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午 民族
·

概念 的几 个 问 题

阮西 湖

民族形成理论问题是民族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

也是我国学术界三 十多年来 一直在进

行讨论的重要理论问题
。

不足之处是理论联系实际还不够
。

以下我从几方面谈谈我个人的看

法
。

一 民族概念

世界各国关于民族的概念不尽相同
。

总的说来
,

可以分为三种
。

第 一种观点以社会发展阶

段
、

社会制度和人 口数量为主要标志
,

即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才有民族
,

资木

主义以前的
“人们共 同体

” 均称为部族
。

其次是人口在 万以 下 的人们

共同体即使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也被称为部族
,

如苏联北方和达格斯坦地区的

小民族 如涅涅茨人
、

埃文克人
、

阿瓦尔人
、

列兹金人
,

等等 在苏联的文献里被称为部族
,

法国的科西嘉人
,

虽然已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
,

但因人口 少也被称为科西嘉部族
。

持这种观

点的代表为苏联学者
。

第二种观点以是否建立国家为标志
,

即凡建立过国家的人们共同体称

为
”

即民族
,

没有建立过国家的人们共  体均称为 “

” ,

我国学术界也译为民族
。

如美国的英吉利人
、

爱尔兰人
,

澳大利亚的意大利人
、

日耳

曼人
,

加拿大的荷兰人
、

日本人
‘
,

均称为 川。
民族

,

持这种观点主要是西方国家
。

解放后
,

我国政府对我国境内
“人们共同体

”
进行了民族识别

,

先后确定了 个民族
。

无论 是人 口占全世界第一位的汉族
,

还是解放初期只有几百人的赫哲族均称为民族
,

也不管

其社会发展阶段如何
,

均用同一个术语
。

我认为这是中国式的民族概念
,

也就是说
,

我们的

民族概念
,

既不 同于苏联
,

也不完全向子西方
,

而是有自己的独特的看法
。

我非常赞赏中国式

的民族概念
,

因为中国式的民族形成理论是在恩格斯关于民族论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

即
“

但在个别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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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样就朝民族的形成跨出了第一步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卷第 页

。

二 什么是构成民族的要素

什么是构成民族要素问题
,

我国在进行民族识别时
,

主要是依据斯大林 同志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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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共同七 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 《斯大林全集》第 卷 第 洲页

