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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求现代化的中国必须面对两大问题：一是“三农”问题；二是民族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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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是农民的命。

工业化和城市化都会向农民要土地。“三农”因此是中国的长期问题。民族问题的核心

是各民族文化的价值和归宿，当然也包括其社会地位和自然资源权益。现代化要构建民

族国家，要整合各民族的多元文化，包括民族语言和宗教。文化是少数民族的命根子，

所以民族问题也会是中国要长期面对的问题。 

“三农”和少数民族对中国同等重要。我们不知道没有农民的中国还是不是中国，

但知道日本和韩国的农村虽对国家经济贡献不大，却被视为国家的文化根基。我们也确

实知道，没有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中国就肯定不再是中国。中国历史上的朝代虽然

有10多个，但大家心目中的中国毕竟是有着众多少数民族的汉、唐、元、清，而不是与

此相反的明代和南宋，虽然民族主义者经常从这两个朝代的历史中寻找灵感。 

“三农”问题和民族问题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动力。30年的改革开

放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基础，民族工作领域的行动主体和利益主体已经

由计划经济时代的简单、清晰转变为市场经济和开放社会的多元多样，西部开发使经济

建设和资源开发项目在民族地区有增无减。今后，随着振兴经济的需求和大笔资金的投

入，这种势态还会加剧。 

在森林管理权归国家林业局的时代，谁都不介意让少数民族群众到林中放养驯鹿或

采集狩猎。但山林承包给林业工人后，情况就会发生改变。如果民族地区的资源都由政

府开发，国家就不难兑现给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包括招收当地工人。但如果资源由公

司来开发，又没有保护少数民族权益的政策法规来约束，当地人权利被剥夺的感觉就会

特别强烈。总之，少数民族文化在中国的命运和前景，民族地区资源开发的权益分配，

少数民族流动和散杂居人口的公民权益等，在中国的发展哲学里还都是悬而未决的问

题。因此，中国有必要在开放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及时提出管理民族事务、沟通民

族感情、构建民族关系和确保少数民族权益的明确导向，化解社会风险，从而向和谐社

会的目标趋近。 

和谐社会是人类恒久的理想。今天的中国正在把它变成执政的理念和纲领、国家的

社会哲学和发展目标。因为有了和谐的理念，中国的发展才增加了“居安思危”、“中

和位育”“仁民爱物”、“协和万邦”、“天下为公”、“天人合一”、“以人为

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等内涵，完整地体现了中国文

化的自性。 

按照孔子《论语》对“和”与“同”的辨析来理解多元文化与和谐社会的关系，可

以认为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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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和谐社

会理念的核心前提就是承认和容纳社会文化多样性。 

笔者认为，和谐社会的内涵可以总结为一座金字塔式和理念模型：金字塔的顶端是

以人为本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目标。它的底座是人类的恒久需求和现代经济技术。底

座与目标之间由四个层面支撑：第一层是社会纵向分层的和谐，即用公平的社会政策来

缩小贫富、城乡和地区发展差距；第二层是文化横向分类的和谐，即用社会哲学来倡

导，用法律来保障各民族文化语言、宗教信仰和文化习俗的持续发展和公平传承；第三

层是古今人神和谐，即通过今人与祖先神明的感恩和互惠的仪式，传承尊老爱幼、敬天

法祖、与人为善的人类伦理；第四层是国际社会和谐，即基于和平共处、互惠互利和文

化公平传承来构建和睦的国际关系。 

少数民族发展与中国社会和谐 

时间:2009-04-09 16:21来源:中国民族报/2009年/1月/23日/第0 作者:张海洋 点击: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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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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模型符合人类在市场经济、开放社会和信息技术基础上开创第四代全球化的使命：

恢复 

第一代采集渔猎全球化的文化多样性成果，解除第二代农耕全球化对地方民族文化的兼

并和压抑，重建被第三代工业全球化损毁的传统文化社区。 

人类既有自私的基因又有美德的根性，既有现代性又有传统性。人类历史上的改革

创新都是现代性努力，当今传世的文化经典都是人类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业绩。用人

文价值驾驭现代技术，这就是我们通过少数民族研究来构建和谐社会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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