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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族问题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具有深厚历史根源和重大现实意义的事务之一。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同历史阶段的民族共同体形式随着国家形态的演变，在国际之间、地区之间
和国家内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民族这种共同体形式所具有的语言、聚居、经济社会生活、风俗习惯等文化特点及其所由形成的价值
观念，构成了人类群体多样性差异的基本标志。
在各民族的交往互动中，这种差异性引发的奇异感、歧见感、鄙视感及其所导致的不公正性，成为产
生民族不平等的社会观念基础，也是引起民族矛盾最普遍的原因。
而将这种差异感放大到人类肤色、体貌等生物学范畴，则导致了种族歧视和种族主义的产生。
在阶级社会中，民族大干世界的差异性在阶级统治的作用下，使民族之间形成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
居于统治地位的民族，其统治阶级将社会观念中普遍存在的对异己民族的歧视和排斥，上升为阶级统
治意识，放大到民族关系这一社会关系领域，从而导致阶级压迫必然实行民族压迫的统治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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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族和民族问题理论（第9辑）》收录的论文是中国学术界改革开放以来有关马克思主义民族
理论基本观点研究的部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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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俞可平，1959年出生，浙江诸暨人，政治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的政治学者，中共中央编
译局副局长。
主要研究领域是当代中国政治、政治哲学、比较政治、全球化、治理与善冶、公民社会、政府创新等
。
以《民主是个好东西》而广为海内外熟悉。
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提出中国改革到了“突破”的关口。
在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俞可平认为急需突破的领域之一，就是反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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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金天明氏族、部落、部族、民族——论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历史类型民族学从单纯
对“某一民族的描述”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但是，对作为民族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民族共同体（亦称人们共同体）发展的几个历史类型，人们
的认识却很不一致。
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对这个问题只能停留在解释某些表面现象而无法看到它的实质，这是因为他们囿于
本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本来就不足为奇。
令人不安的是，我国民族学界长期来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严重地忽视了对民族学理论的研究，
以致在上述这一基本理论问题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这种情况不仅影响我们学习和正确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同时也不利于我
国民族学的正常发展。
笔者认为，解释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历史类型——氏族、部落、部族、民族形成过程的依据，只能是物
质生产方式的发展规律，而不是生物学的或人类学的某种理论，更不是唯心主义的主观想象。
氏族、部落之所以能发展成部族，再由部族发展而成为民族，其动力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
也就是说，民族共同体的各个发展阶段是受到物质生产方式的制约，随着生产方式的变换，按一定顺
序向前发展的。
大家知道，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从原始公社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先后经历了五种社会经济
形态，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各自相应的民族共同体历史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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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
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
情，他们的全部价值仅仅在于：每个民族都为其他民族完成了人类从中经历了自己发展的一个主要的
使命（主要的方面）。
 ——马克思：《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我们越是深入地追溯历
史，同出一源的各个民族之间的差异之点，也就越来越消失。
一方面这是由于史料本身的性质，——时代越远，史料也越少，只包括最重要之点；另一方面这是由
这些民族本身的发展所决定的。
同一个种族的一些分支距他们最初的根源越近，他们相互之间就越接近，共同之处就越多。
” ——恩格斯：《爱尔兰史一古代的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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