。

但是 其他国家在民族形 成方面有以下不同的看法

勺 民族 有共 同的文化和共同的起源
。

吞民族有共同的语言
、

共同的风俗习惯
、

共同的民族意识和共同经济利益
。

妙民族有共同的地域
、

共同的经济利益
、

共同的起源
、

共同的语言
、

共同的风俗习惯和

传统
、

共同的精神生活
。

罗 马尼亚学者认为
,

民族是人类社会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
。

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共同

的地域
、

共同的经济利益
、

共同的起源
、

共同的语言
、

共同的风俗习惯和传统以及共同的精

神生活
,

在此基础上形成民族国家
。

民族有以共同语言或共 同宗教
‘

为基础的历史传统
。

民族意识是 一种历史意识
。

民族是一 种聚合体
。

美国哈佛大学民族百科辞典关于民族的定义
,

认为民族是 一种聚合体
,

这种聚合体是非

常广泛的
,

归纳起来有以下特征

共同的地理起源 移 民状况 种族 泣 语言或方言
。

宗教信仰 , 超越亲属关

系
、

邻近地区和社区界 限的结合 相 同的传统
、

相 同价值观念
、

相同的象征 文学
、

民

间传说和音乐 食品爱好 居住类型和职业类型 在原居住地和在美国的特别政治

兴趣 有特别维护和服务于本族的机构 族内的特殊意识
。

对外部事物 的 特殊感

觉
。

美国和英国的一些学者没有把种族和民族区分开
,

种族概念 与民族概念相混
,

从史密斯提

供的例 子可 以 说 明 这个问题
。

他们否定种族和民族的不同性
,

如 年美国人 口普查时
,

他们要求公民回答 白人
、

黑人
、

日本人
、

华人
、

美国印第安人
、

亚洲人
、

夏威夷人
、

爱斯

基摩人等等
。

这样
,

民族概念和种族概念就合在一起
,

并把美国人分为移民
、

土著
、

南美人

和混血人种等级
。

这一点说明
,  。年美国人口 普查对美国人的分类与哈佛大学民族百科辞

典的民族划分是不一致的
。

把民族和种族合在一起的类似情况也发生在 年的牙买加人 口普查中
。

年
,

英国

当局把牙买加居民分为白人
、

黑人
、

有色人
、

印度人
、

美洲印第安人
、

华人等等
,

并把 白人分

为不同的 “人种 ” ,

如英国人
、

日耳曼人
、

其他民族的欧洲人
、

犹太人
、

叙利亚人
、

黎巴嫩

人
、

克里奥尔人
、

本地出身的 白人
。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在进行人口普查时
,

也按照牙买

加的分类模式进行如下分类 黑人
、

印度人
、

华人
、

混血人种 有色人
、

黎巴嫩人和叙利

亚人
。

 年
,

牙买加在进行人 口普查时
,

对有色人口又进行了如下划分 非洲—欧洲人
、

非洲—华人
、

非洲—叙利亚人
、

非洲—印度人
。

由此可见
,

在一些以移 民为主的国家里
,

由于种族和民族成分繁多
,

造 成 了 种 族
、

民

族
、

国籍等方面的混乱
。

在英语国家里
,

有时也把民族称为种族
,

如 “ 日耳曼种族
” ,

实际上应 是 ‘

旧 耳 曼 民

族
” 。

关干构成民族的要素问题
,

我想根据当前世界民族形成情况
,

提出以下四个方而作为构



成民族的要素
。

甲
、

共 同的民族意识
。

所谓共 同的民族意识
,

也就是 自称或 自我意识
。

我认为这是构成民族要素的最主要阴
、

条
。

如果失掉这一要素
,

」

那就
’

不成为民族
。

如犹太人
,

他们生活在傲界不 同的国家里
,

但他

作浦共
二
同钓民族意识

。

因此
,

他们被认为是一个民族
。

乙
、

共 同的文化
。

‘

无论是汉族
,

还是少数民族
,

都有共同文化
,

共同的文化是形成民族的第二因素
。

在这

鱼厂我提的共同文化是指风俗习惯
、

宗教信仰
、

文学艺术 包括 口头文学
、

一

音乐舞蹈等
。

在汉人中间
,

自觉或不 自觉地流露 出汉族有共 同文化
,

如瑞士华人赵淑侠也把共 同文化作为

汉族的重要标志之一
。

她说 “我深深感到、
’

无论在大陆台湾还是海外
,

我们 都 是 炎 黄子

孙
,

都有共 同的文化根源
。 ” 人民日报海外版  年 月 日

在我国 个少数民族中
,

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优秀文化
。

特别在文学
、

艺术
、

音乐
、

舞拓方面
, ‘ 、

木少同志虽不是音乐家
,

但能辩别出不同民族的舞蹈
、

音乐
。

正因为文化是民族

的重要标志之一
,

所以在党和政府文件 中
,

经常教导我们要尊重少数民族的 风 俗 习 惯
。

可

见认凤俗习愤是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
,

是构成民族的第二个重要因素
。

我国宪法第 条 还

规定 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地管理本地方的教育
、

科学
、

文 化
、

卫 生
、

体 育 事

业丫保护和整理民族的文化遗产
,

发展和繁荣优良的民族文化
。 ”

