣河山、 广袤疆域， 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 灿烂的中华

文化。 我国历史演进的这个特点， 造就了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交错杂居、

文化上兼收并蓄、 经济上相互依存、 情感上相互亲近， 形成了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 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

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 各民族的关系， 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

成员的关系。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

56个民族共同创造、 培育、 丰富了中华文化。

勤劳智慧的各族人民在这片充满灵性的热土上， 不仅共同开拓和保

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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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祖国的疆域， 共同创造丰富多彩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而且还共同

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 即和衷共济、 抵御外侮、 维护祖国统一的

爱国主义精神和各族人民自强不息、 共同发展的精神， 并在共同劳动的

过程中， 增强了民族凝聚力， 使民族精神得到升华和发扬光大。

一、 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自古以来， 中国各族人民密切交往、 相互学习、 互利互惠、 取长补

短、 和睦共处， 共筑了璀璨的中华文明。 中国的辽阔疆域是各民族共同

开发的。 全国性的统一是以许多局部的统一为前提的， 因为不同层次的

统一运动， 都对缔造中国的广大疆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各民族

通过互市、 和亲、 结盟等诸多方式， 发展了亲近和睦和依存共生的关系，

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 无论是茶马

互市、 出使西域、 屯垦戍边， 还是开辟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 皆是加

强各民族的交往、 交流、 交融的重要方式。 历史事实表明， 中华文明原

本就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

民族团结为祖国统一创造了源源不竭的动力， 推动了国家统一大业

的发展与兴盛。 历史发展表明， 国家统一、 民族团结， 则政通人和、 百

业兴旺； 国家分裂、 民族纷争， 则丧权辱国、 人民遭殃。 毛泽东同志在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一文中指出： “国家的统一、 人民

的团结、 国内各民族的团结， 这是我们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统

一多民族中国的形成过程， 可比拟为滚雪球。 先秦时期是酝酿阶段， 秦

汉时期可视作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开端， 随后这个雪球越滚越大， 历经魏

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冲突与交融， 统一多民族中国在隋唐时有了很大的

发展， 其后又经辽宋夏金时期的进一步整合， 到元明清时期确立了统一

多民族中国的基本格局。 综观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形成过程， 我们不难发

现， 其间既有全国统一的时期， 也有诸雄对峙割据的时期； 但统一是主

流， 每次分裂割据对峙之后， 都促使统一的范围越来越大， 制度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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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 参与统一事业的民族越来越多。 统一是历史的主流， 占到了中国

历史三分之二的时间。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周武王时期、 秦始皇时期、 汉

武帝时期、 唐初、 宋初、 元太祖时期、 明太祖时期、 清初等数次大的统

一过程。 唐代， 在民族和睦的氛围下， 东北的室韦、 靺鞨， 西北的西域

各族， 西南的“南蛮” 和青藏高原的吐蕃， 主动要求“归国” “愿授国

家官职”。 贞观年间共置府州 856 个， 这不仅扩大了版图， 而且加强了边

防， 提高了中央政府的威望， 巩固了全国的统一； 清朝乾隆时期， 和睦

的民族关系与强大的国力使得蒙古族的土尔扈特部落不远万里， 历尽艰

难险阻东归祖国， 创造了我国爱国主义史诗中光辉灿烂的一页。 毫无疑

问， 中华民族大团结为更大范围的和平发展与和睦相处， 为更长久的统

一提供了基础和可能， 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动力。

二、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尊重差异、 包容多样

在新的历史时期， 各民族亲如兄弟和睦相处、 团结奋斗， 共同追求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在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共同梦想的基础上，

各个民族拥有他们彼此有差异的诉求和期望， 比如， 经济社会发展的愿

景， 民族关系和谐的愿景， 民俗文化传承和发扬光大的愿景， 等等， 他

们的最大公约数构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同时， 中华民族中

每个人不管信仰如何， 都在筑梦和追求中努力奋进， 每个人梦想的实现

和自由发展， 推动了实现中国梦。 因此， 中华儿女以共同之梦想， 凝聚

共同力量， 以共同之奋斗， 追求共同目标， 共享人生出彩的机会， 共享

梦想成真的机会。 中国梦， 不是一个单数的梦， 而是一个复数的梦， 是

大家的梦。 新时期，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巩固和增强平等、 团结、

互助、 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 是我们的

共同愿望。 56 个民族团结、 和睦相处， 也是中国梦的内容之一， 这也是

中华民族的梦， 从这个角度来讲， 中国梦其实就是中华民族的梦。 事实

上， 每一个民族必定也只能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 在祖国大家庭中实现

绪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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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追求梦想。

在当代中国， 各民族的交往、 交流、 交融更为密切， 尊重差异、 包

容多样， 共同开创美好未来， 共同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创造

和推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 各民族历史相系， 命运相连， 经济互补， 文

化相通， 血缘交融， 形成了高度紧密的利益共同体。 在多民族统一国家

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民族之间关系和谐， 和亲、 交往及民间的各种往来

频繁， 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 民族之间关系不和顺， 就会制约各民族的

发展。 而历史上民族之间的纠纷， 基本上是由反动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

民族歧视等不平等政策及历史条件的局限所造成。 民族关系的发展虽然

曲折， 但总体上说， 是在朝着平等友好、 团结互助的方向不断发展。 尊

重差异、 包容多样， 让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 守望相助，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

三、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新中国成立以来， 党的民族理论和方针政策是正确的， 中国特色解

