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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庆道光之际，清朝迅速走向衰落。1840年的鸦片战争，大清被打得惨败，被迫与英国签订了丧

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此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衰弱的清皇朝，疲于应对西方列强的入侵，文化

领域的高压有所放松。有识之士在探讨御敌之策时也像乾隆皇帝一样把外国称作“外夷”。“夷”不

再是一个忌讳的字眼，而且其涵义也发生了改变，由原来指边疆少数民族，转而专指外国人。十九世

纪四五十年代，中国出现了研究边疆史地、外国史地的热潮。徐继畬、何秋涛、夏燮、张穆、姚莹等

人是这个思潮的代表。他们意识到殖民主义者侵略中国的野心和危害，关注边疆事务，重视对边疆史

地的考察和撰述。他们的著作中就经常出现“外夷桀骜”、“俾吾中国”等等。此处的“夷”、“外

夷”是指外国侵略者或泛指外国，而不是指历史上与“华夏”相对应的国内少数民族；“中国”是指

包括台湾、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在内的中国。“中国”与清朝虽有联系，但已包含新的因素。这说

明，在反对外国殖民主义的斗争中，民族观念与疆域观念、国家观念一起，发生了变化。近代意义上

的民族观、疆域观、国家观产生了。 

  19世纪末，民族危机愈加严重，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为摆脱这种局面，资产阶级维新改良

派和革命派先后登上了历史舞台。由于二者对待清朝的态度不同，因此也出现了民族观念的分歧。资

产阶级革命派决心把满清政府彻底推翻，在进行革命宣传时，采取了比较激进的方式。他们提出“驱

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口号。把“满族”说成“鞑虏”，意在激起国人对满族统治者的

憎恨，以掀起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进入20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曾进行了长达数年的论

战，其中就包含民族观念的论争。现在看来，改良派虽然在政治上落伍了，但他们的民族观点要比当

时革命派的宣传更加科学，更加理性。如康有为不赞成把满族说成夷狄，且对清朝开拓疆土、巩固边

疆的贡献做了肯定，认为“自满、汉及蒙、回、藏既同隶一国，并同当为中华人，不得殊异，其满人

并赐汉姓，俾合同而化，永泯猜嫌，则团合大群以强中国，莫善于此。”梁启超较早地提出了“中国

民族”、“中华民族”的概念，指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至20年代，

梁启超的民族观点进一步完善，他发表了《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正确地提出了“民族意识”对

民族产生的根本意义：“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 

  在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中，改良派的民族观点对革命派是有影响的。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民

国的建立，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族观点发生了明显改变。辛亥革命以前，其民族主义带有狭隘反满的

局限性。辛亥革命后至五四运动，提出“五族共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人民

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但在一些著名革命派人士包括孙中山本人的讲话或文章中，仍

然不时地带有一些大汉族主义痕迹。五四运动后，孙中山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关于民族主义，

他指出：“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新

三民主义理论，包括民族方面的观点，与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基本一致。于是，国共两

党的统一战线建立起来，中国的民族关系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的称谓得到全国各族

人民的认同，对民族问题的探讨由此更加受到重视。抗日战争初期，顾颉刚在昆明《益世报》创办

《边疆周刊》，并发表文章《中华民族是一个》，引起众多学者的论辩。傅斯年、张维华、马毅等对

顾氏的观点表示支持，费孝通和翦伯赞等则对顾氏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和商榷。因为战争和政治的原



因，这个讨论没有充分展开。但这次讨论在反映了学者之间不同意见的同时，也表现出很多趋同的认

识，提出了一些值得思索的问题，为民族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初步基础，对以后创造性地提出

更加科学的民族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 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都有关于民族的规定和表述，对此后的民族识别工作和民族理论、历史理论的进一步发

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89年，费孝通发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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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是指中国疆域内的50多个民族单位，一体是指中华民族。这一理论得到了民族学界的广泛认

同。在这一理论的启发下，产生了众多的民族史研究成果。与此同时，在历史学界，著名史学家白寿

彝经过长期的探索，提出中国经历了“多种形式的多民族统一”的历史理论。他说：“自从有文字记

载以来，中国就进入了多民族统一的过程，大致经历了各民族内部的统一、地区性的多民族的统一，

而达到全国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全国性的多民族统一，也经历了多次的曲折而终于达到稳定的多民族

的统一，并且建立了多民族统一的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一民族理论指导下，他主持编纂

了大型的《中国通史》，实现了一个世纪以来几代史学家撰述大型中国通史的夙愿。费孝通的民族理

论和白寿彝的历史理论可谓交相辉映，从不同学科反映了中国民族观念的新成果。 

  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意识和团结意识是在血与火的历史中形成的，而民族观的变化和民族理论的

发展则是对客观的民族历史和现实的反映，并对现实社会中的民族关系产生重要影响。要而言之，近

代以来民族观念的变化为中华民族更加融合，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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