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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思潮评论》是以推动和展示对于近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的学术研究为宗旨。
《民族主义及其他》的主题为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近代中国社会最重要思潮之一，本书探讨了民族主义在中国形成、发展和演变。
具体地说，郑大华探讨了近代民族主义的理论建构及其演变，胡逢祥探讨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形
成，高力克研究了作为中国民族主义重要流派的国家主义的德国源头，魏小巍探讨了民族主义与近代
中国社会的精神气质的关系，蔡志栋具体研究了章太炎民族主义思想。

本辑还收录了萧功秦和胡伟希对对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分析，以及李翔海、高瑞泉、李维武对现代文
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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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些不同类型理论的相互混杂和纠葛，显然加剧了晚清思想界在民族问题认识上的纷杂。
如在种族与民族关系的认识上，中国传统的“夷夏”观本具“文化主义”的倾向，对于血缘体质等所
表现的种族特征则往往比较笼统含糊。
而西方近代民族学的形成与人类学、人种志等自然科学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故其民族界定一直比较
注重各民族体质及其所属人种的考察。
在民族主义情绪日趋高涨之际，这类观念和当时传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相结合，无疑刺激和强化了人
们的种族竞争意识，以致不少人一度将种族和民族视为同一概念，这在反清革命党人方面表现尤为突
出，有的甚至还表露出“种族复仇”的倾向。
然而严格说来，这是一种误解。
在现代科学中，“种族”这一概念凸显的是人群的生物属性，故其本质上为生物科学的研究对象；“
民族”所凸显的则为人群的社会属性，作为社会科学、特别是行为科学的研究对象，其所涉及的主要
是社会文化因素而不是生物因素。
民族的形成，虽与种族因素有关联，但两者并非一事，在现实世界中，同一种族或种族类型包含了若
干民族，或同一民族包含了几个种族或种族类型成员的情况都是完全正常和可能的。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文化从未断裂的国家，试图从强调血统或“种族”角度去确定民族的涵
义，尤不切实际（因今天中国境内的许多民族包括汉族本来就是多民族长期融合的结果），与那种注
重揭示社会文化特性的民族观比较起来，甚至还是一种倒退。
故对于这种倾向，当时就有人指出：“一国家与一国家之别，别于地域，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远
近也。
一民族与一民族之别，别于文化，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
即此以言，则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欲
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已含定义于其中。
与西人学说拟之，实采合于文化说，而背于血统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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