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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学研究

近年来国内近代中国民族政治史研究概述

梁卫东,徐永志

(中央民族大学 管理学院,北京 100081)

摘 要: 以近年来国内发表的学术论文为线索, 着重从民族国家、民族主义、民族政策、近代民族关系、近代民族

地区新政和边疆危机等方面, 对学界关于中国近代民族政治史的研究做了初步地梳理 ,以期从一个层面描述中

国近代民族政治史的研究概况, 文章同时分析了目前中国近代民族政治史研究取得成绩的原因及其局限性, 提

出了进一步深化中国近代民族政治史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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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代中国政治史研究的深入和拓展,民族

政治史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从总体上看,近年来国内中国近代民族政治史的研

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本文主要就国内近年

来发表的论文对中国近代民族政治史的研究状况

作一评述,以供学界同仁讨论。

一、研究概况与评析

(一)关于民族国家的研究

民族国家是中国近代民族政治史研究的一个

重要方面,近年来关于民族国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以下两点:

1.对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的民族国家理论的研究

关于近代历史人物民族国家理论的探讨,主要

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关于孙中山的民族国家思

想。近年来关于孙中山的民族国家思想,学者们从

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进行了研究。马敏从理论构想

意义和实行意义两个层次上考察了孙中山关于现

代国家建设的理论。
[ 1]
李育民则把孙中山对民族国

家的构想分成三个阶段,认为孙中山民族国家的构

想是其民族主义臻于完善的标志,具有鲜明的时代

特征。
[ 2]
其二是关于梁启超近代国家思想的研究。

许小青认为梁启超的民族国家思想包括主权、国民

和国家之上三个方面,明显具有从传统朝代国家向

近代民族国家转变的特点。
[ 3]
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考

察了梁启超在近代国家观念和民族共体的认同方

面出现的双重认同及其原因。
[ 4]
孙晓著的 中国近

代思想家对民族国家理论的认识 从群体研究的角

收稿日期: 2006- 03- 15



度,分别探讨了梁启超、严复和朱执信对民族国家

理论的认识,从国家形式和性质演变来重新认识中

国近代史,为中国历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 5]

2.关于近代民族国家观念、民族国家构建的研究

近年来学者们也开始关注关于近代民族国家

观念和民族国家构建的研究, 取得的成果主要有史

文的 关于 19世纪 90年代国家观念变化之研究 。

他认为近代国家观念的转变开始于 19世纪 90年

代中期,这种转变体现在对近代资产阶级国家理论

的思考与探索和国家主权意识与独立意识的萌生

和发展。
[ 6]
张元隆则考察了 20 世纪初年汇集上海

的新型知识分子的国家观念, 认为这些知识分子围

绕民族救亡和民权革命为主体的新的国家观念,推

动了中国社会从皇朝体制向共和政治的嬗替,是辛

亥革命变革国家制度变革的先导。
[ 7]
张永考察了辛

亥革命时期近代民族国家构建模式的转变,认为从

汉族国家到五族共和国家的建国模式, 避免了国家

分裂和大规模的民族仇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 8]

(二)关于近代民族主义的研究

民族主义是一个民族的各个成员对本民族的

一种体认, 强调本民族利益至上的民族本位主义。

它是西方近代历史中特有的现象, 是伴随西方近代

国家的崛起而出现的。冷战结束后,民族主义在欧

洲复兴,它在历史中的作用引起学者们的注意,成

为西方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伴随着冷战

结束后西方民族主义研究的复兴, 中国的史学界也

开始关注中国的民族主义研究。在中国传统社会

中的民族主义可以说是一种族类思想, 它大致以地

域、种族、血缘和文化的不同来区分异我。近代以

后随着西方势力的入侵, 中国传统的民族主义受到

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挑战,在二者的冲击融合中,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得以产生。有关中国近代民族

主义的研究主要从近代民族主义综论、近代民族主

义专论和近代历史人物的民族主义三方面展开。

1. 关于近代民族主义研究的综论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

兴起的背景、产生时间、近代民族主义的来源、类

型、内容等方面。关于近代民族主义兴起的背景学

者们把它归结为由于西方势力的入侵和中西文化

的冲突,中华民族固有的生存方式受到威胁, 是中

国人感到亡国之祸迫在眉睫。
[ 9]
关于近代民族主义

的产生有的学者认为近代民族主义初步形成于中

日甲午战后,确立于辛亥革命前
[ 10]

