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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平等原则：王朝中国与当代中国民族政策的分水岭

  中图分类号D6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8575(2010)05-0005-04 

  中国是一个生态环境多样、文化多样、民族多样的国度。中国有句俗语“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正是多样性的生态环境、多

样性的文化，促成了多样性民族群体的形成和存在。在王朝中国漫长的国家发展进程中，这些多样性的群体之间经历了相互冲

突、相互征伐、相互需求的历史进程，逐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基本格局。从这个视角来说，当代中国的民族问题与

民族政策与此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民族政策这个层面来看，经历了百年来的社会变迁和观念更新，少数民族已从王朝中国的藩部

臣民成为主权中国的平等成员，民族平等是王朝中国和当代中国民族政策的分水岭。少数民族成为主权中国平等成员的进程并不

是一个轻松的过程，而是经历了复杂的斗争、协商、对峙，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各民族经历了严酷的奋斗后做出了重大的

历史抉择，最终克服了一系列内忧外患问题后才步入统一多民族现代国家的发展轨道，发展出了一套更有利于文化多样性和民族

多样性存续的政策，推进社会整体繁荣成为当代中国人最普通的期待。 

  ——王朝臣民在差序格局中的冲突与包容。任何多民族社会的民族政策都与其特定的族际关系基础相关，也与这个社会所执

的民族关系理念相关。差序格局是费孝通先生对中国乡土社会研究的重要思想成果。事实上，王朝中国时期不同族类群体之间形

成的关系也受到乡土中国认知社会关系方式的重要影响。不同族体之间的关系在历朝历代的演变中有着不同的表征，围绕着王朝

政治中心安置周边族类群体是王朝历史上常见的历史图景，华夏中心，夷、蛮、戎、狄多为王朝中央政权的藩部臣民，差序中的

冲突与包容是王朝中国族类群体关系中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礼记•王制》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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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正是王朝中国时期不

同族类群体基本格局的华夏记述。 

  差序格局下的冲突与包容理念从根本上影响了不同群体之间关系的确立。纵观王朝中国发展史，正是在差序中的包容使华夏

中心观逐步演化，“五方之民”成为华夏中心理念下对王朝早期时代族类群体格局的描述。在“五方之民”间的关系较为平和时

期，流行承认族类共同体差别，族类关系适用“用夏变夷”的具有极大包容性的解释框架。正如已有研究者指出的：所谓“夏”

在其形成中就大量地融入了曾经的“夷”的成分，“夏”的边界是在群体的长期互动融合中不断向四周扩大的。“用夏变夷”并

非是几千年一贯的处置各族类关系的方法。还有流传极广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说，其大多流行于族类共同体关系紧张或

冲突时期。也就是说族类关系状况决定了不同族类观念流行的状况。“华夏之辨”、“用夏变夷”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正

是族类关系发展中“内向”和“外向”、“包容”与“排斥”的对立发展，是在族类关系不同状态下交替影响人们思想和行动的

重要理论框架。长幼有序的亲族观念是差序冲突与包容的思想来源，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其实也是一个差序状的叙述方式。 

  王朝中国中央王朝治下的臣民事实上也纳入了这样一个差序格局，这一格局在不同王朝之间还形成了继承性，王朝中国也形

成了一套内容丰富的政策体系和制度，中央王朝馆舍的设置、赏赐、茶马互市、因俗而治、“修其教不易其俗”等等，都是王朝

国家政权得以巩固和存续的重要政策手段。同时，也形成了王朝中国的“天下观”：“排除了均衡多国体系观念的生长，历史上

分裂时期国家对国家的征服和统治关系，也就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被转换为实现‘中国’内部统一的征服和统治关系。也可以



说，恰恰是天下中国观抑制了对中国内部更小单元的那种国家认同的产生和巩固”。而“中国和正统这两个观念本身，就是对超

越了这个或那个具体王朝的一个历时性政治共同体的集体记忆与追求的意识”。[2]在“天下中国观”基础上，“贵中华”、

“贱夷狄”、“夷夏大防”等观念的负面影响不断被克服，特别是至隋唐时期，“天下一家”、“华夷一体”观念成为影响文化

殊异的不同群体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唐太宗称：“盖德之泽洽，则四夷可使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3]明初亦

