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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两晋时期国家认同研究》是一部关于中国古代国家认同问题研究的力作。
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彭丰文在博士论文基础上进行认真修订之后
付梓面世的学术专著。
本书的出版，对于中国古代国家、国家认同问题的理论探索以及魏晋南北朝的史学研究来说都是可喜
的收获。
　　这是一个从理论到史事都相当繁难的问题。
因此，当丰文提出有意研究这个问题时，我曾经踌躇再三。
最后丰文还是毅然决然以这个问题作为其研究课题，而且取得了如此丰硕的研究成果，其学术探索的
勇气和知难而进的执着精神，不能不令人敬佩。
　　研究两晋时期的国家认同问题，首先遇到的是“国家”及“国家认同”概念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地
域，亦即古、今、中、外之联系与区别，这既是一个聚讼纷纭的老大难理论问题，又是一个敏感的现
实问题。
然而这是这个课题研究的重要前提。
著者广泛搜罗古、今、中、外有关“国家”及“国家认同”问题的资料和理论，结合中国历史的实际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归纳分析，披沙拣金，提炼出了对于“国家”及“国家认同”问题自成
体系的见解。
著者从近代学术思想史切入，指出我们现在通行的“国家”概念。
源于西方近代的“国家”概念，而不是中国古代的“国家”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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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文以两晋时期国家认同为专题研究对象，用个案研究与综合考察相结合，理论探讨与史实论证相结
合的方式，对两晋时期国家认同的理论基础、历史背景、表现形式、形成因素、强化途径和历史意义
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探讨，高度评价了两晋时期北方胡人统治者在儒学国家理论的传承
与突破方面、在推动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方面的历史功绩，指出两晋时期国家认同的基本动向是突破
与传承的高度统一，两晋时期的政治乱象并未造成社会心理严重撕裂与群体性对抗，政治上的各方分
治仅仅是两晋时期的表象，人们内在的精神世界底蕴其实是基本一致的，并且明显展示出了进一步融
合与趋同的倾向。
笔者试图透过上述研究，来更好地认识中国古代国家认同的一般特点，阐释中国古、今国家认同之间
的区别与联系，揭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格局赖以形成的心理基础。
为中国古代国家认同研究起到填补空白、继往开来的作用，为促进和巩固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格局提
供理论基础和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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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和中国古代边疆史、民族史、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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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等中文核心期刊上已发表系列有关边疆、民族问题的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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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今天我们用到“国家”一词，常常会将它与“民族”联系在一起。
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将二者等同起来，这种观念体现了源自于近代欧洲而今天已经普及全球的民族国家
理念的深远影响。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国家与民族始终密不可分，如影随形。
但是，国家与民族的结合方式、结合深度则因时代不同、文明类型不同而显示出很大的差异。
因此在使用“国家”这一概念时，细致地区分古今、区分中西是十分必要的。
　　发轫于欧洲的民族国家理念，是近代欧洲内部各民族共同体逐渐形成、民族意识逐渐强烈的反映
，是启蒙运动中所宣扬的自然法则理论和社会契约论衍生的结果，是18世纪前后欧洲资产阶级领导下
的反对封建专制王权、追求自由、平等、民主斗争的产物。
16世纪前后，欧洲已经形成了一批拥有主权意义的王国，专制王权借助主权理论得到空前发展并走向
腐朽，到18世纪，专制王权已经引发了人们空前的痛恨。
在法国，一批启蒙思想家提出了“专制之下无祖国”的口号，甚至认为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国
家。
伏尔泰说：“这是被所有国际法学家采纳的准则，即每个人是可以自由地选择他自己的国家。
”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国家的提法，既符合启蒙运动中人生而自由的思想，又符合社会契约论的理论规
则，因为按照社会契约理论，国家是契约的产物，因此，人人都有是否签订契约、跟谁签订契约的自
由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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