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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华民族既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也是一个崭新的民族。古老的是文化或心理意识意义上的，指包括海
外全体华人在内的人们共同体; 崭新的是指当今中国人这个人们共同体。中华民族以汉族为凝聚核心，联合其他各
少数民族为一个整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既承认中华民族一体，也尊重各组成民族的多元与个性。中华民族
近代以来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观念上直至抗战前主要指汉族，是反抗外来压迫才使之具有了今天的意涵。民族
复兴是百多年来中华儿女的伟大梦想，中华民国无力实现，却开启了民族复兴的进程;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依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伟大梦想才能逐步得以实现，也将最终会实现。

关键词: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民族复兴;中国梦
中图分类号: D633． 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 － 433X( 2014) 01-0008-07

中华民族既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也是一个崭新的

民族。古老的是文化或心理意识意义上的，指包括海

外全体华人在内的人们共同体，崭新的是指当今中国

人这个人们共同体。中华民族以汉族为凝聚核心，联

合其他各少数民族为一个整体;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

局既承认中华民族一体，也尊重各组成民族的多元与

个性。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观

念上直至抗战前主要指汉族，是反抗外来压迫才使之

具有了今天的意涵。民族复兴是百多年来中华儿女

的伟大梦想，中华民国无力实现，却开启了民族复兴

的进程;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这个伟大梦想才正逐步得以实现，也将最

终会实现。
一、中华民族释义

当今世界的政治格局，是各种国际势力，尤其是

各种大的国际势力长期博弈的均衡产物，是得到国际

社会承认予以维护，而不允许被破坏的。1945 年成

立的联合国是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鉴于

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的巨大破坏，其创建的目的

就是要在战后建立一个拥有广泛普遍安全的世界秩

序。中国本来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之一，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曾遭到无理

剥夺。1971 年 10 月 25 日，第 26 届联合国大会以压

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

切合法权利，台湾当局的代表则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

切机构中被驱逐出去。《联合国宪章》第二条一款规

定:“本组织系基于各会员国主权平等之原则。”四款

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

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

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国土完

整”是当今国际秩序的一项根本原则，特定国土之上

的全体人民即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共同体( 体现了“政

治独立”原则) 。本着这一国际法，享有共同主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之上的全体人民即组成了“中华

民族”这个大家庭，这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家庭。
在文化或心理意识上，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则更其为

大，也包括海外华人。
一般而言，每个国家共同体的民族( nation) 可以

有自己的专有名称，比如美国的“美利坚民族”、英国

的“大不列颠民族”、法国的“法兰西民族”、德国的

“德意志民族”、日本的“大和民族”、韩国的“大韩民

族”等( 这些民族同样不仅是政治归属意义上的，也

是文化或心理意识上的) ，中国人也有自己专有的名

称，即“中华民族”。“中华民族”这一名称有着久远

的历史意涵，可以上溯至先秦中国境内一个人们共同

体名称“华”、“夏”或“华夏”，也与古代“中国”概念有

关。“夏”这个古代名称的来源大体上可以确定，即

来源于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夏，是因国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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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名，进一步向前追溯，还应跟传说时代禹的封地有

关。《史记·夏本纪》正义载:“夏者，帝禹封国号也。
《帝王纪》云:‘禹受封为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今河

南阳翟是也’。”［1］“华”这一名称有学者讲跟帝舜的

名字有关，跟华山有关，这恐怕只是一些说法，难以作

为实据①。不管华或夏的名称实证结果如何，古人对

其解释是值得关注的。《春秋左传正义》记载鲁定公

会齐侯于夹谷，有人出谋让齐侯以俘获的莱人劫持鲁

侯，未得逞。孔子当时陪伴鲁侯与齐君相会，便道:

“两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乱之，非齐君所以命诸

侯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对于“裔不谋夏，夷不乱

华”，“正义曰:‘夏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

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2］“华”和“夏”两个名称

都有对中国相对先进的典章礼仪制度的赞美之义，应

没有什么疑义，而正是这些突出而明显的文化因素成

了古人区别裔夏、夷华( 华夷之辨) 的关键之所在，后

来亦然。
所谓“华夏一也”，并不是指两个名称没有什么

区别，而是随着词义的演变，两词之间的区别已不再

具有实质性的含义，实质性的是它们的内在一致性，

这样便有了“华夏”这个显然是合并而来的名称。
华、夏、华夏三个名称，若不做考据学式的研究，大体

上可以当作同义词来理解，其含义既指以其命名的一

个古代人们共同体，也指主要由这个共同体所建立的

国家———中国。先秦( 周代，主要是春秋战国时期)