有“华夷无间”之称，[4]而且在漫长的封建王朝国家发展进程中“华夷”融合为一体并不可分辨的历史事实并不鲜见，如中国

历史上曾存在的东夷、鲜卑、契丹、乌桓等等。因此，可以说王朝国家大一统政治的确立，无论从社会政治条件、社会实践，还

是从观念形态上来说都排除了长久保持小国林立格局的历史状况，促使整个社会不断趋向多元一体。这就是近代国家转型确立新

型民族关系的历史基础。 

  ——平等观的接受与民族平等实践。经历了近代的国家转型，中国社会日益接受了源自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特别是无产阶级

革命的一系列全新观念，“民族国家”、“平等”、“自由”、“科学”、“自治”等等，社会观念的变革和社会政治运动相互

激荡，差序中冲突与包容的传统族类关系观念开始与国家近代转型相适应，藩部臣民的社会地位先是在“五族共和”中找到新的

解释框架，尽管这一框架尚未在全社会取得全面的影响力，民族平等观念还是在中国社会得到逐步传播。在平等中相互尊重成为

改写传统民族政策的起点。但是，这个过程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在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将要结束之时，也是王朝中国时代结束

之时，资产阶级革命者以汉民族主义来动员社会力量推翻清王朝，面对这一状况，光绪三十三年(1908)六月二十二日，两江总督

李鸿章对化除满汉畛域办法提出八条建议。八条之中的满汉刑律宜归一致、满汉通婚切宜实行；满汉分缺宜行删除、京营宜改混

成旗、驻防与征兵办法宜归一律，其核心就是建议实行满汉在政治、民事、军事、司法等方面的平等。这个条陈引起了清朝最高

统治者的重视，清廷于同年七月初二日颁布《著内外各衙门妥议化除满汉畛域切实办法谕》。1908年8月27日颁布的《钦定宪法

大纲》中附臣民权利义务。这些都表明虽然民族平等尚未明确提出，但是已开始影响到社会上层的政治生活领域。孙中山无疑是

推进民族平等观念广泛传播的重要政治人物，正是辛亥革命和“三民主义”思想，提出“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推进了民

族平等思想观念的传播，而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为民族平等从思想观念到社会政治实践开辟了道路。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达成民族平等的理论选择还基本上遵循着“民族自决”的原则，但是，经历了延安时期的

实践和抗日战争的考验，民族区域自治成为一种更符合中国历史与国情的选择。1947年4月中国第一个省级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发

布的《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宣布：“内蒙古自治区域内蒙、汉、回等各民族一律平等，建立各民族间的亲密合作、团结互

助的新民族关系，消除一切民族间的隔阂与成见。各民族互相尊重风俗、习惯、历史、宗教、信仰、语言、文字，各民族自由发

扬本民族的优良历史文化与革命传统，自由发展本民族的经济生活，共同建设新内蒙古。”[5]各民族在平等地位上相互尊重成

为推进传统民族关系转型的一个关键，当代中国民族平等观念已为绝大多数人民所接受，即各民族不分人口多少、历史长短、发

展程度高低，一律平等。国家为少数民族创造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和条件，保障各民族的合法权利和权益，各民族人民都有义务

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在民族平等相互尊重原则下，各民族结成“多元一体”基本格局，这是当代中国一切民族政策出台和发

布的现实国情，也是理解当代中国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的基点。 

  ——坚持民族平等，推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在全球化与现代化进程中，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已上升为社

会共同目标。为实现这样的目标，中国还需要在民族政策社会化方面做更多、更细的工作，还需要面对一些理论和现实的挑战，

以抵制造成民族成员间不平等、伤害民族团结的各类社会行为，使各民族在追求共同繁荣、共同发展中各民族权益能够得到充分

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民族政策的完善还需要回应诸多的社会需求，开展多方面的工作。 

  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解决共同繁荣发展过程中多样性文化的存续问题。中国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提出“坚持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这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个重要

