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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起手来，共同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百年行动”

周明甫

  去年10月23日，在中央民族大学举办的“边疆发展中国论坛2010”上，我在主旨发言中提出了关于推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事

业百年工程的思考，得到不少学者响应。经过后来的几次研讨，认为定名为《民族团结进步百年行动纲要》可能更加妥当。无论

是叫工程还是叫行动，它都包含两层意思： 

  第一步是研究设计。我们首先要开展《民族团结进步百年行动纲要》研究，确定研究的框架并阐释其意义，内容包括盘点我

们国家在民族研究和民族工作领域的当务之急，同时形成一个学术平台来凝聚学界的共识和能量，找准我们为国家发展、民族团

结、社会进步做出贡献的路径。 

  第二步是实施。即在纲要设计成型、论证充分的前提下，建议国家依据纲要推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百年行动”，为中国经

济从计划转向市场、社会从封闭转向开放、国情从农村农业转向城市工业的背景下，进一步践行科学发展观，奠定民族团结进步

的百年基业，追求和谐社会目标，实现国家崛起和中华民族复兴。 

  为什么要做这个研究？我认为，首先是辛亥革命百年后，中国发展到今天，人类发展到今天，在民族和人类这个题目下还有

很多问题需要民族学人类学学科来回应。民族学人类学学科涉及的点多面宽，每个学者自有研究领域。百花齐放、各展所长，是

我们团队的特点。但我们要展现学科和研究会的另一个特点，那就是聚合力量，成就一番事业。我们这个选题要回应下面4个需

要： 

  一是国际社会发展的需要。最近20年，世界进入后冷战时期，出现了很多跟民族学人类学有关的重大事件。首先是苏东巨

变，产生了一系列新国家。科索沃争端显示这个进程还没有完结。其次是非洲部族血腥冲突、美国遭到恐怖袭击继而在全球反

恐，导致伊拉克、阿富汗和中亚等国局势动荡。其间的亮点是南非实现种族和解。第三是近年来苏丹、利比亚、叙利亚、索马

里、埃及等西亚、北非国家发生的政治动荡。第四是法国巴黎、英国伦敦发生的移民骚乱，北欧最富裕祥和的挪威也出现了个人

暴力事件。我们先前认为欧美发达国家经过后现代转型，已找到了用文化多元主义来化解民族冲突的路径。但现在看来，问题没

那么简单。这些事件背后都有民族、宗教和文化因素的作用，需要民族学人类学作出新的总结和阐释。 

  二是国内发展的需要。中国100年来先后爆发了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1919年的五四运动到1949年

新中国成立，再到今天中国崛起，中国越来越深地融入了现代世界体系和全球化进程。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无论是经济社会

还是民族关系都有了长足进步。大家到西藏、新疆等边远地区走走看看，那气象确实跟二三十年前的景观不可同日而语。但由于

国内外的种种原因，还是发生了拉萨“3•14”和乌鲁木齐“7•5”那样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关于这些事件，我们从内部

研究反思的角度看，都属于广义的民族关系问题，是需要研究探索的问题。从长远全局的角度想，学界要为中国的发展提供智力

支持，就要同心协力促成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百年行动。民族问题具有长期性、重要性和特殊的复杂性。这些特性决定了它没有简

单的解决方案，一条绕不开的原则，那就是不管世界演进到什么阶段，不管眼前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们都要在承认和尊重主体能

动性的基础上推动各民族的团结合作共同进步。 

  现在有很多人出于错误的认识，认为民族团结的目标是融合，民族发展的目标是同化。但由于民族问题涉及到人的主体性和

集体认同，是不能像阶层贫富那样简单地把没有差别当成理想目标的。民族关系上的理想目标应该既有差异又能团结合作共同发

展。毛泽东同志当年说过，阶级消亡了，国家消亡了，民族还会存在，也就是说民族的存在要比阶级、政党和国家长远得多。因

此，人类无论怎样发展，少数民族无论叫少数人、族群、土著或原住民，都会是一种具有差异性和主体能动性的客观存在。其存



在的方式和价值就是保持和创造文化多样性。多民族统一国家内部的少数民族认同，差异性和多样性作为人类自由意志的表现形

式永远不会消亡。你正视、承认和尊重、信任它，它就是一种积极因素并发挥积极作用。你无视、否认或贬低、敌视它，那就跟

强迫长大成人的家庭成员改变性格一样，除了使家庭不和之外不会有好结果。苏联几十年前就宣布民族消亡，叶利钦后来又为减

少麻烦把苏联分成了15个国家，结果俄罗斯还是要面对内部的车臣和外部的格鲁吉亚问题。这些教训对当前中国有什么启示？借

鉴国内外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维护和推动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进步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三是时代的需要。中国有连绵五千年的历史。历史可以分为周期。短周期叫阶段，中周期叫时期，长周期就叫时代。我们从