古籍中，已有“国”和“中国”等概念②，用来描述“五

帝”以来直至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发展。司马迁的

《史记》也以同样的方式书写了上溯至“三皇”与“五

帝”时期的历史。先秦古籍中提到“国”字的，如《孟

子注疏·离娄》载:“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

家’。注:……天下谓天子所主，国谓诸侯之国，家谓

卿大夫之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尚书·
大传》载:“武丁侧身修行三年之后，诸侯以重译来朝

者六国”;《礼记注疏·学记》载:“国有学”等等。提

到中国的，如《礼记注疏·中庸》载:“是以声名洋溢

乎中国，施及蛮貊”;《孟子注疏·公孙丑》载:“我欲

中国而授孟子室”; 《礼记注疏·王制》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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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不

通……”［3］《孟子注疏·离娄》载:“得志行乎中国”等

等。先秦古籍中的“国”字是一个普通概念，泛指建

立了类似国家政权的政治实体，“五帝”所在之“国”
曰国，“三代”所在之国曰国，它们分封的诸侯及其域

外之国等亦是国; 中国则是一个专属概念，限于华人

或夏人势力范围，即“华夏为中国也”。《尚书注疏·
周书》载:“华夏蛮貊，罔不率俾。传: 冕服采章曰华，

大国曰夏。疏:……夏，大也，故大国曰夏，华夏为中

国也。”
从现有史料发掘成果看，“中华”一词是在魏晋

南北朝时出现的。此前汉朝高诱所注《吕氏春秋·简

选》曾提到过“中国诸华”［4］，算是“中国”与“华”的组

合，从中大概亦能看出由华、夏、华夏、中国等概念向

“中华”演化的某种路径。无论如何，“中华”这个名

称的确是出现了。如晋桓温《请还都洛阳疏》载:“自

强胡凌暴，中华荡覆，狼狈失据”;《北齐书》卷二十一

载:“鲜卑共轻中华朝士，唯惮服于昂。”值得注意的

是，唐代法律文献《唐律疏义》( 卷三) “名例”中也提

到了“中华”一词:“荒服绝其根本，故虽妇人亦须投

窜，纵令嫁向中华，事发还从配遣”;“在蕃有犯，断在

中华或边州，犯脏当处无，估平脏定罪”。卷四中载

“中华”分别与“荒服”和“蕃”相对而言，其主要含义

是指“中国”这个地域无疑。至于“中华”与“民族”之

文字组合———中华民族———却是穿越历史时空到了

近代。“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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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传说时代的帝舜，有一名字叫做“重华”，有学者据此认为

“重”是古代部落名称，“华”是舜的名字，“华后衍为族

称，称为华族”。参见田晓岫:《中华民族发展史》，华夏出

版社 2001 年版，第 80 页。清末民初学者章太炎主张“华

山”说，认为:“我国民族旧居雍、梁二州之地，东南华阴，

东北华阳，就华山以定限，名其国土曰华，其后人迹所至，

遍及九州，华之名始广。华本国名，非种族之号，夏之名

实因夏水而得，本在雍、梁之际，因水以名族，非邦国之

号。汉家建国自受封汉中始，于夏水则为同地，于华阳则

为同州，用为通称，适与本名符合，是故华云、夏云、汉云。
随举一名，互摄三义，建汉名以为族，而邦国之义斯在，建

华名以为国，而种族之义亦在此”。参见《辞海》，中华书

局 1980 年版，第 2469 页。章太炎也提出了“夏”之得名

“夏水”说。
据于省吾的研究，商代甲骨文中没有发现“或”与“国”字，

金文有“或”字，与“国”字通，亦与“邑”字通。1963 年，陕

西宝鸡贾村出土的何尊铭文称:“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复

禀武王礼，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京室曰:

‘……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

自之辟民……’”参见陈连开:《中国·华夷·蕃汉·中华

·中华民族: 一个内在联系发展被认识的过程》一文，载

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

社 1989 年版，第 72—73、77 页。



只不过是这一文字组合有趣而庄严的继续。有必要

指出的是，“中华民族”一词早在清末或中华民国建

国之前就已出现，学界认为，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

梁启超，他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①和《历

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②两文中都有“中华民族”一

词，不过梁启超所使用的这个概念当时还是指的

汉族。
先秦时期中国的疆域，帝禹“开九州”，大致可作

为参考。帝禹开九州的目的在于政治治理，贡赋是其

基本考虑。九州包括冀、兖、青、徐、扬、荆、豫、梁和

雍。有人认为早在黄帝时就已“割地布九州”③，《史

记》则称始于帝舜:“肇十有二州。”［5］商周沿用禹的

定制，划分方式和名称却有所不同④。无论如何，夏

商周三代华夏版图似乎基本保持没变，总的看是以黄

河和长江中下游流域为中心，东南扬州扩展至闽地，

西北雍州扩展至今青海和宁夏各部分地区。至秦朝

越过南岭，汉代扩展到西域( 新疆包含在内) 。西藏

在元代时被纳入版图，明朝有所收缩，清代一度达到

史上版图最大。北方万里长城、西部青藏高原( 河湟

谷地除外) ，以及东南面广阔海洋所限定的这个地域

空间，曾是汉族历史上长期驻守的主体家园，其核心

是中原。清代民国( 抗战前) 时期仍将“中国本部”与

西藏、蒙古、新疆( 还包括东北) 区别开来，清廷还专设

理藩院治理三地事务。无论如何，在形成中国今天版

图的历史过程中确实充满博弈，其最终结果则是势力

均衡的产物。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只有在这个地域

空间内的各民族，历史上的交往互动才是最多的，联

系也是最紧密的，而这个地域空间的西面是高山，东

面是大海，北面越来越寒冷，南面越来越酷热，也只有

这个温热空间适于中华民族生存，适于中华文化繁

荣，这就是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不衰的秘密所在。
在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的意义上，“中华”在先

秦时期与华、夏、华夏同义，汉代以后与汉人同义，这

一点至清末民国初期基本未变。梁启超在 1922 年讲

道:“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6］又

讲:“民族之正确分类，非吾学力所能及，但据东西学

者所研究索而略成定说者，则现在中国境内及边徼之

人民，可大别为六族: 一、中华族，二、蒙古族，三、突厥

族( 即土耳其族) ，四、东胡族( 《东籍》所称通古斯族

即东胡之译音) ，五、氐羌族，六、蛮越族。此六者皆就

现在而言……即如我中华族，本已由无数支族混成，

其血统与外来诸族杂糅者亦不少。”［7］孙中山领导中

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

“中华”也指汉族。然而，中华民国建立并冠以“中

华”之名，却极大地推动了人们对中华民族新的关注

与新的认知，待至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基本上

已不再是汉民族的代名词，而是中国全体国人的代名

词。1938 年 7 月的《康藏民众代表慰问前线将士书》
讲道:“中国是包括固有之二十八省、蒙古、西藏而成

之整个国土，中华民族是由我汉、满、蒙、回、藏及其他

各民族而成的整个大民族。”［8］蒋介石虽然称国内各

民族为宗族，却讲:“我们中华民族乃是联合我们汉满

蒙回藏五个宗族组成一个整体的总名词。”［9］只是蒋

介石还保留了梁启超中华民族以汉族为本位( 融合其

他民族而不断壮大) 的立场，坚称“中华民族固有的

德性”就是儒家思想所宣扬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和“礼义廉耻”⑤。只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各

族人民才真正平等地做了国家主人，中华民族这个概

念才比较全面正确地与世界接轨，指享有国家主权的

全体国人，包括所有民族。中华民族除此政治意义

外，还保留有历史以来的文化意义，也包括由中国走

出去的海外华人。
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这个概念是费孝通于 1988
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 Tanner 演讲时提出来的。所

谓多元是指 56 个民族，一体是指中华民族。“它所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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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梁启超讲道:“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