·

尔 丙
、

共 同的语言
。

· ‘

语言是民族的特征
,

因为没有共 同的语言
,

民族内部人们也就无法交际
。

此外
,

语言还

是保蓄民族文化的重要手段
。

因此
,

语言是民族的第三要素
。

我国宪法第四条规定
“
各民

族都淆使用和发展 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
, 二 ,

一

但是
,

如果因某种原因
,

丧失了民族语言百只要前两个因素还保留
,

民族就不会消失
。

送种情况在国内外均能找到例子
。

·

·

石
‘

此外
,

,

有的民族操两种语言
,

尽管没有共同语言
,

但有共同的民族意识
,

共同的文化
,

还是 可以识别为一个民族
。

“
一

丁
、

共同的历史渊源
一

民族形成经历过漫长时期亨因而都有其共伺的历史渊源
。

也就是 说
,

在民族形成的过程

币、 共同的历史 渊源是民族的第四个要素
。

以苗族为例
, “苗族分布很广

,

主要居住在贵州
·

约占苗族总人口的
、

云南 约占  
、

湖南 约占
,

其余分布在广西 约

舌
‘

吮 、 四川 约占。 等地
,

还有少数在广东海南岛及湖北西南角
。

⋯ ⋯有关苗族族

源问题在史学界中还没有一致的定论
,

但是已有足够的史料可以证明的是
,

早在二千年前的

秦汉时代
,

苗族的祖先已经聚居在至今还是他们比较最集中的湘西
、

黔东这个当时称作
‘

五

溪
,

的地区
。

史书中侮称居住在这里的包括苗族祖先在内的少数民族为
‘

五溪蛮
’

或
‘

武陵

蛮
’ 。

矛后来
,

他们陆续向酋迁移
,

才逐渐形成现在的分布局面
。 ” 《中国 少 数 民 族》第

一 页
,

这段弓文说明
,

虽然苗族现在分散而住
,

但他们有共同的历史渊源
。

为什么不提共同的

经济生活和共同的地域呢 因为无论在历史上或是现在有共同的经济生活的不一定是同一民

族
。

居住在不同地域
,

也不一定就是不同的民族
。

因此
,

这两个因素只能做为参考
,

不能做



为 天素
。

为此
,

我认 为构成民解定的四个要素是
,

共同的民族意识
、

共卜的文化
、

共同的语言和共

同的厉史渊源
。

这是我权据我国 个氏族情况和世界上其他民族情况而提出来的划分民族的

一般标准
,

但计非对每一个民族都完全适用
。

如共同的语言对有些民族就不一定适用
,

因为

有些 民族有两种语言
。

这里还要说明一点
,

这四个要素应该做为一个整体来识别民族
,

而不

是逐条衡量
,

缺一不可
。

三 民族学概念和政治学概念问题

民族研究属人文科学
,

政治制度的研究属社会科学
。

民族的形成需要经历长期过程
,

因

而民族是一个稳定的共同体
,

民族可以生活在奴隶社会
、

封建社会
、

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

义社会
。

在到达共产主义社会之前
,

绝大多数民族处于生存发展阶段
。

那么
,

社会制度改变了
,

是否能改变民族性质
,

我的看法是不会改变民族的性质
。

如北

朝鲜的朝鲜族和南朝鲜的朝鲜族
,

依然是一个民族
。

因为朝鲜族的民族同一感没有消失
,

朝

鲜族的文化没有消失
,

朝鲜族的语言也没有消失
。

共同的历史渊源也是民族的重要内聚力
,

如汉族情况就是这样
。

今年清明节
,

陕西各界

人士六千多人举行一年一度的清明节祭扫黄帝陵仪式
。

二十多名台
、

港
、

澳同胞专程赶来祭

陵
,

敬献花圈
,

表达对民族祖先的敬仰之情
。

这说明汉族有共同的历史渊源
,

也说明不同的

社会制度
,

不能改变民族的属性
。

此外
,

不同的世界观也不影响民族的性质
。

如在解放前
,

共产党人认为社会主义必将到

来
,

资本主义必然灭亡
,

国民党人则认为资本主义是永存的
。

但在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

争之后
,

国共两党为了民族利益
,

共同抗 日
,

这说明世界观不同也不能影响民族性质
。

因此
,

用社会制度这样的政治概念来区别民族是错误的
。

例 如
,

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撰写的 《苏联社会主义民族》一书中就用社会制度来区别

民族
。

该书写道
“
社会主义民族与资产阶级民族无论在经济制度

、

阶级结构和精神面貌方

面
,

都有着根本的区别
。 ”

该书继续写道
“

资产阶级民族为了剥削和压迫工人阶级及劳动人民
,

鼓吹民族内部的
‘

阶级和平
’ ,

以
‘

民族统一
夕

的 门号作掩饰
。

资产阶级民族的精神面貌和社会政治面貌
,

反

映着资产阶级制度对抗性的剥削本性
,

反映着资产阶级的掠夺政策和民族主 义 思 想 资 产

阶级领导着这些民族
,

它们极力强迫占民族人  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接受 自己的 政 策 和 思

想
。

同资产阶级民族相反
,

新的社会主义民族是在工人阶级及其国际主义政党领导下
,

在消

灭资本主义及资本主义以前时期的残余的条件下
,

在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取得胜利

的基础上产生的
,

这种民族的阶级基础
,

乃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联盟
。

社会主义民族已

摆脱了阶级对抗
, ‘

已的内部是团结一致的
。 ”