长时段和大范围的角度审视， 2010年的中国和中华民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就是中国结束了以农业

国，即用农业文明来主导国家发展的时代，而进入了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即以工业文明主导国家发展的时代。我们目

前的观念、理论、制度、政策和实践经验，不少方面还都是基于农耕文明和计划经济体制。我们的民族政策法规和制度设计虽然

有很大的超前性（例如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但基本的设计理念，理论和思路都是源于农业文明的认知和预期。我们对少数

民族的进步，对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总体上是基于民族地区贫穷落后这一基本判断而设计出来的。我们对少数民族和

民族地区的政策话语充满了帮助、照顾、扶持、津贴、补助、对口支援等词句。语言影响思维，行动受观念支配。改革开放以来

的社会又日益开放，这些政策的执行效果就越来越远地偏离了设计目标。今日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达到4000多

美元，城市居民人口很快会超过国民的一半。中国百年以来一直憧憬的工业文明现在在主导我们的生活世界，我们对此要有清醒

的认知和判断。我们总说30年改革开放导致这个根本改变那个根本改变，又说我们处在这个转折时期那个转折时期。改变和转折

的到底是什么？这层窗户纸现在可以捅破了，那就是工业文明时代的来临。它意味着我们原先熟悉和执著的很多东西可能会一去

不返，我们感到陌生和不熟悉的许多东西从此将挥之不去。把这层窗户纸捅破，我们的视野就会明朗一些，对形势就有了一个总

体的把握。明确了这一点，我们的思想观念、理论政策和法规制度等方面的设计就能更加主动顺应它的积极因素，节制它的消极

因素。无论顺应还是节制，都需要民族学人类学提供基本的理念和理论支撑。在这种视野下看拉萨“3•14”和乌鲁木齐“7•5”打

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就能得出更多启示。原先政府管得宽，哪里有事哪里就有政府出现和官员问责。但现在的政府职能已

经从包括资源配置在内的很多领域退出，民间组织的权威和社会自律力量又没有及时跟进，等于把这些空间都放给了市场。事实

表明，市场虽然是个好东西，但也很会在民族关系上惹麻烦。我们因此要从理论上创新，从观念上求变，从制度上做出更好的设

计建议。民族学人类学家擅长研究民族文化。但工业文明的民族文化也在变异：原先的民族文化都有较强的地域性，今天的文化

已经跟着人口移动而流动起来。春运期间的民工潮显示：原先呆在山沟、固守农村的人已经流动出来。“中国移动”已经是这个

大开放、大发展和大交流时代的新特征。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跨民族通婚的状况更加普遍。一个地方实现10%以上的跨民族通

婚，能有效减少区域和民族间的纠纷冲突；一个地方少数民族人口比例低于10%的，民族矛盾和纠纷也会比较少，这些都是工业

文明的经验。中国步入了城市和工业文明的新时代，民族学人类学面临新课题。中国学界应通过“民族团结进步百年行动纲要”

的研究设计予以关注。 

  四是学术发展的需要。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文明甚至后现代研究虽然比较超前，但由于他们的根底是城市工商文明，所以中

国无法照抄照搬他们的经验模式。与此相反，中国学界基于中国经验构建的理论模式，则能对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治理提供新思

路。这就要求我们的学者转换研究范式，把自己的微观研究与宏观人性的深度、人类文明的高度和全球体系的广度结合起来，从

全局整体的角度思考问题和阐释研究结论，以此来体现学科整体论。各类媒体反映的情况表明：国内民族关系正在成为跨学科的

研究热点。其他学科的很多学者也开始关注这个领域，这是一件好事。这不仅能对我们学科的前沿创新提出挑战，而且会提高民

族宗教研究领域的公共开放性。我们在此背景下提出民族团结进步百年行动研究，一是为学界搭建一个开放的学术平台，二是为

将来实施准备一个公共的学术载体，使不同学科的学者能够互相承接、衔接、对接。只要大家积极参与，我们就能使这个领域的

资源得到有效整合，更好地体现我们的能力和潜力。 

  （作者系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本文系作者在2011年8月28日召开的中国

民族学人类学机构负责人联席会上的主旨讲话，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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