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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民族发展论坛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学术报告第一讲举办

作者：李煊 日期：2021-01-21 

2021年1月19日上午，民族发展论坛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学术论坛2021年第一讲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

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举办。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教授作了题为《“民族”

与中华同心圆》的学术报告。报告会由民族所所长王延中研究员主持，民族所各学科100多位学者线上线下共同参与了此

次学术报告并进行了学术交流。

潘维教授先从“什么是‘民族’？”这一问题切入，在详细分析英文“Nation”一词内涵和外延的基础上，强调

“Nation”主要是“国民”的政治共同体，中文只能译为“国家”。接着，潘维教授从六个方面深入阐释了对“中华同

心圆”这一概念的理解。他认为政治理论本质上就是历史观，是对历史变迁的因果理解，中华史观以三千年“民本”思

想为基础，强调历朝历代的“治乱兴衰”都取决于“民心”。中华民族基于家庭的价值观就是育小养老的伦理观，由小

家而宗族，由宗族而乡亲，由大家而国家，家国一体，是具有极强包容性的“大一统”，与西方基于神教的宗教价值观

比，更合“自然/天然”。中国境内五湖四海的居民在统一政权下生产、生活，交流、交融，形成最大人类群体，形成家

国一体的大家庭。从古至今，中华文明就是一个有韧性的“同心圆大家庭”，这个家庭与西方政治共同体相比，天然具

有“社会至上”的社会主义性质。当代中国是现代的中华同心圆，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通过扁平化的组

织形式和工作机制，成为这个现代同心圆的圆心。党的全面、集中、统一领导要求党把群众路线贯彻到一切工作中，以

小为大，以下为上，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报告会交流阶段，与会学者和潘维教授就如何在制度上坚持“民本”、物质主义的内涵、如何看待国家制度下游牧文

明和农耕文明的互动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王延中所长作论坛总结。他指出，潘维教授从政治学的视角介绍了中华文明发展的脉络，得出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

和文化上都是中华同心圆的结论，阐释了中华文明延绵不绝的内在原因和动力。他强调，潘维教授的报告对民族学研究

也非常有启发，民族学学者应该进一步拓展学术视野，从不同维度看待民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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