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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不久，举国上下，群情振奋，百业待兴，民族工作的任务十分繁重
，遭受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压迫歧视的一个个兄弟民族，他们的安危冷暖得到党和国家的亲切关怀，他
们的政治权利受到应有的尊重。
为了各兄弟民族的共同繁荣和发展，许多同志勤勤恳恳地战斗在不同的民族工作岗位上，他们为贯彻
执行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加强民族团结，而努力奋斗，作出积极的贡献。
我从1950年起，就读于燕京大学，攻读民族学专业研究生兼任助教。
1952年全国各大学院系调整，我调到中央民族学院（1993年改为中央民族大学），在研究部、历史系
、民族研究所、民族学系等单位从事民族教学和研究工作，前后长达50年。
在50年的民族教学和研究的实践中，我深刻体会到：只有紧密地与党和国家的民族工作实际相结合，
坚持马列主义民族问题理论与中国的民族实际相结合，才能稳妥地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搞好民族教
育与研究工作。
因此，我参加了多次国家组织的民族调查，诸如：1950年北京、清华、燕京3大学师生对内蒙古呼伦贝
尔盟蒙古、达斡尔等族的调查，1951年前政务院对土默特旗县并存问题的调查，1951-1952年内蒙古东
北与中南民族访问团的调查，1953年畲民的识别调查，1954年云南省的民族识别调查，1956年土家族
的识别调查，1958-1962年福建、浙江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20世纪80年代畲族传统文化调查等。
频繁的民族调查，对我来说，获益匪浅。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族识别与民族研究文集>>

内容概要

《民族识别与民族研究文集》全书内容共分5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关于民族问题理论与民族政策的研
究，重点在于通过具体的民族识别调查研究，突出民族识别理论如何应用到中国的民族实践中去，使
马列主义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辩证地相结合，归根结底，即马列主义中国化；第二部分为关于台湾历
史与台湾高山族的研究，以大量的历史事实论证：台湾自古属中华，美丽富饶的台湾宝岛，是台湾各
族人民共同开发的，台湾的历史和文化是台湾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
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三部分为关于畲族的研究；第四部分为关于其他民族的研究；第五部分为附录。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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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施联朱，男，汉族，1920年5月11日生，福建省福清市人。
1945年暨南大学毕业。
1950年燕京大学民族学专业研究生，助教。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民族研究所中东南民族研究室主任。
长期以来，主要从事民族史、民族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主要论著有：《台湾史略》、《中国的民族识别》、《畲族风俗志》、《畲族》；主编《畲族简史》
、《新中国的民族关系》、《台湾民族与文化》、《畲族研究论文集》、《畲族历史与文化》、《畲
族社会历史调查》以及合编《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常识》、《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
等20多部，论文50多篇。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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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关于民族问题理论与民族政策的研究　　中国民族识别的理论与实践确（1989）　　民
族识别，是指对一个族体的民族成分和民族名称的辨别。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
为了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民族平等团结政策，结束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民族成员结构、民族成分和族称
混淆不清的状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国家即组织大批民族科研人员和民族工作者，以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民族问题理论为指导，从中国的国情和民族的实际出发，就各个族体的族称
、分布地域、经济、语言文化、共同的心理素质和社会历史进行综合的调查研究和深入的分析，并在
充分尊重该族体人民意愿的基础上，科学地甄别各个族体的民族成分和族称。
通过调查研究，首先要弄清楚那些有待于识别的民族共同体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其次，如果是少数
民族，那么，他们究竟是单一的少数民族，还是某一少数民族的一部分。
我们称此项工作为民族识别工作。
　　民族识别是一项理论性、科学性、政策性很强而又相当复杂的重要基础工作。
它直接关系到具体落实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巩
固祖国统一，胜利地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问题。
因此，民族识别工作既是一项极为繁重的实际工作，又是一项意义重大的科学研究工作，涉及民族定
义、识别标准等理论问题。
实践证明，中国的民族识别研究工作是成功的，它是以马列主义民族问题理论与中国民族实际相结合
的解决中国国内民族问题的典范之一，并已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工作和民族科学研究领
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中国民族识别研究的特色　　中国的民族识别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工作之一。
本文试从3方面论述之：　　（一）伟大时代提出的历史性服务。
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的重视和关怀下，其规模之大，历时之久，识别民族之众多，调查
地区之广泛，都是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在我们国家的历史发展中，各民族都作出过自己的贡献：他们共同开拓了祖国辽阔的疆域，维护
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共同创造祖国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文化，共同缔造我们这个东方大
国：中国各少数民族都是我们伟大祖国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平等成员，他们同汉族人民一样
都是吃苦耐劳、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
但是，过去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却采取民族压迫政策，歧视少数民族，抹杀各个民族在缔造祖国历史文
化中的贡献和在中国历史上应有的地位，而且荒谬地否认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否认中国各少数
民族的客观存在。
国民党政府为了维护其阶级利益，巩固其统治，推行民族压迫政策，极力鼓吹“国族论”，把少数民
族视为“国族”（实际上就是汉族）的“大小宗支”。
蒋介石在其《中国之命运》中，公然宣称中国只有一个“国族”、“宗族”或“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
”，把那些历来被公认的许多少数民族也都说成是汉族的“宗支”。
就连孙中山先生所提倡的“五族共和”也被抹杀，甚至称回族为具有“内地生活习惯特殊之国民”，
从而根本否认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
这是赤裸裸的大汉族主义，其目的在于压迫和强制同化国内的少数民族。
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的：“国民党⋯⋯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汉族以外的
