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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少数民族预科生
国家认同感培养探索笔谈

张　文，何金元，罗朝斌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重庆　４００７１５）

摘　要：高校少数民族预科生国家认同感的培养对促进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全面发展、维护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具有十分重要的

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张文认为，民族主义与文化认同是构建多民族和谐社会不可或缺 的 基 础，但 也 存 在 一 些 理 论 缺 陷，惟 有 结

合国家认同理论，才是构建多民族和谐社会的现实路径。何金元认为，教育公平问题是影 响 民 族 高 等 教 育 发 展 的 基 本 问 题，只 有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思考和解决这一问题，才能为民族地区培养高素质的建设者和管理 者，为 人 才 强 国 战 略 作 出 应 有 的 贡 献。

罗朝斌认为，在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硕士研究生基础强化培训中，思想政治工作应占据 主 导 地 位 并 发 挥 重 要 作 用，应 提 高 思

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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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认同与构建多民族和谐社会的路径选择

张　文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重庆　４００７１５）

　　关于构建多民族和谐社会的问题，是近年来学

术界讨论的热点。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对现实中不和

谐因素的被动应对还是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不和谐问

题的积极应对？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毋庸讳言，作

为多民族国家的中国，民族成分十分复杂，文化差异

显著，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始终是存在的，如果处置不

当，就 会 导 致 极 端 事 件 发 生。为 此，提 出 这 样 的 问

题，既 有 现 实 的 考 虑，也 有 对 未 来 的 战 略 考 虑。那

么，依靠什么来统一如此复杂的民族及文化差异，从

而达到构建多民族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就成为理

论界的重要课题。对此，近年来，理论界从不同视角

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不同的途径，总体而言，民族学

界偏重民族主义，其代表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文

化学界主张文化主义，其代表是文化认同学说；政治

学界提倡国家主义，其代表是国家认同学说。相比

而言，民族主义与文化主义都是构建多民族和谐社

会不可或缺的基础，但也存在一些理论缺陷，惟有结

合国家认同理论，才是构建多民族和谐社会的现实

路径。

一、和而不同：构建多民族和谐社会的基

本原则

如上所述，中国的民族成分十分复杂，文化差异

显著，要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构建多民族和谐社会，其
难度可想而知。对此，理论界提出的途径尽管各不

相同，但在尊重差异这一点上却基本一致。的确，所
谓和谐，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指事物之间的完全协调

与契合，是一种无矛盾状态。但实质上，事物之间的

相互协调与契合，本身就包含了承认事物之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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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对此用中国传统哲学概念来表达，即“和而

不同”。
关于“和”的 问 题，笔 者 曾 撰 文 做 过 一 些 初 步

研 究。从 文 化 源 头 看，早 期 儒 家 理 论 所 提 倡 的

“和”是包容了 不 同 差 异 在 内 的 集 合 体，是 不 同 事

物的多 样 化 统 一，而 非 相 同 事 物 的 简 单 叠 加。如

果是完全同质事物的简 单 叠 加，则 是“同”的 状 态，

而非“和”的 状 态。这 也 就 是 说，“和”是 在 包 容 差

异基础上的统 一，“同”是 在 取 消 差 异 基 础 上 的 相

似。“和”是一 个 动 态 的 和 谐 系 统，“同”是 一 个 静

态的相似系 统。“和”是 异 质 事 物 的 相 生，“同”是

同质事物 的 相 加［１］。具 体 而 言，“和”的 状 态 具 有

以下三个显著特点：

第一，个体差异明显，又有一定的共同基础；

第二，个体间以相互合作和相互依存为主，同时

保持良性竞争；

第三，统一体保持动态稳定，系统能量大于个体

能量总和。

反之，“同”的状态则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个体相互类同，特征不明显，且较少变化；

