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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和谐社会建设的必要内容 

期刊：中国民族报理论 

作者：张海洋 

和谐社会是人类恒久的需求和理想。和谐社会蕴含了“中和位育”、“仁民爱

物”、“协和万邦”、“天下为公”、“天人合一”、“居安思危”、“以人为本的

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等内涵，是中国文化自

性的完整呈现。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多元民族文化是中国人认同的源泉和立

国之本。在举世关注文化多样性和迈向开放社会的今天，多元民族文化还是中国积累道

德资源，凝聚软实力，推动观念更新和制度创新，化解能源和市场压力，避开拉美陷

阱，实现和平发展的社会资本。因此，它不仅是和谐社会理念的重要支柱，也是中国和

谐社会建设的必要内容。 

在这种视野下，中国的和谐社会理念呈现为一个立体三角形架构，它的目标是人类

与自然全面和谐和可持续发展。它的支柱有三：一是中国内部的社会纵向分层和谐；二

是文化横向分类和谐：三是国际关系和谐。由于横向分类和谐是中国和谐社会建设关键

内容之一，而主流社会对此的关注尚嫌不足，所以本文专门论述多元民族文化的重要

性—— 

编者按：  

党的十六大确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后，社会各界展开了热烈

的讨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社会学学院副院长、民族学系系主任张海洋教授近日撰

文，对构建和谐社会中构建多元文化的作用提出了新观点和新的认知范式。他指出，和

谐社会以承认社会多样性为前提。社会多样性既有基于财产和地位的纵向分层，如阶级

阶层和贫富；也有基于文化认同的横向分类，如民族宗教和语言。这两类多样性互有交

叉但管理目标不同：前者要控制和缩小差别，后者要承认差别并在尊重主体的基础上追

求平等、尊重、和谐共处。多元民族文化是中国可持续发展和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凭

据。但要把这笔文化资源变成社会本，我们看待多元民族文化的范式应该更加重视

“文化生态学”的研究和应用。张教授提出的观点对于我们来讲还较陌生，这些观点

是会融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中，还是会出现“水土不服”?欢迎广大读者与我们

一起来讨论，并不吝赐稿。 

应更多关注多元文化和谐 

按照孔子在《论语》中对于“和”与“同”的辨析，和谐社会就是在承认社会差别

和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追求“和而不同”的动态平衡。胡锦涛同志将此解释为“全体人

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又和谐相处”和“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

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笔者领会，和谐社会理念的核心就是承认社会

文化的多样性。 

多样性是生物界和人类社会共同的生存之道。生物多样性是自然进化的前提和结

果。社会多样性是人类适应环境的产物，也是“人类精神创造无法抑制的表达”。社会

多样性对人类既有生存功能，又有审美价值。即使从纯粹功利的角度看，多样性也能通

过减少对单一资源的依赖而降低竞争激烈程度，进而拓展全体人类生存的空间，发展的

潜力及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水平。 

社会多样性有个体和群体两个层次。个体多样性属于生物和心理的范畴或层次。它

是我们在开放社会条件下观察人性的窗口和理解人权概念的基础。群体多样性则是国家

制定政策法规以追求社会和谐的直接依据，因此是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重点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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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发展史到文化生态学：中国民族政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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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群体多样性具有年龄、性别、地位、阶级、阶层、地区、民族、宗教、语言等

诸多形式。但从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局着眼，我们可以简单区分出两个范畴：一类是基于

物质财产和社会地位差别的纵向分层，一类是基于文化认同和价值观差别的横向分类。 

按照社会学观点，我认为马克思研究问题更侧重于纵向分层。马克思把阶级定义为

人们基于对物质财产的不同占有而形成的地位、阶层、贫富、城乡、种姓等利益群体。

而马克斯·韦伯的研究则侧重于横向分类。韦伯将社会群体定义为人们基于价值取向和

对生活意义的不同理解而形成的民族、族群、宗教、语言等文化认同群体。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也有对于人主体的深切关怀。韦伯的认同群体也离不开“经

济与社会”这个母体。社会利益群体如阶级、阶层，也有它的群体意识和价值观。文化

认同群体如民族、宗教和语言群体，也关注物质权益。这两类多样性在现实生活中的交

错叠压更是常见。例如，艾滋病在中国西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流传就既有贫困的原因，

也与跨文化的传播防病知识的困难有关。但两者毕竟有根本差别：阶级和阶层意识可以

直接通过社会福利政策来化解。相比之下，文化认同群体追求的核心内容却不单单是物

质，而是黑格尔指出的，是在某种意义上的“承认和社会认同”。因此，文化横向分类

的和谐需要更深刻的观念更新和制度创新。 

很显然，任何社会要想维持长治久安，都必须同时关注这两类多样性的和谐。但在

当前中国的和谐社会讨论中，学界和政界主流大多关注纵向分层和谐，对社会的横向分

类暨多元文化和谐关注不足，或者只把它视为纵向分层的附属现象。 

这种优先选择自有其科学理性。纵向分层的性质毕竟更为清晰：它源于物质财产的

生产不足和分配不公。目标更为单纯：只须尽量控制或者缩小。解决方案也更成熟：先

把馅饼做大，再设立公平分配机制。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科学技

术和市场经济，经典理论和现代制度，都是以解决社会纵向分层问题为目标，从而给我

们准备了更多的手段。 

但是，如果我们试图用这些现成办法来解决社会的文化横向分类问题，就有可能简

单化了：只有把人再次简化成经济动物，把以人为本简化成以物为本，横向分类才能被

当作纵向分层来处理。照此操作，民族宗教问题又会简单地等同于阶级问题。多元民族

文化又会成为“一部活的社会发展史”上的不同发展阶段。这显然有悖于国情和事理，

也与和谐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因为社会的横向分类毕竟有其独特性。 

多元文化与“发展的悖论” 

