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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是新疆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亚与中国西北边疆政
治研究中心”的主要研究成果。
　　说到中亚与中国西北边疆政治，这是一个很大的研究课题。
又是一个具有极大的特殊性和研究难度的课题。
中亚地区位于欧亚大陆的腹心地带，不仅是连接欧亚大陆和中东的要冲，还是大国势力东进西出、南
下北上的必经之地，西方学者称之为“历史上的地理枢纽”。
中亚五国的成立，使国际政治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加之中亚诸国位于反恐的战略前沿且兼具能源为
主的资源禀赋，这些因素都极大地提升了中亚地区的地缘价值。
在文化的意义上，中亚地区同时体现出东方文明、南亚文明、欧洲一地中海文明的交汇和冲突，因此
，这里被视为“东方”与“西方”文化互动博弈的连接点和接合部。
深刻认识中亚地缘政治格局变迁和我国周边安全环境变化的新特点、新趋势，切实维护我国的国家安
全和稳定，构建于我有利的“睦邻”、“安邻”、“富邻”的和谐的周边国家关系，可谓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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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族主义是当前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传统民族理论疏于中国民族主义研究，尤其疏于中华民族层面的民族主义研究，本书是民族理论在此
研究领域的一个有益尝试。
对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嬗变做出分析是正确认识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必要视角。
本书通过对中国民族主义产生、嬗变的梳理及与西方民族主义的比较，说明其间的诸多不同。
今天，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和平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它不会对中国
周边国家及世界和平构成威胁。
本书有助于从学理上说明“中国威胁论”的不实和中国民族主义的正当性、合理性。
    本书突出了国家层面的民族主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民族主义的工具性作用决定了它可以被不同的主体所利用。
其依附性决定了它必须与某种政治或社会力量相结合，表现为社会运动或历史过程，通过其所依附的
对象并通过自身体现他者的性质和作用。
在正确思想的导引和正当主体的运用下民族主义亦能成为社会进步的力量。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嬗变>>

作者简介

宋新伟，祖籍河南西平，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2006年7月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学专业.获法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民族
理论与党的民族政策。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新疆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目前主持200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课题《08BMZ007》、2007年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一五”教育科学
规划课题（070103）各一项。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嬗变>>

书籍目录

绪论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有关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现状    三　本书的研究方法及选题意义    四　本
书的主要观点及结构第一章　民族主义在近代西方的产生、发展及其在中国的出现  第一节　民族主
义概述    一　民族主义概念界定    二　民族主义分类  第二节　民族主义在近代西方的产生、发展及其
演变    一　近代西方民族主义的产生    二　民族主义的发展、演变  第三节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出现 
  一 中国传统的天下一统理念    二 西方民族主义观念的传入及晚清民族主义思潮    三 民族主义在近代
中国取代天下主义第二章 中国民族主义的第一次嬗变及其结果  第一节　资产阶级改良派“满汉合一
”的大民族主义    一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民族主义主张    二　“满汉合一”民族主义的理论依据    三 
“满汉合一”民族主义理论的缺陷  第二节　资产阶级革命派“排满兴汉”的小民族主义    一　资产阶
级革命派的民族主义主张    二　“排满兴汉”民族主义的理论依据    三　“排满兴汉”民族主义理论
的缺陷  第三节　中国民族主义第一次嬗变的结果    一 改良派与革命派民族主义主张的比较    二 改良
派与革命派之间的论战及其评价    三 孙中山旧民族主义思想的转变    四 中华民国建立是中国民族主义
第一次嬗变的最大成果第三章 中国民族主义的第二次嬗变及其结果  第一节　孙中山旧民族主义向新
民族主义的转变    一 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变化的原因    二　孙中山的新民族主义思想  第二节　第一次
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两党的民族主义    一 国共两党的民族主义运动产生的历史背景    二　新三民主义是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基础    三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主义    四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
国民党的民族主义  第三节　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两党的民族主义    一 抗日战争的爆发及第二次
国共合作的建立    二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民族主义    三 中国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民族主
义  第四节 国共两党民族主义的比较及抗日战争的胜利    一 国共两党民族主义的分歧    二 中国抗日战
争的胜利及新中国的成立第四章 中国民族主义从革命转向建设的第三次嬗变  第一节 中国民族国家的
建立及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国际环境    一 中国民族主义建立国家任务的完成    二 新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 
  三 新中国奉行的外交政策与维护民族尊严的斗争  第二节新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与爱国主义    一 中国
民族主义国家建设任务的提出    二 中华民族的国家建设    三 新中国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    四 
中国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一致性  第三节　新中国建立后国内的狭隘民族主义    一 狭隘民族主义产
生的一般原因    二 中国国内的狭隘民族主义    三 民族分裂主义是狭隘民族主义的极端表现    四　反对
狭隘民族主义第五章　世纪之交中国民族主义的第四次嬗变  第一节　作为情感表达的中国民族主义    
一 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民族主义的突出表现    二　21世纪初中国民族主义的基本诉求    三 对21世纪初
中国民族主义的分析  第二节　中国民族主义第四次嬗变的原因    一 中国民族主义第四次嬗变的国内
因素    二 中国民族主义第四次嬗变的国际因素  第三节　客观看待21世纪初的中国民族主义    一 对21世
纪初中国民族主义基本观点的评析    二 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民族主义的批评    三 中国民众
的民族主义情感表达应该得到理解    四 不能用看待西方民族主义的眼光看待中国民族主义    五 中国民
族主义正在逐渐走出情绪化    六 中国需要健康理性的民族主义第六章　21世纪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趋
势  第一节　中国民族主义将会长期存在    一　民族主义赖以生存的民族国家将会长期存在    二　21世
纪的国际社会仍会存在不平等    三　中国和平崛起会加剧与西方霸权主义的竞争  第二节　中国民族主
义不会无限制地膨胀    一 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具有非独立性    二 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及其
在中国的发展  第三节　中国民族主义不会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    一　中国民族主义不具有扩张性的内
在因素    二　向外扩张不符合中国国情    三　中国的国家性质和政策对民族主义的规制结语参考文献
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嬗变>>

章节摘录

　　国内学者关于中国民族主义研究的代表性专著有：唐文权著《觉醒与迷悟：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
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陶绪著《晚清民族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1995）；罗福惠
主编《中国民族主义思想论稿》（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民
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杨思信著《文化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
人民出版社，2003）；房宁、王炳权著《论民族主义思潮》（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乐山主编《
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郑大华、邹小站主编《中
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等。
其中，《潜流》、《知识分子立场》和《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是论文集。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族主义在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一种社会思潮，一改新中国成立之后至改革开放
之前，民族主义话语保持缄默的局面，并且“由隐而显”，一时间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
焦点话题，并“时时掀起轩然大波”。
社会上的事件，小到赵薇的“着装”，大到中国1993年申奥失败、“银河号”事件、中国驻南斯拉夫
大使馆被炸事件、撞机事件、日本教科书事件、中国钓鱼岛事件等与中国国家利益和中华民族尊严相
关的事件在互联网上都有评论。
在这些言论与事件当中，不乏偏激狭隘的言论和行为。
《潜流》一书致力于系统、全面、理性、深刻地对狭隘民族主义进行批评，针对《中国可以说不》、
《超限战》、《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汇集了李慎之、马立诚、刘军宁等众多专家学者的文章
，分别从外交、战争和全球化三个方面对狭隘民族主义进行了鞭辟人里的批判与反思。
最后，书中还对如何建设健康的民族主义给出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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