第二，个体间相互牵制力过大，能量内 耗 较 大，

其系统能量往往小于个体能量之和；

第三，同一体相对静止，缺少活力，以僵 化 换 取

稳定。

由此观之，所谓和谐，是“和”而非“同”，“和而不

同”，是构建多民族和谐社会的出发点。

事实上，尊重各 民 族 差 异 并 非 不 得 已 之 举，而

是从人类文化高 度 出 发 的 必 然 选 择。因 为 如 果 我

们把文化看成是 一 种 资 源，那 么，就 如 同 保 护 一 种

生物就是 保 护 一 种 基 因 一 样，每 种 文 化 都 有 自 己

独特的文 化 基 因，这 是 构 成 人 类 文 化 多 元 统 一 体

的基础，是 人 类 文 化 系 统 得 以 保 持 新 鲜 活 力 的 源

泉，是产 生 新 文 化 的 温 床。中 国 文 化 虽 然 有 其 悠

久的历史传统，但 每 种 文 化 都 有 其 生 命 局 限，要 使

中国文化 保 持 常 新 状 态，各 民 族 独 有 的 文 化 特 质

将会是 产 生 新 文 化 的 重 要 依 托。因 此，那 种 企 图

以一种 文 化 同 化 所 有 文 化 的 做 法 是 根 本 行 不 通

的，也是极端有害的。

综上所述，无论是哪种主张，都应该建立在尊重

各民族差异的前提下，惟其如此，才能谈论构建多民

族和谐社会的问题。

二、民族主义：构建民族和谐社会的基础

与不足

民族主义起源于近代“民族—国家一体”理 论，

即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一体化，民族认同是国家

认同的基础和前提。正如安东尼·史密斯所说：“民

族认同是民族国家通过政治与文化的动员来建构共

同意义的过程。在所有形式的集体认同中，它最具

根本性和包容性。”［２］对此，理论界有不同观点，最著

名的莫过于想象共同体说。在本尼迪克特看来，民

族认同不过是建立在想象基础上的虚幻共同体［３］。

不过，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批评，但民族认同仍是迄

今为止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但是，对于中国这样

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言，民族认同并非如单一民族国

家那样简单，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民族国家结构极为

复杂。为此，费 孝 通 先 生 提 出 了“中 华 民 族 多 元 一

体”理论，试 图 破 解 这 一 理 论 难 题。这 一 理 论 提 出

后，大体已被国内学术界接受。从学理上讲，这一理

论的提出，是民族学与历史学达成妥协的结果。对

民族学而言，其关注的重点是民族差异。对于历史

学而言，其关注的重点是历史联系或者说是共同的

历史记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无疑是具有历

史学基础的。从历史发展看，中华民族的形成是一

个历史过程，其中以汉族与汉文化为中心，少数民族

不断融合进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统一体。

因此，这一理论无疑是有生命力的，是有其历史合理

性的。不过，这一理论也存在一些理论缺陷，主要存

在两个问题：一是大民族认同与小民族认同的调和

问题，二是跨境民族的身份认同问题。

首先，中华民族是一个大民族，其中又包括了许

多小民族，将其联系在一起的是共同的历史记忆，离

开了共同的历史记忆，一切便无从谈起。然而，正因

为需要历史记忆的支持，那么，在处理历史上民族争

端问题时，仍有一些难点。例如，在如何平衡小民族

英雄与大民族英雄的问题上，就颇难两全，尤其是当

一个民族在 某 一 历 史 时 期 尚 未 融 入 中 华 民 族 整 体

时，就更为棘手。这是从历史角度而言的。就现实

情况看，尽管可以通过对历史问题的淡化而获得平

衡，但在应用层面上，仍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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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民族界限与现行疆域并不总是吻合的，在