原则，在民族平等原则下“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将更大限度地为多样性文化的存续提供更有利的环境条件，这也是社会本身的

重要需求。有研究者指出：“我们的生活方式越趋同一，我们对更深层的价值观，即宗教、语言、艺术和文学的追求也就越执

著。在外部世界变得越来越相似的情况下，我们将愈加珍视从内部衍生出来的传统的东西。”[6]在全球化和现代化条件下，人

类社会普遍面临着繁荣发展与多样性文化存续的问题，特别是对于那些人口较少的民族群体而言，民族文化的存续受到更严峻的

挑战。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国多样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繁荣发展中采取什么样

的措施才可能确保少数民族文化的丰富多样性，对于现行民族政策提出了更高要求。赫哲、鄂伦春、鄂温克游猎文化的危机，在

生态环境恶化条件下游牧文化的前程等等，都是民族政策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坚持民族平等，在发展中不断协调各民族关系。各民族群体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不平衡性，处于不同区域、不同自然环境下

的民族群体，大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具体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在发展进程中还需要更有针对性的政策。经济发展无疑是解决一

系列社会问题的基础，各民族的发展繁荣离不开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从理论上来说，稳步的经济发展以及与经济发展相协调

的社会发展是最关各民族群众生活的要件。坚持民族平等原则，各民族共享发展成果可促进民族关系和谐发展。从民族政策方面

来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经济社会生活领域的政策，有利于少数民族权益保护。然而，随着各民族人口全国性的流动、民族地

区农村劳动力转移都对既有的民族政策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如何消除在新的生活空间、新的生活领域中出现的民族歧视、民族偏

见等，均需要有细化政策和措施，确保各民族平等权益。有专家亦指出：“我国的文化和族群认同的多样性不仅与日俱增，而且

还在国际化。”[7]也就是说，中国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协调民族关系会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情况，民族关系的协调发展成为需

要全社会基于法制、平等权益原则上考虑的重要问题。 

  强化民族团结，理性认知民族关系的历史遗产。民族团结是任何一个多民族社会都努力谋求的社会目标。在强化民族团结过

程中，相当多的人还需要正视中国漫长的多民族王朝国家历史。在这一历史发展进程中，积累了丰厚的民族关系遗产，这些遗产

成为当代中国各民族之间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建构的历史国情。这些遗产需要认真研究、疏理和甄别，辨析和正确运用

这些遗产在当代中国民族关系发展中的功能，从而认真思考民族关系的历史与现状，有效地管理和调节民族关系，应对国内外各

种挑战并促进国内社会生活的和谐进步。 

  今天的人类社会总体来说还处在与社会歧视、不平等斗争的进程之中，中国需要借鉴历史经验、他国经验，在当下的社会生

活中寻求并实践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准则。相应的社会政策不仅要充分考虑到歧视、冲突，甚至残酷仇杀的历史

国情对社会整体发展的负面影响，更需要清理传统的民族歧视观念，强化民族团结。正如很多人意识到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进程中，国际社会的反动势力、企图遏制中国的势力、国内社会转型中出现的种种利益冲突等等，都可能形成对当代民族关

系的挑战。无论是2008年拉萨的“3•14”，还是2009年乌鲁木齐的“7•5”事件，都需要当代中国人进行多方面的总结，不仅从民

族政策的单一角度，而且要从整个社会转型、社会治理方式转型等多个视角进行总结，吸取其中的经验教训。这些事件还进一步

提醒国人，对于一个多民族社会来说，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是关系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大事，切实执行民族平等的法律、制

度，保障民族关系的和谐稳定十分重要，整个社会需要警惕将特定事件的影响泛化、将极少数人的行动推想为全体行动、将政策

“反思”和总结引向全面否定的倾向。我们需要面对市场、全球化等新形势，完善中国民族政策体系，通过形成每个人的社会行

为规范来维护民族团结，要积极消除历史上残存的不利于民族关系良性发展的因素，及时化解现实中的矛盾和问题，保障人们的

生活平安、稳定，生活水平稳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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