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
他们对于各少数民族，完全继承清朝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政策，压迫剥削，无所不至。
”　　民族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在中国各个时期人们共同体变化的具体情况显得非常复杂，加以在旧中国统治者
对国内各少数民族采取歧视否认态度，长期存在着民族压迫制度，因而中国有许多少数民族是长期埋
没无闻的，许多少数民族被迫隐瞒了自己的民族成分；另一方面又由于缺乏科学的调查研究，所以全
中国究竟有多少个民族，谁也无法回答。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族识别与民族研究文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民族平等政策，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加强
了民族团结，出现了一个亲密团结的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
各族人民共同生活在平等团结的民族大家庭中，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在各民族中深深扎根，实行民
族区域自治，进行社会改革，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改善了民族关系，历史上造
成的民族隔阂逐步消除。
这些因素构成了当代中国民族问题、民族关系上的特点，保障了各民族在共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上，以适合本民族特点的方式阔步前进，走向共同繁荣和进步，也为族别意识的觉醒和高涨奠定了思
想和物质基础。
因而，许多长期被压迫、受歧视的少数民族，纷纷提出自己的族称和公开自己的民族成分，要求作为
多民族大家庭里光荣的一员。
据不完全统计，到1953年止，全国各地汇总登记的民族单位名称共有400多个，其中仅云南一省就
有260多个，贵州省有80多个。
这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光辉胜利，也是少数民族人民民族自觉的表现。
只有在实行民族平等政策的国家里，少数民族才会有这种自觉的“返本归原”、恢复本来面貌的要求
。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认真落实党的民族平等政策，体现民族平等，在各级权力机关里，在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里，就要落实少数民族的代表名额，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民族自治地方，帮助少数民族发
展民族经济、发展民族文化等。
这就首先要搞清楚中国究竟有哪些民族以及他们的人口分布、各具的民族特点等。
因为如果民族成分不确定，势必影响到这些民族充分享受一个民族应该享受的各项权利，影响到他们
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也会妨碍这些民族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充分发挥其积
极性。
因此，自1950年起，民族识别便作为首要解决的任务之一被提到了民族工作的日程上，由中央及有关
地方的民族事务机关组织了包括专家、学者和从事实际民族工作的人员在内的科研队伍，对新提出民
族名称的各个民族单位，深入实际，进行了民族识别调查研究。
　　1950—1952年，中央先后派出了西南、西北、中南、东北和内蒙古等地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分
赴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慰问，宣传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初步接触到民族识别问题。
1953年中央民委派出畲民识别调查小组，分赴福建、浙江等省调查研究畲民族问题。
同年，中央民族学院在中央民委领导下，也派出达斡尔族识别调查组，分赴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
的达斡尔族地区进行民族识别调查研究。
1954年中央派出云南民族识别调查组，对该省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提出的260多个民族名称，经过识别
，归并为22个，除首先确定彝、白、傣、苗、回、佤、哈尼、傈僳、拉祜、纳西、景颇、藏和瑶族外
，还识别了68个大小族体，有的给予正名，有的划分了归属。
1955年国家民委派出广东蛋民、畲民识别调查组。
1956年又派出湖南土家族识别调查小组等。
此外，贵州、四川、云南、广西、湖南、湖北、广东、西藏等省、自治区也陆续派出许多民族识别调
查组，深入到各个民族地区，做了大量的民族识别的调查研究工作，为待识别民族的族属认定提供了
科学的客观依据。
　　（二）中国民族识别研究在对“民族”定义内涵上的认识和实践中应用的特色。
　　在民族识别研究工作中，首先要明确什么叫做“民族”?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问题的
基本观点和民族定义，对于我们的民族识别工作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但由于我国的国情和民族实际情况的不同，因而对“民族”定义的内涵的认识和实践中的应用也有所
不同。
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
马克思说：“只有当结合在一个政府之下的诸部落融合为统一的整体时⋯⋯这时民族方始产生⋯⋯部
落联盟是与民族最近似的东西。
”恩格斯说：“最初本是亲属部落的一些部落从分散状态中又重新团结为永久的联盟，这样就朝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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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的形成跨出了第一步。
”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一致认为民族是由部落发展而来的。
　　列宁、斯大林则集中论述现代民族的形成。
列宁说：“民族是社会发展的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
”斯大林说：“封建制度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人们形成民族的过程。
”列宁又说：“因为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而客观现实又告诉我们，除了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民族之
外，还有许多在经济上很软弱和十分不发达的民族。
”列宁甚至批评说：“欧洲人常常忘记殖民地人民也是民族，谁容忍这种‘健忘症’，谁就是容忍沙
文主义。
”可见，列宁除论述资本主义上升时代所形成的现代民族共同体外，十分强调经济上不发达和殖民地
人民所形成的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共同体，两者虽然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但毕竟都是
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历史上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
斯大林还在1913年给“民族”下了一个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
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1929年，斯大林在《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一文中又写道：“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
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4个基本特征的稳
定的共同体。
”这就是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的著名论点。
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是对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形成的民族共同体的科学总结。
他根据欧洲的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之后形成的民族，总结了它的特点，概括为4个特征，具有原则上和
实践上的指导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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