中国众多的民族当中，存在着不少跨境而居的民族，

对于这些民 族 的 归 属 问 题，按 照“中 华 民 族 多 元 一

体”理论，这些民族自然属于中华民族的一部分，那

么，境外的民族如何认定呢？这样一来，又使问题陷

入两难境地。为此，费孝通先生于“中华民族多元一

体”理论提出的同时，也提出了“民族板块”理论。这

一理论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与特定的空间概念

相结合，由最初费老提出的八个地区，发展到徐新建

先生归纳的“六区—三廊—诸岛”说。所谓“六 区”，

是指：（１）中原地区；（２）北部草原地区；（３）东北角高

山森林地区；（４）西南角青藏高原地区；（５）云贵高原

地区；（６）沿海地区。所谓“三廊”，是指：（１）西北走

廊；（２）南岭走廊；（３）藏彝走廊。所谓“诸岛”，是指

沿海诸岛［４－６］。应 该 说，“中 华 民 族 多 元 一 体”理 论

在结合了地理空间概念之后，更具有说服力。因为

它充分考虑到了中国民族形成的区域特征和历史传

统，是有理论生命力的。不过，它对于如何处理跨境

民族的归属问题，则并未从根本上予以解决。因为

这一理论的提出，是建立在超越一般国界局限的基

础上的。因此，“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尽管引入

了空间概念，但仍是有缺陷的。

三、文化认同：构建多民族和谐社会的前

提与不足

所谓文化认同，是指不同民族对于同一文化的

高度认同，其核心是对某种文化价值观的认同。由

于有了对同一文化价值观的高度认同，那么在此基

础上建立 一 个 多 民 族 和 谐 社 会 就 更 为 容 易。事 实

上，中 国 文 化 自 古 以 来 就 是 开 放 的、兼 容 的。《礼

记·王制》：“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

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

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

粒食 者 矣；北 方 曰 狄，衣 羽 毛 穴 居，有 不 粒 食 者 矣。

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

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这里，区分不同民族的

标准并非血缘种族，而是主要体现在饮食、衣服等不

同文化概念上。事实上，这一标准自汉代以降一直

如此。《史记·西南夷列传》：“西南夷君长以什数，

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

君长以什 数，邛 都 最 大。此 皆 椎 结，耕 田，有 邑 聚。

其外西 自 同 师 以 东，北 至 揲 榆，名 为 西、昆 明，皆 编

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西

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自笮以东北，君

长以什数，冉龙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

西。自冉龙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

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这里，司马迁区分民

族的标准也是发式、城郭、耕种等文化概念，而非血

缘种族概 念。正 是 在 这 样 一 种 开 放 的 民 族 观 指 导

下，在此后的两千余年，少数民族文化不断融合于汉

文化。最为典型的如清代之满族，自其全面接受汉

文化后，就确 立 了 统 治 地 位，而 人 们 并 不 以 异 类 视

之。据此，中国文化以文化认同代替民族认同的观

念是有着极强生命力的，也是具有合理性的。不过，

以文化认同作为构建多民族和谐社会的基础也存在

一些理论缺陷，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文化核心问

题，二是宗教问题。

首先，文化认同并非简单地将不同文化捏在一

起，而是在诸多不同文化间构筑有机联系，其中，必

然需要一个文化核心。总体而言，中华文化的核心

无疑是汉文化。要维持中华文化这个大体系的稳定

性，就必须加强汉文化的核心地位。在此过程中，需

要警惕少数民族文化的弱化。

其次，文化的核心问题在于价值观，而最能体现

价值观的无疑是宗教。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宗教

情况格外复杂的国度，除了有传统的儒教、道教、佛

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之外，尚有近代以来传入中国的

基督教、天主教等，也有许多原始巫教，情况十分复

杂。如何使如此众多的不同宗教和谐相处，是文化

认同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

四、国家认同：构建多民族和谐社会的现

实途径

以上我们探讨了构建多民族和谐社会的几种思

路，发现它们都有相当的合理性，也有一定的理论缺

陷，那么，出路何在呢？笔者以为惟有结合国家认同

理论，才是构建多民族和谐社会的现实途径。

阿瑟·施 莱 辛 格 认 为，所 谓 国 家 认 同，就 是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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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确认自己属于哪一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究

竟是怎样一个国家的心理活动”［７］。国家认同是对

一定疆域内的行政体制共同体的认同，可以有效避

免民族认同中的历史纠缠，也可以避免文化认同中

的核心与边缘之争。或者说，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

都是基于一定历史基础的，而国家认同更多是基于

现实因素的，因此可以在更广阔的基础上实现民族

的统一。此外，如果说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尚有许多

理性之外的因素的话，那么，国家认同则是建立在理

性基础上的认同。

本文所谓国家认同，并非国家至上，而是建立在

公民社会基础上的国家认同。关于公民社会，又称

市民社会，国内学术界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进行

了持续讨论。

有的研究者针对国家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常常出

现的问题提出过六种危机论，它们是：认同危机、合

法性危机、政府权力渗透危机、参与危机、整合危机、

分配危机［８］。实际上，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如果说中

国部分少数民族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国家认同问

题的话，那么，主要的是分配问题，而非其他。改革

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而西部民族地区发展

却相对滞后。因此，要使这些少数民族达到对国家

的高度认同，不仅要以平等的文化态度视之，而且更

重要的是要改变东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状态。只有

如此，才能从根本上增强国家认同感，进而建立一个

持久的多民族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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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视野下

关于民族高等教育公平的思考

何金元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重庆　４００７１５）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

报告，从我国 社 会 主 义 初 级 阶 段 基 本 国 情 出 发，深

刻、全面地论述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和精神实质，提

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对我国经济、政治、

文化、社会各项建设事业作出了全面部署，是一篇马

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是全国各族人民夺取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行动纲领，对于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 义 具 有 重 大 而 深 远 的 意 义。这 一 报 告 强

调：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

重要基础，要 全 面 贯 彻 党 的 教 育 方 针，坚 持 育 人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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