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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同学： 

我代表本校历届的毕业研究生祝贺第十九届研究生代表大会召开。 

感谢苏杰主席卸任前找我来讲这个话，给海洋一个向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会这个共同体提供奉

献和互惠的机会。中国要构建和谐社会，我们要重建有神的社区。有神的社区就是一个定期地聚会

和做仪式的共同体。我们从共同体中受益，就要为它奉献。物质精神都一样，众人拾柴火焰高，大

河有水小河满。 

荣誉和成绩固然要靠个人去争取，但本校的研究生院和研究生会毕竟给我们提供了展示自己能

力的平台。我们要维护这个平台。将来走向社会，这里就是我们出身的地方，我们一生的精神家园

和名誉所系。这里出了成绩，我们的脸上会有光。这里出了问题，我们的心里会有羞惭。这就是认

同。它跟民族情感很有相似之处。认同总是意味着感恩、维护、回馈和奉献。我能回馈和奉献给各

位的的东西很少，只是一种心系共同体的精神。让我分时间、结构、需求和愿景四个部分来表述

它。 

 

一：时间 

1982年的中央民族学院录取了23名研究生。由于此前此后两年，学校招的研究生都没这么多，

所以那也算得上是我们学校的第一次研究生大扩招。目前仍在学校教书的那一届同学有乌力吉、纳

木吉拉、德力哥尔玛、杨圣敏和王建民等。我们当时靠着人多势众，酝酿成立了研究生会。研究生

科长耿金生和左治国两位老师都支持过我们。当时直接管研究生事务的老师有现在出版社工作的宝

玉柱和仍在研究生院的王治田老师。海洋当选那一届研究生会主席，虽然任职的时间很短。后来继

任的龙平平同学现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曾经给电视记录片《邓小平》写过角本。同专业的其他

两个同学纳日碧力戈和关学君现在都在美国。先于我们的研究生兄长有的过世，有的退休，有的出

国，有的调离，但王庆仁、陈长平、金刚等老师都还在学校教我们。这些人的任课导师，除了老干

部处的朱宁、陈凤贤，中山大学的黄淑娉和在美国养老的陈永龄教授外，多半已经进入不朽的行

列，或者都已经把他们的精神思想转世到我们这代人身上了。 

26年两三代人的薪火相传说明一个道理：做学问就是一个没有止境的修炼和转世。永无止境是

说学习的过程对于个人必然是有始无终的，但对于群体又是无限可持续的。学问就像文化本身，也

像藏传佛教的修行。修行藏传佛教的人都要找到一个“本尊yidam”,立志学习它，天天面对它，思

量它，模仿它，领会它的种种变幻形态，最终使自己成为它本身。在这个过程中，修炼者要逐渐地

排空自我，让本尊占据和替换自物，最终使自己成为本尊的转世，即天人合一。 

中国各民族的社会文化就是我们的本尊。我们要学会把自己的“小心”逐渐地变成民族、社会

和文化的大心，让自己的生物小命与民族、社会、文化大命重合起来，进而能想其所想，行其所

欲。这就是觉悟，就是开眼。开眼之后再看世界和社会，就会有“法眼”和“天眼”的深度，就能

跟民族、社会和文化一起生息。用中国古人的话讲，那就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

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的共同体生活。共同体生活会使人有生的本能life instinct，这种

生的本能会使我们摆脱个体那种总是埋怨怀才不遇，发愁时不我待，抱怨韶华难留的死本能

Thana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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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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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构 

个体人生确实短暂。刚才讲的都已是26年前的往事。这26年加上我在吉林大学外语系读本科的

4年，正好等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 

30年来，我们这一代人用最好的年华，亲身参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每一天，亲眼看到了它的每

一个高潮和低点，亲历了它的每一个曲折和顺畅的路段。在此过程中，我们学校的研究生队伍也壮

大到数以千计。其增涨幅度能与中国的经济实力并驾齐驱。从物质和数量的角度看，这些变化可谓

翻天覆地。但从结构上讲，26年或30年都只是南柯一梦、弹指一挥间或者一刹那。国家和学校能用

30年时间把经济能量和招生数量提高几十上百倍，但面对几千年积累的社会文化和道德精神，我们

能做和已经做的就很有限。 

很多人认为思想解放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成绩。我作为直接受益者不否认这点。但如果解放

了的思想只是个体功利主义而不是人的道德水准，不是国家的文明形象和社会悲天悯人的普世情

怀，不是儿童的幸福感和老年安全感的增加，不是中华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对于自身文化传承

的自信心和自豪感的增强，那个成绩就不值得夸耀。我们就要讲“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

力”。 

我们都承认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也充分理解它的难处，但更要看到它在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