, 有的学者则认

为近代民族主义兴起于 20世纪以后。
[ 11]
关于近代

民族主义的来源学界主要认为它的来源有两个, 一

是中国古老的族类思想,一是西方近代民族国家观

念。
[ 12]
关于近代民族主义的类型, 学者们从不同角

度把它分为不同的类型,有的把它分为回归传统和

面向未来两种, 并认为这两种民族主义同时并

存;
[ 13]
有的把它分为理性民族主义和狂热民族主

义;
[ 14]
有的学者把它分为政治民族主义和文化民

族主义,认为二者是合而为一与中国近代史的。
[15]

还有的学者分类更为精细,把它分为大民族主义与

小民族主义、传统民族主义与近代民族主义、政治

民族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革命性

的激进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理性民族主义、保守

型的民族主义与复古型的民族主义等。
[ 16]
近代民

族主义的内容包含国家主权、民族独立和世界竞争

等方面。
[ 17]

2.近代民族主义的专论

随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研究的深入,近代文化民

族主义、乡村民族主义和边疆民族主义也引起了史

学界的关注。关于近代文化民族主义的研究涉及

到近代民族主义的涵义、近代文化民族主义的思想

来源、近代文化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以及对近代文

化民族主义的评价等方面。关于近代文化民族主

义的含义, 有的学者认为包含两方面,一是以传统

文化为民族国家的象征和根本命脉,二是认为只有

从思想观念入手才能解决民族问题。
[ 18]
张菲、陆卫

明则认为中国近现代的文化民族主义是对传统文

化的精神价值进行辩护,并随社会的近代化不断对

其进行调整的本土化运动。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内

在的保守性, 结果不自觉地延缓了近代中国文化的

发展速度。
[19]
葛志毅着重分析了不同时期文化民

族主义兴起的社会文化背景,并以三种思潮作为划

分近代民族文化主义的三个标志, 即中体西用、梁

启超的新史学和国粹派振兴中国民族文化的努力,

认为中国近代文化民族主义面临的问题是 如何运

用中西文化民族主义的不同时,通过批判和继承的

工夫完成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
[ 20]
郑师渠的 近

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 考察了近代民族主义的来

源、兴起的原因,并对近代民族主义进行了评价, 认

为近代民族主义在坚信中国文化的独立价值,倡导

文化间的交流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但由于它植根于

民族自恋的文化情结,不可避免具有虚骄和封闭自

封的消极作用。
[ 21]

虽然近代中国的乡村民族主义和边疆民族主

义的研究方面成果不多,但张鸣和胡成的研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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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张鸣从近代历史发展的

城乡地里差异单独列出了乡村民族主义,并对它作

了初步探讨。
[ 21]
胡成则考察了近代边疆民族主义,

认为晚清政府经营边疆政策的调整,是力图重新设

定一更有效的边疆少数民族与汉地中原及中央政

府的相互关系, 以适应以统一的政治架构和统一的

区域市场作为多民族联结纽带的近代国家管理体

制,指出这些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在保持社会稳定

和渐进和平的改良意识指导下进行的。
[ 22]

(三)关于近代民族政策的研究

1. 清末时期的民族政策

近年来,史学界加强了对清末民族政策的研究

力度,但内容多位剖析清朝统治者制定和实行的民

族政策。如陈国光的 清政府对新疆伊斯兰教的政

策 从十个方面考察了清政府对新疆的伊斯兰教政

策并把它概括为 恩威并用 、软硬兼施 。
[ 23]
赵云

田的 清政府对蒙古、东北封禁政策的变化 探讨了

鸦片战争侯清政府逐渐改变对蒙古和东北封禁政

策的原因和大致过程。
[ 24]

近代以来, 随着清政府的衰败和西方列强的入

侵,中国的边疆地区普遍出现危机, 边疆问题越来

越引起国人的关注。从近代早期的龚自珍、魏源等

著名人士到后来的左宗棠、岑春煊、赵尔巽、徐世昌

等廷臣边吏,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背景下, 提出了

筹边改制的种种设想和主张, 对清政府传统治边政

策的改变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近年来对清末传统

治边政策的改变学者们也多有研究。如苏德的 晚

清筹边改省奏议与治边政策概论 和 试论晚清边

疆、内地一体化政策 就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在

前一篇文章中, 他重点考察了晚清筹边改省的奏

议,认为它们的共同点是废除边疆地区因俗而治的

多元管理体制, 通过建立行省使边疆与内地连为一

体。
[ 25]
在后一篇文章中他重点考察了清政府在新

疆、蒙古和西藏等边疆民族地区推行一体化政策的

历史原因、结局以及影响等。
[ 26]

