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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1998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为硕士研究生开设“文明论”课程以来，我一直坚持研究文明和中国民族文
化的关系。
我后来发现，实际上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因为，只有从哲学的高度才能真切理解人类文明和民族文化
的关系，把哲学的思维方法应用到跨文化研究中的确是一种新的探索。
在2007年申请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跨界民族与中国地缘安全研究”的时候，我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知
识结构的优势在于“跨哲学与跨民族”的文明理论建构，把关于文明的哲学思考与中国跨民族的文化
政治研究结合起来，形成对跨界民族和中国地缘安全的独特认识角度。
承担了这一课题后，我把文明与跨文化研究作为课题研究的理论基础，加以提升和系统化，完成了本
课题中期研究计划，同时，我也把具体的跨界民族和周边国家关系的研究作为理论的应用和深入，完
成了本课题的前期成果《东蒙史述与周边关系》。
    事实上，文明和跨文化的实质和最终结果就是“认同”，不管是文化认同，还是民族认同，还是国
家认同，其基础就是对文明类型和跨文化差别的理解与确认。
从人类发展史看，不同的文明类型之间事实上存在高低之分，这是导致跨文化交流的客观因素，因为
，人类不自觉地会向往更高的文明类型。
然而，当几大文明类型的界线明确以后，文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就趋于激烈，跨民族之间的交流也
就在激烈的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冲突中不断演进和变化，导致跨界民族认同的危机。
这应该就是“跨界民族与中国地缘安全研究”的核心理论问题。
    但是，关于跨界民族的认同意识研究，属于文明和跨文化研究的进一步成果，也就是说，在完成理
论研究和具体应用研究之后，才接近跨界民族和中国地缘安全的核心问题。
不过，作为学术研究的探索，也是作为与最终研究成果的一个衔接，我更愿意在这里谈谈关于“跨界
民族认同意识的心理适应度”，这完全是从《文明与跨文化新论》的研究中获得的一个新的研究角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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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楚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博士后，美国俄勒冈大学访问学者，曾先后在
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现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著作《中国边疆政治学》、《东蒙史述与周边关系》、《阿巴嘎旗50年》、《额济纳与额尔古纳
民族和社会发展比较研究》、《内蒙古民族区域自治与边防管理》，其中《中国边疆政治学≯获北京
市优秀教材奖。
发表论文《建设中国边疆政治学应有的理论思考》、《试论中国边疆政治学与边疆学、民族学的关系
》、《边政与台湾(中国边政)述评；等40余篇。
先后承担
并完成中央民族大学“211”和“985”课题，2007年开始主持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跨界民族与中国
地缘安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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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是不仅把生产大量的物质产品作为终极目标，而以最科学的生产方式创造物质财富，以降低成
本来赢得市场，获取利润。
这就促使新的科学理论、科学发明不断被创造出来，并迅速应用于劳动生产当中，更高地、更可靠地
利用自然资源。
　　二是新的再生资源和再生物质被开发出来，替代了一些自然资源，降低了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
和浪费，特别是一些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及其未来前景，使人类与自然的最紧张关系得到缓和。
　　三是科学与自然的关系中，科学的地位上升到创造财富的高度，也就是说，当今世界，科学知识
成为生产的核心，占有、利用、消费知识也在创造财富，而且成为创造财富最有效、最直接、最广泛
的领域，这使通常物质财富的生产的内涵发生了变化，没有“物质”的生产，同样在创造财富，而且
是不消耗自然资源的生产。
目前，在西方发达国家知识经济已占到国家生产总值的很大一部分，可以想象在未来它的巨大发展前
景。
知识经济改变了人们生存发展的途径，使社会上很大一部分人依赖无形的知识，进行创造、利用、开
发、普及工作，直接作用于自然对象的生产领域降低了，这间接地降低了对自然资源的疯狂利用。
　　四是科学地、全面地利用自然资源，保护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成为文明世界的共识。
文明的标志已经从对物质财富的占有，转变到对纯粹自然环境的占有、对知识的占有、对资源利用率
的高低。
　　总之，人们开始把人类社会的发展提高与自然环境的发展保护作为一个问题来看待，当今的人类
终于认识到，一个拥有巨大物质财富但生存在一个极端恶劣的自然、社会环境中的民族是贫穷的、不
文明的。
这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巨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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