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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民族形成史研究是近年来为历史学界和民族学界学者所关注的课题。
从中华民族形成史的发展阶段来说，我们通常把它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中华民族的起源与孕育（从远
古到夏商周时期）、中华民族的自在发展（从秦汉到1840年）、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大联合（
从1840年到当今）三大历史阶段，每个阶段又可以划分为若干历史时期。
　　关于中华民族的起源与孕育，曾有“外来说”、“本土说”、“一元起源”与“多元起源”的争
辩，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在其著名论文《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以及本人为王钟翰先生主
编的《中国民族史》所撰第一编《中华民族的起源》中，对中华民族起源的本土特点和多元特点作了
较为详细而明确的叙述与论证，肯定这是中华民族多元与一体矛盾统一运动的起点。
我们是在充分依据了中国古人类学以及旧、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丰硕成果，并与中国古文献相互印证
，从中吸取了巨大的力量，才敢于作出这样的叙述并作出了明确的论断。
　　在中华民族自在发展的历史阶段，随着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形成、巩固与确立，中国各民族的根本
利益相互关联，客观上在形成和发展着中华民族的一体性。
从秦汉到1840年，中华各民族形成了统一的疆域，全国所有的民族地区，都置于中央直接派官的管辖
之下，形成了中央直接管辖下的行省与特别行政区并存的地方行政制度。
中国与邻国的边界已经稳定地形成，尤其在清朝，中国与俄国订立的《尼布楚条约》与《布连斯奇界
约》，已经具有近代主权国家间双边界约的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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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末民国时期中华民族自觉进程研究》试图以历史学、民族政治学、民族学等理论和研究方法
分析中华民族自觉的独特性，以丰富民族理论和现代化理论。
从中华民族形成史研究的需要来说，系统梳理中华民族自觉到底经历了怎样的进程，在这一过程中，
中华民族结构特点和民族文化传统起到怎样的制约作用，中华民族自觉主体发挥怎样的主观能动性，
从而探寻中华民族自觉的历史轨迹、总结其发展趋势及其留给人们的启示，既为中华民族形成史（近
现代部分）的研究提供学术基础，又使中华民族成员加深对本民族的了解与认识，进而进一步激发中
华民族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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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翠莲，1963年4月生，辽宁葫芦岛市人，汉族，中央民族大学历史学博士，师从陈连开教授。
现为中央民族大学历定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定、中国近现代民族关系定、中华民族形成史
方面的教学和研究。
参加多项国家和部委级社科基金项目，主要著作有《野火神州——从苦苦相特到曙光初照》、《李鸿
章：落日弧臣》、《中国现代史》（副主编），发表学术论文《中华民族自在实体形成和发展若干问
题》、《国家主义理论与中华民族的自觉》、《中华民族自党的最初形态与步骤探析》等3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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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一本选题的缘起二国内外学术界相关研究现状三相关概念辨析及本课题的范畴规定四本选题的基
本内容和研究意义五研究方法、资料来源和研究难点第一章　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发展的转折第一
节　“天下体系”与中华民族自在实体的发展一中华民族自在实体的一体性发展趋势二中华民族多元
一体性发展的内在动因三中华民族自在而非自觉的内在原因第二节　民族国家的挑战与中华民族传统
意识的新变化一民族国家对中华民族传统形态与民族意识的挑战二天下体系的瓦解与统治上层、“士
”民族观念的变化三中国下层民众传统民族观念的变化第二章　中华民族自觉进程的起步第一节　中
华民族自觉的最初形态与步骤一“精英阶层”的种族自觉二种族意识与民族意识的对立与互动三中华
民族意识的初步自觉四中华民族文化的初步自觉第二节　中华民族自觉意识的横向扩展一中华民国的
建立与中华民族意识的传播二“五族共和”及少数民族的中华民族意识的出现第三章　中华民族自觉
进程的曲折发展第一节　中华民族自觉进程中的困惑一民国初年国家观念与民族观念的分离二分裂的
政治格局与构建联合式统一体尝试的失败三精神分裂：民族文化的自觉与困惑第二节　救亡压力下中
华民族群体自觉的开始一中华民族群体自觉的逐步开始：主权意识与中华民族命运意识的觉醒二少数
民族先进分子的民族自觉与中华民族地理认同的结合第四章　中华民族自觉理论政策的不同取向与共
性追求第一节　国家主义与中华民族的自觉一国家意识与中华民族意识的同一性理论——国家主义二
国家主义的文化政治价值取向与中华民族的自觉三国家主义理论的发展与中华民族自觉第二节　国族
主义理论政策与中华民族的自觉一孙中山的“国族主义”理论其及评价二国民政府对国族主义的“继
承”与国族政策第三节　反帝反封民族主义取向与中华民族的自觉一反帝反封视角下的中华民族观二
民族危机下的中华民族观与中华民族自觉理论政策第四节　学者视野下的中华民族观一“中华民族”
概念与种族民族主义认同模式的局限二中华民族观的发展与中华民族团结论第五章　民族战争与中华
民族的全体自觉第一节　民族主义理论政策的新自觉与整合一中华民族观的新发展与中华民族含义的
多重性阐发二中共对中华民族自觉理论的整合与推进民族自觉的政策三国民政府民族主义的统合作用
与民族政策四知识阶层的中华民族自觉追求与方法第二节　中华民族自觉的群体性与表现形态一地方
利益、党派利益的让位与国内政治格局的重组与一体二中华各民族一体意识的形成与自觉的表征第三
节　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与趋向一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新模式：民族文化认同的回归与创新二文学艺
术的民族化、大众化与中华各民族的文化自觉结论参考文献附录 1附录 2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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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中华民族意识的初步自觉　　改良派的“大民族主义”与革命派的“反满民族主义”的初衷
都是从“保国保种”的目的出发的，在爱国与建国的探索中，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和汉族乃至国内各
族的民族意识都在成长。
应该说这两个层次上的民族意识在今天来说是自然的，但在清末，二者则一直处于对立状态，使中华
民族这一“高层次”民族意识的广泛形成备感艰难。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多层次的民族认同受多重民族矛盾的困扰。
正像孙中山说的那样，中国“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千年
专制之毒不解”①。
双重民族主义的任务需要双重民族的认同，而当时中国“大民族”认同和“小民族”认同虽然已经有
了雏形，但二者在文化价值取向和政治价值取向上却各自不同，因而处于对立状态。
　　康有为等主张合族论的“大民族主义”认同与革命派排满民族主义的“小民族主义”认同各执一
词，甚至相互攻讦，具有双重民族认同意识的人尚占少数（如梁启超）；另外，传统的中国既是统一
封建的多民族国家，又是一个文化体系。
中国人的传统思想中只有“大一统”和族类之辨，在保国和建国的转折中将过去的“文明国家”变成
“民族国家”②，其间包含着巨大的不兼容性；加之“异种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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