近年来史学界考察清末时期统治者制定和实

行的民族政策外,有太平天国和少数民族起义军制

定和实行的民族政策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拓宽了

清末时期民族政策的研究领域。杨胜勇考察了太

平天国政策形成的社会条件和思想渊源,认为太平

天国民族政策不仅受儒家传统思想和西方基督教

思想的深刻影响,而且与当时民族关系的状况和社

会矛盾有密切的关系,是适应太平天国革命需要的

产物。
[27]
李全中的 近代西南少数民族起义军民族

政策探析 通过对近代西南少数民族起义军的军

事、政治活动情况来研究其民族政策,指出起义军

制定的民族政策在起义军形成和发展中的积极作

用及对于实行民族平等和加强民族团结的进步意

义, 从新的视角展现了中华民族各民族之间血肉相

连的历史。
[ 28]

2.民国初年的民族政策

民国建立后, 面对边疆的混乱局面, 为稳定边

疆政局, 袁世凯政府制定和实行了一系列的民族政

策。钟桂明的 试论北洋政府时期的民族政策 、邓

亦武的 1912 1916年北京政府的民族政策 、白拉

都格其的 袁世凯治蒙政策刍议 等都对民国初年

的民族政策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
[ 29]
值得注意

的是,长期以来,由于史料的不足,史学界对民国初

年设置的主管边疆地区事务的中央机构蒙藏事务

局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随着近年来有关蒙藏原

始档案资料的刊布, 有关学者开始对它进行关注。

如张羽新的 蒙藏事务局及其对藏政的管理 ,利用

近年刊布的有关蒙藏原始档案,探讨了民国初年蒙

藏事务局对西藏的施政管理。
[30]
孙宏年的 蒙藏事

务局于民国初年的边疆治理论析 ,对蒙藏事务局

的成立、机构及其在边疆治理方面的工作做了论

述, 并对其作用和影响进行了分析。
[ 31]

(四)关于民族关系的研究

民族关系史研究是中国近代民族政治史研究

的重要课题。近年来,关于近代民族关系的研究总

体上可以分为三方面, 即常态下民族关系的研究、

非常态下民族关系的研究和近代历史人物处理民

族关系思想的研究。

1.常态下民族关系的研究

关于常态下民族关系的研究取得成果主要有,

顾有识的 近现代壮族与周边民族的关系 考察了

近现代壮族和周边民族的关系,认为汉人从明清以

后大量迁入广西, 壮汉之间的同化是双向的, 壮汉

苗瑶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是融洽的、友好的。
[ 32]

2.非常态民族关系的研究

近年来有关非常态下民族关系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关于清末围绕满汉矛盾而出

现的排满思潮以及调停满汉矛盾的研究。在这方

面取得的成果有: 章开沅的 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

动员 以 排满 宣传为实例 、姚曙光和钟兴永

的 湖南排满思潮的演进、特色及价值 、李里峰的

杨度对清末民族问题的认识 、赵可的 张之洞调

停满汉畛域的努力与晚清政局的演变 等都对此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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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进行了研究; 其二是关于少数民族起义的研究。

近年来有关少数民族起义的研究由热烈而渐归冷

寂,尽管如此,近代西北地区的回民的反清斗争仍

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 并且研究的范围有所拓宽。

霍维洮、杨永福和杨红伟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

讨。
[ 33]
霍维洮考察了近代西北回族反清斗争中的

抚局和政权,尤其是关于近代回族反清斗争中的政

权问题,学术界专文研究的并不多,霍维洮的 近代

西北回族反清运动中的政权问题 则对这个问题进

行了专门研究。杨永福和张克菲对建国以来的回

民起义的研究进行了回顾和总结, 并且提出在新的

时期加强回民起义研究的几点建议。
[ 34]

3.关于近代历史人物处理民族关系思想的研究

近年来,关于近代历史人物处理民族关系思想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孙中山的民族平等思想,在这方

面的研究成果有:陈金龙的 论孙中山的民族平等

思想 、郑晓云的 孙中山民族平等思想与民族发

展 等。陈金龙探讨了孙中山民族平等思想的渊

源、内容、历史地位和主要缺陷。
[ 35]
郑晓云则考察

了孙中山民族平等与民族发展的关系问题。
[ 36]
此

外,彭武麟的 关于中国近代民族关系史研究的几

点思考 梳理了近代民族关系研究的学理问题,认

为近代民族关系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和问题包括民

族危机驱动下的民族聚合、中央政治衰败下的各地

自立倾向、现代化潮流之下的经济一体化、建立现

代民族国家之下的民族认同等四个方面。
[ 37]

