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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洋（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 

共同繁荣发展包括对民族多元文化的尊敬和保护 ！和谐的社会、和谐的精神是各

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保证！ 

    记者：张老师，您好！您一直从事民族学社会学研究。其间到过很多民族地区作田

野调查，是一位珍视文化如同生命的学者。我们曾看到过您去年为追悼去世的著名学

者、中央民族大学终身教授宋蜀华写的悼念文章中的一段话：“人是文化动物。每个人

都有两条生命：一条是自然的个体生命，一条是超自然的文化生命。自然生命有时而

尽。文化生命却能随着单位、学科、社会、民族、国家、人类和众生这些超有机体的存

在而延续。只要我们保持对文化、民族、国家、人类、众生和学术的关爱，保持对往圣

先贤的怀念即‘思’的能力，就能使自己的文化生命永垂不朽，且能参与天地造化。”

看后非常感动！ 

    我们知道，中国56个民族的文化是我们长期能够凝聚在一起的动力和基础。中央民

族工作会议这次是和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一起召开的。会议的主题就是共同团结

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请您谈谈对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的看法。 

    张海洋：5年一次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让我们一直有一种期待。“两会”的召开使

人感到振奋鼓舞。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这个会议让民族地区的工作者都来思考这样

一个问题：中华各民族如何共同繁荣发展？未来的道路如何走？依照胡总书记讲的，这

是一个在关键时期召开的重要会议。为何关键？就在于我们已经看到了我国的改革开放

的确处于一个需要调整、需要再认识的时刻。怎样解决发展带来的社会财富分配的不

公、高低阶层的不和谐、地区间差距的拉大？一些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出现？应该说，中

央和政府已经看到了这些问题。并因此提出了和谐社会的构建、提出了共同繁荣发展。

这都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是非常科学的人性化的理论。 

    让我们回到主题上来。我认为在谈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前，先谈“和谐社

会”构建的问题。因为在我看来，前者的实现应当是建立在后者实现的基础之上。“和

谐社会”的概念应该是除了上述我说到的几大差别的消除外，还要包括民族的、宗教

的、文化的和谐。这是最关键的。一个多元文化和谐的中国社会不仅对我们实现共同繁

荣发展有着积极的无形的作用，而且也将对世界产生积极的良好的影响。它可以弥补我

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竞争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比如竞争中的道德、良知的缺失等

问题。因为很多问题并不是法律和政策所能解决的。精神的心灵的力量在某种意义上，

更能使人类互相沟通。这也同样适用于不同民族不同种族不同地区。 

    过去，我们曾有这样一个误区：往往喜欢用经济的发达与否来衡量一个民族的先进

与否，这是很错误的，也是不可取的。经济并不是万能的钥匙。在发展中，我们还要多

考虑人的和谐也就是精神、内心的和谐。经济上暂时落后的民族也许在精神文化艺术方

面远比先进民族要好。我们很多人去过西藏、去过云南、去过内蒙古草原，我们回来后

会有一种感动，一种力量，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特有的文化，尽管这些地区经济还很落

后，但它的文化、宗教却具有人类精神的先进性。他能让人的内心和谐、和平。它能消

除很多由于环境差异和历史原因带给我们的差距，能让各民族真正团结在一起。因此，

我们应当借助这次会议，在少数民族文化发展保护方面作一些制度建设上的研究。多借

鉴发达国家的先进学科和先进理论，加强保护民族传统文化、地方生态环境。在发展过

程中坚决维护少数民族和弱势群体的利益、权利。只有这样，才能体现胡总书记提出的

“共同繁荣发展。” 

“两会”后续报道：把脉民族地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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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发展史到文化生态学：中国民族政策改革 

摘要 本文基于对中国民族政策及其改革前沿的宏

观分析，结合当前民族工作典型案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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