根据一般的人类学知识来推断，我们有把握说语言、宗教、族群和地域认同的起源

时间与人类同样古老。相比之下，阶级或社会地位差别却只能产生在私有制和集权制之

后。也就是说，横向分类多样性在起源上先于纵向分层。但因为它与人的关系紧密，所

以人类对它的关注反而更晚。这道理恰如社会学和人类学产生于天文学和地理学之后，

或者鱼儿生在水里反而不能最先认识到水一样。正是人类认识上的这种时间差，使得社

会横向分类问题成为当今世界的一大难题。 

当今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目前通过科技、市场、税收及其他社会福利政策而

逐步实现 

了社会纵向分层和谐。阶级、阶层和贫富不再是那里社会冲突的首要根源。但文化的横

向分类却是另一番景观：民族、宗教和语言及地域认同仍然是世界各地动荡、纷争、冲

突甚至恐怖活动的低成本动员手段。多元文化在很多国家仍然是有争议的话题。西方国

家近年虽然在理念上提倡多元文化主义，但在实践中也都在“摸着石头过河”。中国虽

然因为自古是多民族统一国家而具有多元文化传统，但在今天学界在这一问题上也存在

争议。名重当代的亨廷顿教授面对世界多元文明和美国的多元文化，也只能在“冲突”

与“同化”之间首鼠两端，捉襟见肘。他最终承认人类对此“还没有周全的理论和切实

的指导方针”。笔者领会，这是因为社会的横向分类具有不同于纵向分层的下列特点： 

时代起点不同：社会纵向分层是私有制时代的产物。横向分类的历史则与人类同其

久远。直到上个世纪70 年代，后工业社会成型，人类有了科学技术加市场经济的手

段，有了“免于物质匮乏”的条件并有了全球交流平台，横向分类才上升为全球人类共

同关注的问题。 

管理目标迥异：当今世界的时代精神或主导价值确认：纵向分层与财富和特权的分

配有关，属于是社会公平问题，因此应该缩小和消除。但横向分类却是社会开放和政治

文明的标志，应该给予承认、保护和尊重。总之，纵向分层和谐的管理目标是控制和缩

小差别。横向分类的管理目标则是保持多样性的活力。必要时，各国还要采取必要的措

施来保护濒危文化，包括其生态环境和无形遗产。 



超物质的诉求：横向分类关乎文化弱势群体的主体意识和主观感受。文化弱势群体

不仅要求经济权益和发展机会平等，而且要求文化安全和话语权利平等。在全球追求发

展的今天，他们要求主流社会承认他们作为能动主体和发展参与者的尊严和能力，包括

“发声”和“露脸”的权利，承认其文化作为社会正面资本的价值和意义，使他们摆脱

发展客体的从属地位。 

这些主体诉求反映了人性深层的需求，因此能牵动人心。如果这类诉求长期不被重

视，也会酿成影响社会和谐的消极后果。例如，美英等国近年频繁发生恐怖事件，就是

因为西方单边单向的发展观否认这些移民及其母国的文化价值，使他们精神上陷于绝

境，进而使其中的激进分子铤而走险。这些问题最终只能靠构建和谐社会来解决。 

操作层面上，横向分类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表现为“发展的悖论”：少数民族地区的

经济不发展固然会使当地人不满，但发展同样会使他们不安：发展就会有外地投资和流

动人口，外来投资者总会占用耕地、草场、矿山、林木和淡水资源，多半还会污染环

境；发展会大量建立经济开发区和自然保护区，要求移民搬迁，从而限制当地人对原有

生活资源的使用和控制能力；发展会提高物价，使当地人感觉相对贫困；发展还会造成

劳动的文化分工，即城乡差别与民族差别重合等。最重要的是，发展会使少数民族的语

言、宗教和传统文化习俗在自己的家乡也被边缘化，使他们不但在全国、全社会，而且

在本民族聚居区甚至在本民族自治地方也变成文化弱势群体。 

“发展的悖论”并不否认发展本身也是文化弱势群体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内在需求，

并且是多元民族文化繁荣的前提。例如，没有近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今日中国就没有

讨论和谐社会的空间和条件。但发展的悖论毕竟警示我们，在试图把发展作为解决所有

社会问题，特别是横向分类和谐问题的杠杆时，我们必须确立“以人为本，综合平衡”

的理念，必须通过制度创新来保证文化弱势群体以主体身份来参与发展并分享成果。果

能如此，多元民族文化就不仅不再是中国发展的障碍或负担，而且会是政治文明建设和

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如果说文化相对单一的中国东部在过去20 多年创造了成功的经济

模式，那么民族文化多元的西部地区则有可能创建政治文明建设的成功模式。事实上，

多元文化的功能恰恰在于它能充分地“动员社会力量，推动社会改革，追求不同群体在

文化和物质上的繁荣以及人类本身的自由和尊严”。这对政府的执政能力要求固然更

高，但对和谐社会建设的贡献也将更大。 

上一篇：独龙族社会经济发展研究  

下一篇：多元文化社会与多元一体化教育  

关于中心 | 广告服务 | 合作伙伴 | 诚聘英才 | 法律声明 | 网站地图 | 联系我们

Copyright © 2009 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All Rights Reserved 

technical support：Beijing OFU technology incorporation. E-mail:attinagaoxu@hotmail.com  

版权所有： 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京ICP证08005475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