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是正确的， 我国民族关系总体是和谐的， 我国民族工

作做的是成功的， 要继续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继续增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的认同、 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对中华文化

的认同、 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 引导

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 历史观、 民族观； 用法律来保障民族

团结， 增强各族群众法律意识； 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

自觉维护国家最高利益和民族团结大局。

坚持民族平等， 推动各民族共同发展。 坚持民族平等进步是马克思

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 是我国民族政策的基石， 是民族团结的

前提。 《宪法》 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 “禁止对任

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 民族平等既包含各民族人民当家做主， 以平等的

地位管理国家事务和地方事务的权利， 也包括各民族平等地享有发展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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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 发展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权利。 中国共产党在 1931 年的政治宣言中

就强调： “少数民族劳动者和汉族的劳苦人民一律平等， 享有法律上的

一切权利义务。” 实践证明， 民族之间相互蔑视、 歧视、 敌视、 仇视， 以

大压小、 以强凌弱， 是不可能有和谐的民族关系的。 我国采取多种措施

使各民族在实际生活中切实享受到民族平等权利， 杜绝在新闻媒体中出

现任何有损于民族平等的现象， 任何歧视、 侮辱少数民族的言论和有损

于民族关系的行为都被政府明令禁止。 各族人民平等地享受着同样的政

治权利， 成为我国各民族繁荣发展的基石。

维护民族团结， 促进各民族和谐发展。 民族团结就是各民族和睦相

处， 发展和巩固各民族之间平等、 团结、 互助、 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

系， 反对民族分裂， 维护祖国统一。 新的历史时期， 广泛开展民族政策

宣传教育， 提倡各民族相互尊重语言文字、 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在各

民族人民心目中牢固树立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

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观念。 只有各民族团结起来， 才能最大

限度地调动各族人民的积极性， 共创美好未来。 每个民族的发展， 总是

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 历史条件以及与周围其他民族的关系相关联。 各

民族的发展有个性差异， 也有共同遵循的普遍规律。 每一个少数民族的

梦都与中国梦分不开， 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梦的一部分， 应该朝着共

同的方向努力， 以实现祖国的“和谐、 繁荣、 强大、 统一”， 实现中国

梦。 从根本上讲， 实现中国梦， 必须植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国情，

必须依赖中华民族每一个中国人的努力奋斗。

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促进共同富裕是做好民族工作的归宿

和试金石。 邓小平同志指出：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不把经济搞好， 那

个自治就是空的。” 由于历史、 自然条件等多种原因， 民族地区与沿海、

内地的发展水平还有差距， 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来看， 我国已进

入转型的关键阶段， 既是战略机遇期又是矛盾多发期， 体制性障碍、 结

绪 论

005· ·



构性矛盾、 现实性问题集中呈现， 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提出了严

峻的挑战。 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是我们迫切解决的历史任务。 要实现各

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必须坚持依靠国家各项法律法规和政策， 强化民族

地区自我发展的动力。 要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顺应各族群

众新期盼， 深化改革开放， 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 激发市场活力

和全社会创新创造热情。 发挥民族地区特殊优势， 加大各方面支持力度，

提高自我发展能力， 释放发展潜力。 发展社会事业， 更加注重改善民生，

促进公平正义。 大力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 为民族地区发展提供强大精

神动力。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提高持续发展能力。

增强文化认同， 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马克思认为， 人之所以

区别于动物， 就在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人的一切社会关

系， 都缺少不了文化因素的存在。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愈演愈烈的

民族问题中， 文化问题就是最主要的问题之一。 因此， 加强中华民族大

团结， 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 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积极

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要把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为战略任务

来抓， 抓好爱国主义教育这一课， 把爱我中华的种子埋在每个孩子的心

灵深处， 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祖国下一代的心田生根发芽。 弘扬和

保护各民族传统文化， 要去粗取精、 推陈出新， 努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 尊重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 保护少数民族的物

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调整文化政策整体思路， 从“保护性救助政策”，

调整为“发展性支持政策”， 辅以行政性的救助政策。 在尊重文化的独特

性和多样性中形成中华文化的认同， 形成实现中国梦的合力。 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每一个民族的每一个成员都有责任和义务。 只有每

一个社会成员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 团结奋进、 共同努力， 做好每一

个人的事， 做好每一个民族的事， 才能做好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事。

民族理论政策干部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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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中华民族是中国各

民族的总称。 多民族是中国的一大特色， 也是中国发展的一大有利因素。

中国历史上的各民族、 今天的各民族， 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 广

袤疆域， 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 灿烂的文化， 都对国家发展作出

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 各民族共创中华文明

在中华文明发展的过程中， 中国的民族形成了自己的重要特征， 中

国历史上各朝各代在处理民族问题的过程中也形成了独到的智慧与丰富

的经验。 在我国幅员辽阔的土地上， 汉族与少数民族、 各少数民族间在

几千年的交往、 交流、 交融中， 形成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密不可分的关

系。 在与帝国主义侵略者抗争的过程中形成了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继而

上升到对国家的认同。 中华各民族在共同的生产生活过程中， 创造了辉

煌灿烂的中华文明。

（一）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实体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 所

谓自在的实体， 是指随着统一的多民族中国形成、 巩固和确立， 各民族

的根本利益相互关联， 客观上形成和发展着中华民族的一体性。 中华民

族形成史可分为起源与孕育、 中华民族的自在发展、 中华民族从自发到

自觉的联合三大历史阶段， 每个历史阶段又可以划分若干历史时期。 第

历史文化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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