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 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

观”。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中华书局 1989
年版。
梁启超讲道:“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

“中华民族混成之后，尚有他族加入”，“中华民族，号称同

化力最大”等。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一》，

中华书局 1989 年版。
参见《辞海》( 上册) ，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106 页。“九

州”词条载:“据孔传，谓黄帝时割地布九州”。
“( 2) 《尔雅》九州，为冀、幽、兖、营、徐、扬、荆、豫、雍，此为

殷制，系将《禹贡》九州之青合于徐，梁合于豫，而分冀为

冀、幽二州也。( 舜时曾分冀为冀、幽、并三州……) ( 3)

《周礼》九州，为冀、幽、并、兖、青、扬、荆、豫、雍，此为周

制，系将《禹贡》之徐合于荆，梁合于雍，而分冀为冀、幽、
并三州也”。参见《辞海》( 上册) ，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106 页。
中华民国时期将中华民族等同于汉族的历史影响至今仍

留有痕迹，如 2013 年，马英九重新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

在回应习近平的贺电时仍将中华民族视为炎黄子孙:“两

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希望贵我两党在现

有基础上，继续扩大与深化两岸的交流合作，以进一步发

扬中华文化，复兴中华民族，促进两岸永续的和平与繁

荣”。



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元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

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10］1费孝通讲的是

政治意义上的中华民族，这是一个由全体中国人组成

的人们共同体，与民国时期的“国族”同义。追溯起

来，早在中华民国时期，“国族”一词就曾作为热门话

题被讨论，当时人们关心的是国族的整体性与国家的

统一性，提出的口号有“中华民族是整个”( 傅斯年，

1935) 、“中华民族是一个”( 顾颉刚，1939) 。所不同

者，民国时期从蒋介石到某些学者表现出了一种倾

向，即强调一体而抹杀多元。蒋介石把国内各民族都

视为宗族已是人所周知，即使某些著名学者如顾颉刚

也有类似思想。顾颉刚出于维护国家政治统一考虑，

反对“民族自决”、“中国本部”与民族划分等主张或

提法，认为“中国之内决没有五大民族和许多小民族，

中国也没有分为若干种族的必要”，他还建议用“文

化集团”来取代“民族”，“逐渐消除国内各种各族的

界限”，“绝对郑重使用‘民族’二字”，“对外只有一个

中华民族”［11］。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概念，是既强调中华民族的一体性，也承认 56 个民族

的独立性，从根本上体现了我国党和政府认真贯彻落

实民族平等原则的精神。
中华民国在实现国族整体化与一体化的途径上，

基本的选择是民族融合，暗含的意思是要用汉族融合

其他各民族。中华民族在历史上长期以来曾指汉族，

梁启超当年就抱有这一根深蒂固的认识。他以史实

为据，认为战国时期的楚人、魏晋以后的越人，以及后

来的满洲人都先后“自觉”并加入了“中华民族”( 华

夏或汉族) ，相反，蒙古人则自始至终都“自觉彼为蒙

人而我为汉人”，所以未加入“中华民族”［7］。中华民

国的融合说，来源于他们对于国内各族同祖同源、婚
姻融合( 蒋介石的思想) 的历史认知。孙中山在上海

中国国民党本部演讲时曾说道:“现在说五族共和，实

在这五族的名词很不切当。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

我的意思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合成一个中

华民族; 并且要把中华民族造成一个很文明的民族，

现在实还没有做到。”［12］孙中山强调“先有家族，再有

宗族，再有国族”的实现路径。费孝通有关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格局之形成的思想，强调各民族长期的必然

的交往融合，强调对抗列强压迫的促成作用，他讲道: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

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

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它的主流

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
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

来我往、我来你往，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

性的多元统一体。这也许是世界各地民族形成的共

同过程。”［10］1

费孝通强调，早在新石器时期，我国黄河与长江

中下游就出现了多元文化存在，这是中国古代不同群

体创造的“他们具有特色的文化。这是中华民族格局

中多元的起点”［10］5。在此基础上，汉族的出现是“中

华民族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

产生了一个凝聚核心”，并经过地区性的多元统一，中

原地区民族的大混杂大融合，北方民族不断为汉族输

入新鲜血液，汉族补充其他民族并南向扩张，以及西

部的民族流动等，这就构成了一幅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格局之形成的动态而生动的历史画面。对于汉族这

