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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笔谈#三$

!!+编者按,!根据&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相关要求%本刊组织专家撰写了有关系列专题论文或笔谈-本刊自

56S4年第J期设本栏目专题%同年第4期组织系列笔谈%此为笔谈之三-本刊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
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确是目前学术界需要解决的一个具有战略性意义的重大课题%值得学者下大力气去做%

并必须把它做好-盖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七十多年.改革开放也已经四十多年的今天%中国的学界确该
自觉地进行一系列系统的学术体系构建工作了-为何要进行这种构建/ 是因为中国学者从前追随他人较多%学到了
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在不同时期对中国社会的前进起到了推动作用0同时也产生了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表现出不同
程度地与中国的实际不符合以至于背离的情况-更重要的是%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长期生存和发展%必须有自
己的文化传统和学术传统%这个&自己的'就是有别于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特色之处-这个特色%有时并不是自显自
明的%往往深藏于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脉络中%是需要研究者本着客观求实的态度去发掘.发现.彰显以至弘扬的-其
中%近代中国&民族'话语的运用和&民族精神'话语的建构是两个重要议题%值得发掘.研究和总结%本刊特组织专家撰
写并予以发表%以飨读者-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话语下的&民族'&种族'和&国族'

郑 大 华

中国的民族虽然形成很早%但民族意识较为淡薄%借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是一个&自发'的民族
实体%而不是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中国的民族成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西方近代民族主
义传入中国之后-据郝时远研究%中国古代汉语中虽然有&民族'一词%但&就其含义而言%既指宗族之
属%又指华夷之别'#郝时远*!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民族研究"566J年第]期%第]T页$%与现
代意义的&民族'一词相去甚远-现代中文意义的&民族'一词的最早出现是在S4T;年#道光十七年$%
那一年德国传教士.汉学家郭实腊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九月刊$所载!约书亚降迦南国"一
文中%有&昔以色列民族如行陆路渡约耳但河也'#爱汉者等编%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丁
酉九月%北京*中华书局SNN;年版%第5;S页$-将&民族'与&以色列'合用%当然是现代意义的&民族'
了-中国人最早使用现代意义的&民族'一词是在SN世纪;6年代%是早期维新思想家王韬在!洋务在
用其所长"一文中使用的*&我中国乃天下之至大之国也%幅员辽阔%民族殷繁%物产饶富%苟能一旦奋
发自雄%其坐致富强%天下当莫与颉颃-'#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T&洋务在用其所长'%郑州*中州古
籍出版社SNN4年版%第S:T页$这里的&民族殷繁'是&民族众多'的意思-但那次使用只是个案-现
代意义的&民族'一词的大量使用则是在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理论传入中国之后%尤其是在56世纪初-

现代意义的&民族'之所以在西方近代民族主义传入中国之后开始大量使用%与西方近代民族主
义的实质是&民族建国'有关-&民族建国'有两种理论和主张*一是以血统.种族为主划分民族%主张
建立单一民族的国家0二是以文化为主划分民族%主张建立多民族的国家-前者以德意志民族主义的
奠基人赫尔德为代表%后者的代表有德国人伯伦知理-这两种民族建国理论和主张在当时都产生过
重要影响-当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采纳的是第一种民族建国的理论和主张%即建立一个单
一的汉民族国家0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采纳的是第二种民族建国的理论和主张%即建立一个
包括满族在内的多民族国家-为此%双方发生过激烈争论%最后建立一个多民族的民主共和的国家成
为双方的共识-这就是辛亥革命时提出的&五族共和'-

在使用现代意义的&民族'一词时%又相继出现了&中国民族'和&中华民族'这两个词-这两个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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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意义的词都是梁启超首先使用的-SN6S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
一词%并将&中国民族'的演变历史划分为&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三个时代2梁启超*!中国史叙
论"%!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六%北京*中华书局SN4N年版%第SS!S5页3-SN65年%梁启超在!论
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又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2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七%北京*中华书局SN4N年版%第5S页3-在56世纪初%梁启超是&中国民
族'和&中华民族'两词互用-当他指称中国境内所有民族时%多数用的是&中国民族'-比如%他在!中
国史叙论"中对&中国民族'的使用%指的就是中国境内各民族-而当他指称汉族时%则多数用的是&华
族'或&中华民族'2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专集之四十一%北京*中华书
局SN4N年版%第5页3-在56世纪初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还有杨度和章太炎%他们和梁启超一样%
也是在汉族的含义上使用的#参见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民族研
究"56ST年第T期%第S!S:页$-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一词及其内涵的最终形成以全面抗战时
期毛泽东SNTN年S5月!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对该概念的阐述为标志-