(五)关于清末民族地区的新政研究

关于清末民族地区的新政研究主要集中在新

疆、西藏和内蒙古这三个地区上。齐清顺的 论清

末新政 新疆向近代化迈进的重要开端 ,从历

史发展的角度对清末新疆新政重新进行了比较全

面地审视和评价,认为它实际上是新疆向近代化迈

进的开端,对新疆近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 38]
赵云田

的 清末新疆新政述论 , 认为清末新疆新政包括政

治上筹改旧制、调整行政建制、整顿吏治等;经济上

广开利源、创办实业;文化教育上创办学堂、选派留

学生等。清末新疆新政的实施, 遏制了列强的侵

略,使新疆出现了近代化的趋势。
[ 39]
赵云田在 清

末西藏新政及其启示 中, 探讨了清末西藏新政实

施的历史背景以及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

采取的举措,认为清末西藏新政的失败除了清政府

的腐败统治外, 一些新政措施违背了少数民族的传

统和风俗习惯, 因而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实行。
[40]
黄

维忠的 清末筹藏新政述论 概述了清末新政期间

筹藏新政的主要内容,认为其失败的原因在于主观

上没有考虑到西藏的实际情况,客观上缺少资金作

为强有力的后盾。
[ 41]
赵云田的 清末新政期间的

筹蒙改制 , 认为在理藩院改成理藩部后加强了

和中央各机构的联系,同时理藩部多次对蒙古地区

的情况进行调查, 推动了蒙古地区新政的开展, 特

别是在维系蒙古王公和中央的关系方面起了重要

作用,
[42]
李晚霞、呼格吉勒在 清末新政与归化城

土默特的垦务 一文中, 指出清政府在全国实行新

政的同时,对以归化城为中心的蒙古地区实行全面

放垦,结果造成了 蒙民失地、汉民失租 的局面, 严

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 43]

(六)关于近代民族地区的边疆危机研究

近年来有关民族地区的边疆危机一直受到学

者的关注,取得的成果也比较多。樊明方的 19世

纪 60年代以后俄国对唐努乌梁海盆地的渗透 , 详

细论述了 19世纪 60年代以后俄国逐步向唐努乌

梁海侵略的情况以及清政府对此所采取的回应举

措, 并分析了俄国对此地区渗透得逞的原因。
[ 44]
李

琪的 从俄文档案看辛亥革命时期沙俄对新疆的侵

略 , 利用刊布的俄文资料对辛亥革命时期沙俄对

新疆地区的侵略进行了研究。
[45]
石沧金的 早期阿

古柏政权同英、俄的关系 ,考察了早期阿古柏政权

和英、俄由于相互利用而建立的密切关系。
[ 46]
杜永

彬的 近代英国插手中国西藏事务的三名代表人物

荣赫鹏、贝尔、黎吉生 ,依据外文资料和已出

版的翻译作品, 对荣赫鹏、贝尔和黎吉生插手西藏

事务、策动西藏独立、离间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

系的活动以及他们的身世作了详细论述。
[ 47]
房建

昌的 近代外国驻藏机构及其官员的活动 ,主要依

据英文史料, 考察了近代尼泊尔、不丹、英国和印度

驻藏机构的作用及英印主要官员的活动,客观地描

述了他们在西藏的日常生活,为重建当时的历史提

供了西藏藏文档案以外的珍贵史料。
[ 48]
杨铭的 清

末川军入藏与达赖喇嘛出走事件 ,利用中外文史

料探讨了清末川军入藏和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

事件,揭露了英国觊觎西藏、妄图将西藏分裂出去,

使之沦为英国殖民地的真实面目。文中还对清政

府在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后所采取的军政对策

作了剖析。
[ 49]
白拉都格其的 阜海与清末民初内蒙

古东部政局的变化 通过阜海及其父亲的复杂经

历,揭示了清末民初俄国在内蒙古东部的侵略活

动。
[ 50]
李国栋的 清末民初蒙古地区的边疆危机

通过分析这一时期蒙古地区的边疆危机产生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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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和过程,揭露了沙俄对蒙古的侵略。
[ 51]
满蒙政策

是日本侵略中国的指导方针, 是为其侵占中国、称

霸亚洲的侵略行动服务的。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

满蒙政策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和具体目标。

近年来中国的学者对这一问题作了研究, 金海的

从地域概念看日本 满蒙政策 的演变及其实

质
[ 52]
、薛子奇、于春梅的 近代日本满蒙政策的演

变
[ 53]
都从不同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

二、研究成绩、局限分析与进一步

改进研究的途径

综上述,近年来国内有关近代民族政治史的研

究无论在论文的数量和质量上,还是在研究的广度

和深度上, 都比以前有了很大进展。究其原因,有

以下数端。

首先是社会史研究复兴的影响。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社会史研究在史学界复兴。尽管学者对