个凝聚核心及其作用，费孝通讲道:“汉族主要聚居在

农业地区，除了西北和西南外，可以说凡是宜耕的平

原几乎全是汉族的聚居区。同时在少数民族地区的

交通要道和商业据点一般都有汉人长期定居。这样

汉人就大量深入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形成一个点线

结合，东密西疏的网络，这个网络正是多元一体格局

的骨架。”［10］29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特点，费

孝通总结道: 汉族是这个格局的凝聚核心，少数民族

聚居区在这个格局中占全国一半以上国土且从事与

汉族农业不同的牧业( 还有其他不发达的各种经济形

态) ，少数民族有自己的语言但通用汉语，民族融合的

条件复杂但社会经济需要是主要的因素，组成中华民

族的成员众多因而结构多元，以及形成多元一体格局

的过程是逐步完成的等等［10］29 － 33。
目前，中华民族无疑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政治与

文化共同体，如何将这么多的人口团结在一起，形成

一个稳固的具有向心力的人们共同体，其凝聚力是什

么呢?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课题。必须指出，民

族凝聚力属于历史范畴，不同时空条件下表现不同，

不能仅仅从历史中去寻找，还要更多地关注现实，这

是因为，中华民族( 政治意义的) 作为一个稳固的人

们共同体，虽经历了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但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却是关键环节，而改革开放又使得这个

共同体变得越来越稳固，越来越具有向心力。因此，

结合历史与现实因素进行分析的结果，笔者认为，中

华民族的凝聚力主要表现在下述方面。
第一，各民族在特定的地域空间中长期亲密交往

联系是强有力的社会纽带。中国的政治版图是在历

史的发展过程中固定下来的，随着主政中国的王朝或

国家实力的强弱变化，所辖疆域的大小也在变化，总

的看来，近代以前大体上是一步步地在扩大，之后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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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到了今天的大小。变化都发生在边疆地区，广阔

的内陆虽然也不断上演政治的统一与割据，但从未被

今天中国之外的人所割占，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基本

的生存空间。毛泽东讲道:“在这个广大的领土之上，

有广大的肥田沃地，给我们以衣食之源; 有纵横全国

的大小山脉，给我们生长了广大的森林，贮藏了丰富

的矿产; 有很多的江河湖泽，给我们以舟楫和灌溉之

利; 有很长的海岸线，给我们以交通海外各民族的方

便。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
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13］584 这块大地

也是中国古今各民族人民长期亲密交往的地域空间，

经济开发、商业贸易、工程建设、移民流徙、学习交流、
观光旅行、族际通婚、政治斗争、军事战争、自然灾害

等等，亦恒久地为人们创造着各式各样的亲密交往联

系机会，由此形成了各民族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血浓于水的情谊。历史与现实中的各民族之间的交

