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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文明发展的历程雄辩地证明，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的统一多民族的中国和人口众多、多元一
体的中华民族，是经过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后定型的，这是前辈为我们留下来的两大历史遗产
，也是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特殊国情。
　　现存文献和近世考古资料证明，中国原始社会大致经历了200万年以上，自原始社会后期开始，相
对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相应的社会条件相结合，在今天的黄河至长江中下游一带，逐渐形成发展为较具
优势的中心地区（历史上称为中原地区）。
同时，在这个中心区域或者叫中原地区率先产生政权，建立夏朝。
夏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国家及其疆域的形成和中央政府行使其疆域主权的开始。
夏朝及其后代人主中原的民族既有华夏族也有所谓的“夷狄”，既有汉族也有其他少数民族。
同样，在中原王朝周边地区建立的政权或王朝，既有“夷狄”或少数民族，也有华夏族或者汉族。
令人振奋的是，在中华民族形成及我国大一统多民族统一国家疆域奠定的过程中，无论华夏族或汉族
、“夷狄”或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或王朝，都责无旁贷地致力于行使其所辖的疆域或领土主权。
边疆地区也是全国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整个中华民族国家疆域发展的过程中，中原地区与边疆地区的发展相维相制，尤其是周边政权对中
原王朝政权正统地位的承认和仰望，周边各民族对共同先祖的认同，构成多民族统一疆域最终奠定的
凝聚力和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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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课题从服务于武警边防部队保卫边疆安全的需要出发，通过阐述民族问题导致的当代民族主义对边
疆乃至国家安全影响，为武警边防部队如何在各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服务于和谐边疆建设提供基
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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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民族与民族国家问题　　“民族”就其存在的历史而言，甚至是一个比“国家”更为悠
久的概念，从研究的角度看，它是一个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的概念。
广义上的民族主要指定居在特定国家、特定地区或者有明显的共同性的民族集团，比如中华民族、美
利坚民族、法兰西民族等；而狭义的民族则主要指民族这种共同体产生以后，各个历史阶段中存在或
者曾经存在过的具有一些根本内在共同性的人的共同体。
自国家产生以来，不同的民族生活在共同政府管理的政治区域中，就容易产生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
等问题，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果不能及时得到有效解决，就有可能激化民族矛盾，造成国内各人口相对
较少的民族把对国家的爱国主义（即国家认同）转化为对本民族自身的狭隘民族认同，这种民族认同
是地方民族主义形成的先声，是鼓吹分裂当代主权国家的重要思想根源。
因此，探讨当代民族主义对国家边疆安全的影响，并针对性地提出解决策略，是非传统安全时代事关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课题。
而要分析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首先必须从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及影响谈起。
　　在当代西方人看来，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之所以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关键在于它们自近代以来日
益表现出来的政治性，这一点可以从他们对“民族”的定义上看到：“民族是这样的一个人类群体，
他们在文化和政治上的相互认同达到很高的程度，直至希望独立和实现政治自主。
”①按照这种观点，民族，尤其是民族国家大行其是以来，其最重要的属性之一就是政治性，以及它
所隐含的政治实体性。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国家的很多学者以及政客，只要看见民族（Nation）一词，只要看见某个主
权国家把某个人们的共同体称为“Nation”，就认为这个民族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就认为这个Nation
所在国家的中央政府承认他有资格取得独立，有脱离原有国家实体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而且国家也
给予他这样的自决权，国际社会也应该承认他具备这样的资格。
也许是基于此，当前我国有的学者为在民族学研究领域与国际接轨，开始把Nation一词译为“国族”
，这大概就是中国当代某些社会学和民族学研究者要把中国的56个民族称为“族群”（Ethnic Group，
在西方学者看来，族群没有取得政治独立的可能，也不具备独立主权实体的性质）的根本原因。
②在正常情况下，一个多民族国家中的人口相对较少的民族如果想脱离人口多的民族而独立，他就必
须让本民族的所有个体团结一致，形成忠于本民族的高度政治认同——如果这个民族已经建立了自己
的国家，那么这种高度的政治认同就是爱国主义；如果这个民族还没有建立自己的国家，那么这种高
度的政治认同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争取高度自治、完全自决直至建立自己的国家，这种有关民族职能和
奋斗目标定位的情感，就是通俗意义上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就是这样一种政治认同，它使得绝大多数人效忠于自己的国家，而不是家乡或者整个地球
，这种认同是我们的传统政治取向。