民族本身发展需求方面积累的矛盾和问题，特别是在生态资源，社会公正和民族文化传承方面积累

的赤字和欠帐。对照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而承认这些赤字和欠帐，这就是科学发展观。我们学习实

践科学发展观，就是要用“以人为本”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来鞭策自己的学习和研究，推动国家

和社会尽早把这些赤字填平补齐。面对这些工作任务，我们既要有“老牛自知夕阳晚，不待扬鞭自

奋蹄”的自我鞭策，又要通过履行教师职责来培养和转化学生和社会，使大家都用法眼和天眼来看

待中国社会改革开放30年的现实，看到中国社会当前和今后有哪些改革需求。 

三：需求 

今年是2008年。再过三年中国就要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了。辛亥革命是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

路的标志，也是中国产生现代民族问题的根源。中国自从走上这条道路，就注定要面对两大问题：

一个是三农；一个是少数民族。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土地，也包括农民的社会地位和农耕文化的归

宿。现在化分做工业化和城市化就需要土地，而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因此三农就必然是中国长期

和基本的社会问题。少数民族问题的性质也是一样，只是顺序要倒过来讲：少数民族问题的核心是

文化（包括语言和宗教）的价值和归宿，社会地位和自然资源。这是因为现代化不仅要城市化和工

业化，还要构建民族国家即做nation-building。这就需要尽量地统一各民族的文化。由于文化是

各个少数民族的命根子，因此少数民族也必然是中国现代化中必然要面对的一个长期和根本的问

题。 

三农和少数民族之于中国，有着同样的重要性。我们不知道没有了农民的中国还是不是中国，

只知道日本和韩国的农民已经是高贵的弱势群体。虽然农民对这两个国家的经济贡献已经不大，但

他们还是特别重视农民的力量和声音，因为它代表着国家的文化根基。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少数民族人口不到全国10%，但民族自治地方占到全国领土

的64%，民族传统文化资源更占到全国文化总量的90%。中国文化的根基除了农村、农业和农民，还

有50多个少数民族。因此，少数民族事务在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中，始终有着关系全局和

影响长远的地位。如果有人问没有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国还是不是中国，我们可以肯定地

讲：那样的中国就一定不是中国。中国的历史虽然有24-25部，历史上的朝代虽然有10多个，但能

让中国人感到自豪的朝代始终是有着很多少数民族的汉、唐、元、清，而不是与此相反的明和南

宋。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三农和少数民族不仅是中国的基本问题，同时也是中国认同和重要根基和

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动力。中国的改革开放大概要分两个阶段：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政治体制

改革。过去30年，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中，中国的经济取得到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在此

过程中，中共中央为农村改革做出的重大决定不下3-4次。每一次重大决定的核心都是两个：一是

给农民吃定心丸，肯定他们的土地使用权；二是给国家公务员和投资者划禁区，告诉他们不能侵犯

农民的哪些权益。 



中国的市场经济、科学支柱和由发展带来的矛盾冲突却影响着少数民族、民族自治地方和各民

族的传统文化。西部开发以来，各项活动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势头更是有增无减。因此，中国的少

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在发展中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也越来越多。少数民族文化在国家发展中的命运和前

景，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中的权益分配，少数民族公民的社会权益和少数民族学者作为国家主人翁对

中国历史文化的阐释权利，都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这些问题之所以出现，是因为3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深刻地中国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

构。中国社会的利益主体，包括跟少数民族打交道的主体，已经由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一变为市场经

济时期的多元多样。但与此同时，今日中国公民关于少数民族的国情知识却比以前匮乏。面对这样

的新情况，中国的民族理论政策和民族研究成果需要发展创新来确立话语权，民族工作也要提高质

量和效率来体现主导权。我们要代表国家和社会来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长远目标、主导战略、行动

导向和监督规范。我们要适应社会需求，全力引导中国社会正确认识民族问题，通过申张保护少数

民族权益，沟通民族情感的社会公正话语来维护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谐，并为此提出妥善的改革

创新建议。 

中央民族大学地处北京，既靠近国家政治中心，又聚集着边疆少数民族学者。本校的研究生是

中国各民族的精英人才。面对国家和社会的需求，我们怎样做到使自己的研究有用？怎样推动国家

和社会建立和巩固公平意识，积极地填补国家改革开放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社会公平

和文化传承方面积累的社会文化赤字？这是我们大家必须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我本人作为本校的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的主任向本校的研究生，也向北京其他的高校的研究

生代表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在中央民族大学的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建立少数民族研究学人研讨创新工作平台，欢

迎各位同学随时来这个平台上活动，贡献知识和凝聚理念。 

第二，在前面这个研讨创新平台的支撑基础上，开办“知识与共识网站”，把我们知道的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