往联系植根于人们的生产、生活与生存、发展需要，是

必然的、客观的、深刻的，由此而筑就的联结他们的社

会纽带也是强有力的。
第二，各民族均致力于开发他们自己的和共有的

家园是强有力的经济纽带。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的

民族，各组成民族也都是勤劳的民族。我国地域辽

阔，地形地貌复杂多样，有高山、高原、山地、河谷、盆
地、平原，有草原、森林、海洋、河流、湖泊，各民族的家

园分布其间，人们适应环境，因地制宜，以自己的勤劳

智慧，发展出了多种多样的经济形态。总的看来，包

括黄河与长江流域在内的广大平原，由汉族开发了灌

溉农业，少数民族分布在草原的开发了牧业，分布在

高山峡谷、森林湖泊地区的开发了各具特色的民族家

园经济。在传统经济开发过程中，包括农牧渔林业在

内的各民族经济具有互补性，再加上直至新中国成立

初期各民族尚处在不同的社会发展形态中，便以此为

基础在各民族间建立了如下联系: 一是发展商贸互通

有无，如中原汉族为包括牧民在内的各少数民族提供

粮食、茶叶和相对先进的手工业产品，少数民族为中

原汉族提供牲畜和各色土特产品。二是各民族间相

互学习适用的生产知识和技术，少数民族向汉族学习

先进的农业和手工业，汉族尤其是分布在民族聚居区

内的汉族也向少数民族学习放牧、纺织等。各民族家

园经济的开发，是伟大祖国这一各民族共有家园开发

的前提与基础，也是他们共有家园开发的不竭的动力

源泉。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各民族

均又全面致力于发展现代经济，在此过程中，少数民

族不仅得到了国家的大力帮助，也得到了发达地区汉

族的无私支援，以往联结各族的经济纽带也因而变得

更加强而有力。
第三，各民族努力繁荣他们自己的文化但又相互

学习是强有力的文化纽带。在传统经济时代，民族文

化与所处自然地理和生态环境有着直接的联系，各民

族赖以生存的生产方式对于民族文化起到了首要的

决定作用。我国地理和生态环境的多样性，也决定了

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当然，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也与

各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有着紧密的联系，如全民性的

信仰宗教的藏族以及各穆斯林民族，他们的文化就与

他们在历史上皈依佛教和伊斯兰教有关。相互学习

和采借也是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不仅汉族与少数民

族杂居地区的人们在相互学习，建立过地方或全国政

权的少数民族也积极主动地学习汉族文化，并为汉族

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贡献，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

绝不是少数，绝不是小规模，绝不是可以磨灭的。汉

族文化“有融乃大”，少数民族文化也同样“有融乃

大”。在现代经济时代，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面临着

巨大冲击，现代文化也不容忽视地要大发展大繁荣，

这对于各少数民族而言，发展各民族现代文化，不仅

需要国家的帮助，也需要相对发达地区广大汉族的支

持，而这一切亦都是在进行时。不仅有广大汉族的科

技工作者和知识分子到民族地区去参与发展建设，直

接提供智力资源，在党和国家的战略安排下，内地的

各级各类民族院校、预科教育、民族班等，也正在为少

数民族培养着所需的各类现代化建设人才，这对于推

动各少数民族现代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贡献是不可

低估的。值得关注的是，当今时代的中华文化必然融

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现代科技文化与民族传统

文化于一体，大发展大繁荣还将使之获得空前整合。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与精神家园，我国各民族长期以来

文化上的密切联系，更加彰显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作为联结各民族的精神纽带无疑是更强有力的。
第四，各民族跟着共产党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

发展是强有力的政治纽带。经验告诉我们，中华民族

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将在极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各族人

民对他们在中国的美好未来是否抱有坚定信念，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答案是肯定的。这是因为，事实充

分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拯救民族于危难，并能带领

中国人民迅速崛起。“经过九十多年艰苦奋斗，我们

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

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

出光明前景。”［14］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会带领各族人民

走向光明的未来，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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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中确立了适合中国国情并

能有效推动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

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

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制度，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

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

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

各项具体制度。”［14］从民族方面看，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使我国少数民族享有充分的自

治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

根本道路，所以，各民族只要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共

产党指导的道路前进，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美

好未来就一定会实现，这作为联结各民族的政治纽带

未来将会证明是强有力的，这是我们必然应有的

自信!

三、民族复兴中国梦

中国是少数几个最著名的文明古国之一，在农业

时代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近代以来却衰落了，

民族振兴因此成了百多年来全体中华儿女的伟大梦

想。从孙中山的“恢复中华”，到中国国民党的“民族复

兴”①，再到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

一个充满艰难曲折的过程。中国国民党用“民族主义”
完成了“恢复中华”的历史使命，但民权主义却被大地

主大资产阶级独裁所取代，民生主义则以民不聊生而

告终，“三民主义国家”根本成了泡影，“天下为公”哲学

也空无所施。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面临的首要任务是

通过革命斗争谋求中华民族的解放，是要“建设一个中

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13］624。新中国成立后，毛泽

东提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目的是全面

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将中国建设成为一

个伟大的国家。改革开放后，邓小平针对建国以来在

艰难曲折中前进的中国人民提出“中华民族振兴”

( 1990 年) ，要中国人民振奋起来，努力建设一个现代化

的伟大国家。1987 年，党的十三大系统地阐述了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深刻指出我国从 20 世纪 50 年代