它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帮助我们塑造了世界政治，而在可预见的将来还将继续影响人们的思想和人类
事务。
”①更为重要的是，所谓的“使得绝大多数人效忠于自己的国家”中的“国家”，主要是指以自己民
族名字命名的“单一民族国家”，对当代多民族主权国家而言，这种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就是民族分裂
主义。
有鉴于此，有的学者认为，民族主义是“19世纪和20世纪最强有力的政治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具有
无可否认的政治性。
②　　第一节　民族的产生与民族问题　　在全球化时代强调非传统安全影响的今天，民族与民族问
题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综合学科性质的领域，同时鉴于它们在人类历史发展和当代国家安全等方
面的重要作用，从而成为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显学”。
“民族”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是人类社会进步过程中因自然环境、经济生活、文化传统差异而有所差
异的表现。
民族问题作为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其解决的过程就是各民族之间不断磨合差异性，培养共同性或互
融性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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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民族的含义　　民族以及民族问题因其重要性和涉及领域的广泛，导致不同的研究者由于研
究的目的、看问题的视角、知识储备、文化背景以及所处的历史时期等的不同，对民族的含义也有不
同的认识，有时候甚至是大相径庭的认识，如民族与国家产生的先后问题。
　　首先，从民族形成的心理动机意义上看，民族是一种以“文化亲近性”（Culture Nepotism）为根
基、以“集体记忆”（CollectiveMemory）与“结构性健忘”（Structural Amnesia）为工具，来凝聚及
调整人群，以适应现实资源执政的人类社会结群现象。
①有鉴于此，王亚鹏等指出：“主权国家中各民族对共享的普遍文化的认同是国家统一和稳定的基础
。
因此，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十分重视各少数民族和亚文化群体在文化交往、文化融合中的心理适应与认
同研究问题。
”②心理动机意义上的民族，实际上是民族在形成过程中发展到血缘和文化阶段的产物，是一种早期
民族形式。
　　其次，从民族产生的过程看，民族是“国家产生之前人类社会的最高组织形式”，这是摩尔根、
恩格斯以及马克思的著作中表述的思想，③其形成首先是人类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同时战乱以及人
为的边界划分等因素也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对于民族形成的具体过程，摩尔根认为：“由于有了部落，才通过分裂作用而产生部落群，然后再联
合为部落联盟，最后合并而形成一个民族。
”④根据他的论断，形成时期的民族是以血缘关系作为民族凝聚力的纽带，其地域特征不很明显，然
而形成后的国家是以地域来划分其国民，导致民族的地域特征逐渐明显——也可以说，民族阶段作为
原始社会末期向国家转变的过渡时期，它实际上与国家一样，是以地域来划分其居民的；同时，由于
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重大变化，人类逐渐出现大规模的迁移，使不同族类之间在居住地上相互
接近、在经济联系方面相互渗透、在语言上逐渐亲和、在文化和生活习惯上相互混合，最后形成了现
代意义上的政治性民族。
对此，朱伦先生指出，在欧洲，“‘民族’一词在奥匈帝国时代产生时就是一种明确的政治实体而非
文化群体概念，是对共同建立一个国家的各族人民的分别界定，意为‘亚国族’（Sub-nation）。
在欧洲语言中，‘人民’一词有时候不但与‘国族’相通、也与‘民族，相通的道理即在于此。
”①　　最后，从民族的成熟形式——政治性的民族来看，民族是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
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共同体”②。
这是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但历史地看，这个定义仅仅是对西欧以及苏联本国乃至中欧与东欧情况
考察后得出的结论，③是苏联巩固自身统治的需要，我们之所以较长期使用斯大林的理论，实际上还
在于我们的民族关系理论、民族政策的具体做法等也是深受苏联影响的结果。
但也应该承认，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中“规定”的四个特点，对于形成时期的民族来说无疑是必要
的，尤其是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和共同经济生活对于形成共同的心理素质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不可
或缺的条件。
但是如果因此就套用衡量所有的民族，尤其是已经发展成熟的民族，必然会失之偏颇。
正如北京大学马戎教授所指出的，“总的来说，苏联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基本上体现的是横跨欧
亚大陆的俄罗斯族群关系的格局和发展历史，加上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解放、族群平等的意识形态，
应当说它也属于一个局部的而非全球性的族群理论。
”④历史地看，这种民族定义不能完全说是体现了中国民族关系、民族理论以及民族发展的历史，当
代民族问题研究专家杨建新综合各家关于民族的定义，根据民族从形成到成熟后的发展特点，联系当
今全球化影响下民族变迁的具体实际，提出：“民族是历史上由于拥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
济生活以及其他一些共同性特征，在长期历史发展中，以社会和政治联系为纽带而形成的具有以民族
意识、民族认同为核心的民族文化（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的稳定的人们
共同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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