社会史的理解不同, 做出的具体研究成果和运用的

理论、方法各有差异,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试图

摆脱传统历史的研究模式,一反过去传统史学只注

重社会精英和政治人物、政治事件的做法, 倡导眼

光向下,注重社会下层和普通民众的历史。这使中

国历史研究的领域大大拓宽, 各种新的课题不断涌

现。受社会史研究复兴的影响,近代民族政治史的

研究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上也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

如对乡村民族主义的探讨、太平天国和少数民族起

义军政策的探讨等。这些论文,在研究取向上集中

体现了当代中国史学由上层社会转向下层社会的

历史性转变,这与我国整个史学的发展走向是相吻

合的。这一转变是近代民族政治史研究进一步扩

展和深化的必然要求。

其次是近年来学术界对以往一些老问题研究

状况进行反思的必然结果。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

在近代民族政治史研究中有一部分问题一直受到

禁锢,使其研究陷于停顿。近年来学术界对这些问

题以往的研究状况了进行反思,使之逐渐成为近代

民族政治史研究的重点。如对清末民族地区新政

的研究已经成为当前民族政治史研究中不可缺少

的一个组成部分。

又其次是由于原始档案史料的刊布和英文、俄

文等外文史料的运用,填补了近代民族政治史研究

中的空白,这也使得近代民族政治史的研究领域随

之得以深化。如关于民国初年设置的蒙藏局和蒙

藏院的研究、外国驻藏机构和驻藏官员的研究等。

近年来的民族政治史研究视野和研究领域的拓展,

可以说把中国近代民族政治史的研究推进到了一

个新的阶段。

毋庸讳言,近年来的中国近代民族政治史研究

仍然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有待改进: 第一,研究的

理论与方法滞后于具体的研究。理论与方法是中

国近代民族政治史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分析手段, 没

有理论与方法就很难有学科意义上的民族政治史

研究。就笔者所见,迄今为止还未发现有学者专门

就民族政治史的学科体系、研究方法等进行探讨。

此外,民族政治史研究中所需要借鉴的基本理论是

民族政治学, 而民族政治学在我国尚为一个新兴的

学科,其本身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这就必然会

制约民族政治史研究的发展。第二,研究中的不平

衡。首先从研究地域来看,近年来近代民族政治史

的研究相对集中于少数民族聚居的新疆、西藏、内

蒙古等地, 而对于多民族混居地区的研究较少, 也

缺乏横向比较研究,其次从对近代历史人物的研究

看,多集中于上层社会的精英人物,尽管研究中出

现了由上层社会向下层社会转变的趋势,但相对于

占当时中国人口大多数的普通民众的研究则薄弱

得多。第三, 对相关问题的研究缺乏争论。从以上

的介绍中可以看出,绝大部分学者对于中国近代民

族政治史某一问题的研究一般是参与性的,在研究

过程中,极少有学者参与讨论, 大多学者在论述问

题时多自我评说, 很少有直接的正面的争论, 甚至

有人云亦云的现象。

有鉴于此,笔者建议今后的中国近代民族政治

史研究应加强不同学科的交流与合作。在人文社

会科学整合化倾向日益明显的今天,学科间的渗透

在加快,在研究方法上出现了 科际整合 的趋势。

如研究经济史的学者认为经济史应该和社会史结

合起来,主张社会经济史或经济社会史学说; 研究

思想史的学者呼吁打通思想史和社会史,开展思想

和社会的互动研究;研究文化史的学者提出社会文

化史的的概念,主张文化史和社会史的结合。与此

相适应, 作为民族政治史研究工作者理应在总结反

思其他诸多学科研究成果基础之上,积极地借鉴民

族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整合自己的知

识结构, 从民族政治学与历史相结合的角度加强研

究, 以期为中国近代民族政治史的研究构筑起更深

更广阔的学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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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were 106 works published in Short Novels in the first half year of 2005, most of which belonged to the

category of story-telling.The remaining works could be called short novels or micro- fiction.They excellently exposed the

hardship and annoyance in the growth, described love, marriage, family, and social reality. They were works full of skill

and marvelous t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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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iterature Review on the Recent Research of the History of

National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LIANG We-i dong,XU Yong-zhi

( College of Management , Central University f or Nationalities ,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academic papers published in the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from the aspects of nation, na-

tionalism, nat ional policies,modern nat ional relation, modern polit ical measures in the minority areas, and the frontier

crisis, gives a literature review on the history of national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It also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the

achievements in the study and its limitations,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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