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

现代化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这一时期都将

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也将“是全民奋起，艰苦创

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15］。“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宏伟目标是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早期被提出来

的，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在进入到 21 世纪

后，这一宏伟目标便成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庄严

使命与坚定信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十八大后，习近平

再次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阐释为“中国梦”:“实现伟大

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不是要重现我们昔日的辉煌，而是富有全新的

时代内涵。
历史上，我国曾长期处于世界发展的前列。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就是要在历史的今天以及未来再次使我

国走在世界发展的前列，引领世界发展，到那个时候，

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将会得到全面实现，从

而使我们的国家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使我

们的社会成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使我们的人

民成为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人民。中华民族复兴之

日，也将是中华民族以崭新的时代面貌和姿态屹立于

世界民族之林之日。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

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寄托着无数仁人志士、革命先烈的理想和夙愿。在

长期艰苦卓绝的奋斗中，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付出了

最大牺牲，书写了感天动地的壮丽史诗，不可逆转地结

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

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

兴的历史进军，使具有五千多年文明的中华民族以崭

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胡锦涛还指出:“在新

的征程上，我们的责任更大、担子更重，我们必须以更

加坚定的信念、更加顽强的努力，继续实现推进现代化

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

三大历史任务。”［14］中华民族不仅要承担国内历史使

命，也要承担世界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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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 卷 孙振玉: 中华民族理论

① 1932 年，张君劢创办《再生》杂志，将“中华民族复兴”作为

办刊宗旨。当年，蒋介石创立“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

兴社”，又名“蓝衣社”，亲自任社长。1934 至 1949 年，蒋介

石和宋美龄发起“新生活运动”，也自称为“民族复兴运

动”。故在此采用“民族复兴”说法，但其义与“中华民族复

兴”无异。



鸦片战争以来铁一般的历史证明，只有社会主义

能够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将同样寄希望于开创性地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已是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坚定

不移的信心和信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三部分构成，这“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

斗、创新、积累的根本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的根本特征，筑就了它的真正开放性和

辩证性的品性，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

本原理的同时，也综合借鉴了迄今为止人类探索发展

的最先进的理论和理念，从而科学辩证地作出了“全面

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

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战略布局。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理论精髓是科学发展，最鲜明的精神实质是“解放

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实践要义是辩证发展，最深刻的精神实质是不

断探索，“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

创新永无止境”。胡锦涛因而号召“全党一定要勇于实

践、勇于探索、勇于创新，把握时代发展要求，顺应人民

共同愿望，不懈探索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永

葆党的生机活力，永葆国家发展动力，在党和人民创造

性实践中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

前景”［14］。党的十八大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决定性时刻召开的，“大会的主题是: 高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

量，攻坚克难，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

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14］。小康社会是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重要的阶段性目标，依靠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中国有信心在2020 年建成小康社会; 依靠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民族也同样有信心在未来实现伟

大复兴中国梦。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极大地

影响到中华民族认同。如今，中华民族的伟大象征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全体国人而言，中华民族认同就

体现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这是一种内化了国家政治要

求的深厚而神圣的情感，但对于全体海外华人而言，中

华民族认同则主要表现为文化上的一种思乡情怀或心

理意识上的一种恋乡情结，是一种认祖归宗的血统意

识，是一种落叶归根的热土观念。海外华人的故乡不

在别处，就在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在所在国家的

原住国人眼里，他们就来自于今天的中国，他们只是移

民及其后裔，而他们本人，当面对所在国家的原住“主

人”时，其原有的家乡归属感，自然会扩大为或“自觉

为”对如今中国的认同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疑会使

他们的这种认同感更加带有一种强烈的尊严和骄傲，

从而强化其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认同。当然，中华民

族认同无论对于全体国人还是全体华人而言，也有其

复杂的一面，理论上的认同并不完全等同于现实的认

同。众所周知，无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还是在

海外，至今仍有少部分以分裂中国的政治统一为能事

的人，如“藏独”和“疆独”分子，他们出于政治目的，在

国际反华势力的唆使下，甘愿当反华跳梁小丑，极力破

坏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终将以前所未

有的民族凝聚力使他们的任何破坏企图成为白日

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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