见 《苏联社会主义民族》 中文版第 页
。

从 卜面引文可以清楚地看出
,

苏联学者把作为民族学概念的民族和社会制度这样的政治

学概念混淆起来
。

但是
,

东西德国
、

南北朝鲜
、

中国大陆和台湾岛的现实情况说明苏联学者

的这种分类是错误的
。



以台湾为例
, “

自一 九四九年 以后
,

台湾又出现割据局面
,

处于同大陆暂时 隔 绝 的 状

态石 虽然经过 三注
·

多年
,

中国和世界的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

台湾和大陆也有了不同的发

展
,

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
,

但这丝毫也没有改变台湾是中国领土和台湾人民是中华 民

族一部分这个根本向题的性质
。

现在
,

台湾人 口已经超过了一千八百万
,

其中约百分之二几属

于中国少数民族之一的高山族
,

其余约百分之九十八为根在大陆的汉族同胞
。

他们的血缘关

系
、

民族意识
、

语言文字
、

文化传统
、

风俗习惯
,

以至社会组织
、

家族制度等
,

都是从大陆

继承而来
,

和大陆并无区别
。

抗 日战争胜利后到一九四九年
,

由于 内战的进行
,

发生了一次

空前规模的人 口迁移
。

三
、

四年中
,

‘

从大陆迁居台湾的人数约有一 百五十万 至 二 百 万
,

各

种机构
、

设施也成建制地搬到台湾
。

这就更增进了台湾和大陆在 卜述各方面的一致
,

进一步

加强了台湾和大陆人民的民族纽带
。

因此
,

这些年来
,

海峡两岸十亿人 日和海外广大侨胞
,

一致坚持台湾是中国一个行省
。

台湾人如同
一

东人
、

四川人
、

北京人一样
,

都是中国人
。

而

全世界人民和所有的国
、

家
,

也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
,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 ”

但是
“在台湾省籍的 中国人中

,

确也存在有一小股分离主义的暗流
,

而且海外 主要是

在美国 比岛内活跃
。

其中有些人为了替分离主义制造根据
,

就不能不曲解历史
,

如把清朝

的统一台湾说成是对台湾的
‘

侵略
’

和
‘

殖民统治
夕 。

这就等于说
,

中国人
‘

侵略
’

中国
,

在启己一部分领土上建立
‘

殖民地
, 。

这样一来
,

不但中国历史
,

而且全世界各国的厉史都

得重写
,

并将变成一堆糊涂账
。

至于说
‘

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 ,

而是有个
‘

台湾民族
’

更是

抛弃了形成民族的一切要素和特徽
。

他们列举的所谓
‘

台湾意识
夕 、 ‘

台湾文化
’ ,

实际 仁

只不过是中华民族传统意识和传统文化具有的一些地方特色
。

由于 中国地域广大
,

各地的意

识和文化都有一定的地方色彩和特点
,

但又都是统一的中国文化和意识的组成部分
。 ” 何

方
、 《研究台湾历史的珍贵资料》载 《人民 日报》 海外版  !年 月 日

今年四月二 日
,

外交部发言人在
,

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的问题时说
,

我们赞赏蒋经国

所说的中国只有一个
,

中国必将统一的话
。

我们认为要实现和平统一
,

实行一国两制是现实

的办法 见人民 日报海外版 月 日
。

外交部发言人的这一席话说明
,

大陆和台湾可以存在不同的政治制度
,

但 中 国 只 有一

个
,

汉民族只有一个
。

相信汉民族的内聚力将会促进我国的更快统一
。

可见
,

苏联的民族理论模式应该放弃
,

建立 中国式的民族理论体系
,

民族学概念应 与政

治学概念分开
。

同一个民族不会因为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而产生不 同性质的民族并互相

排斥
,

相反
,

由于有共同的历史渊源和民族归属感会产生民族内聚力
,

促进国家 更 快 的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