除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一词外%在清末经常使用的还有&种族'一词-和&民族'一样%&种族'一词
古亦有之%其意义指的也是&宗族之属'和&夷夏之别'#郝时远*!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民族研
究"566J年第]期%第]T页$-但到了甲午战后%尤其是56世纪初%&种族'往往用来指某一族类%如
满族.汉族.蒙古族.藏族等-如果说&民族'更多强调的是同一人群之间的历史与文化上的联系%亦即
具有相同历史记忆和文化的人即可称之为同一&民族'的话%那么%&种族'更多强调的则是同一人群之
间的血缘联系%亦即具有相同血缘或血亲关系的人即可以称之为同一&种族'-我们前面已经提到%56
世纪初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接受的是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民族建国的第一种理论和主张%即
以血统为主划分民族%主张建立单一民族的国家%所以他们认为满汉血统不同%不是同一民族%建立的
民族国家不能将满族包括在内-这也是他们主张&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实行&种族革命'的重要原
因-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接受的是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民族建国的第二种理论和主张%即以
文化为主划分民族%主张建立多民族的国家%所以他们认为满汉虽然血统不同%但满族已经接受了汉
族文化%建立的民族国家不仅应该包括满族%还应该包括中国境内的蒙.藏.回等其他族-因此%他们
主张&五族合一'%建立包括满族在内的多民族国家-与此相一致%革命党人尽管也用&民族'一词%但
他们用得最多的还是&种族'%强调满.汉等不同种族之间的血缘差异0而立宪派则很少使用&种族'%他
们更多使用的是&民族'一词%强调满.汉等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联系-

我们现在经常使用的&少数民族'一词也出现于这一时期-SN6J年汪精卫在!民族的国民"一文
中率先使用了&少数民族'一词%他在归纳出民族关系的四个公例后得出结论%认为&以此衡量中国%谓
自黄帝迄于明%我民族实如第二例所云*多数民族吸收少数民族而使之同化'0明亡以后%&我民族'降
至第三例中的地位%即&少数征服者以非常势力吸收多数被征服者而使之同化'-文中的&多数民族'
或&我民族'指的是汉族%而&少数民族'满族或统治&少数征服者'指的是汉族以外其他民族%尤其是满
族#杨思机*!&少数民族'概念的产生与早期演变!!!从SN6J年到SNT;年"%!民族研究"56SS年第T
期%第5页$-除汪精卫外%其他如刘师培.章太炎等也用过&少数民族'一词%认为人口较少.文明程度
低的&少数民族'满族统治人口较多.文明程度高的&多数民族'汉族是不合理的%这也是他们主张&种
族革命'.推翻清王朝的重要理由之一-

武昌起义后%&五族共和'成了时人的基本共识%成了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中华民国的基本国
策-&五族共和'虽然是革命党人提出来的%但它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梁启超的&大民族主义'思想%
尤其是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提出的&五族合一'&五族一家'论那里#参见郑大华*!论杨度的&中华民
族'观及其历史地位"%!湖南师范大学学报"56SN年第5期%第5T!5:页$-&五族共和'主张的提出
并成为中华民国的基本国策%这对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促进&中华民族'观念的确立和形
成起了极大作用-SNST年S月%西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蒙古族各王公在呼和浩特集会%
制订了!西盟王公会议条件大纲"%表示&蒙古疆域%向与中国腹地%唇齿相依%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
家'%&现在共和新立%五族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西盟会议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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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民国经世文编"第S4册%上海*上海经世文社SNS:年版%第SJ!S]页$-就目前所发现的资料
来看%这是中国少数民族第一次采用政府文告的形式%公开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此后%
虽然也有人使用&种族'一词%但其主观目的并不是要强调汉族和其他民族之间的血缘不同-

清末时期%人们认为中国共有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所以主张&五族一家'或&五族共和'-但
到了民国初年%人们对中国民族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提出除汉.满.蒙.回.藏这五个民族外%中国还
有南方的苗族.瑶族等民族-SNS:年湖南安化人夏德渥撰写的!中华六族同胞考说"一书%在详细考
述中国历代各种史书的有关记载的基础上%对汉.满.蒙.回.藏.苗六族间的同胞关系作了全面论证%
认为&汉.满.蒙.回.藏.苗论远源为同种%论近源为同族'%是同一个民族#夏德渥*!中华六族同胞考
说"自序%SNS;年湖北第一监狱石印%第S页$-他称这一同族为&华族'-SNS;年李大钊发表!新中华
民族主义"一文%指出汉.满.蒙.回.藏之五族的称谓%是辛亥革命特定时期的产物%现今五族的文化早
已渐趋于一致%而又共同生活在统一的民国之下%所谓汉.满.蒙.回.藏之五族以及其他苗族.瑶族都
已成为&历史上残留之名词'%没有再保留的必要%所有五族和其他各族都应统称为&中华民族'-与此
相适应%今后民国的政教典刑%也应以新民族精神的建立为宗旨%统一民族思想%这也就是所谓的&新
中华民族主义'2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甲寅"#日刊$%SNS;年5月SN日%第S页3-李大钊&新
中华民族主义'的提出%在中国近代民族理论尤其是&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国族'一词的出现%要比现代意义上的&民族'&种族'以及&中华民族'&中国民族'&少数民族'的
出现晚得多-就目前所发现的资料来看%中国人最早使用&国族'一词的是孙中山-SN5:年年初国民
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孙中山在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作&三民主义'的系列演讲%在
&民族主义'的演讲中他提出要利用中国传统的家族与家族观念和宗族与宗族观念%将四万万中国人
联合成为&一个极大中华民国的国族团体'%然后在&国族主义'的基础上%恢复&中国固有的民族精
神'%建立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以实现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复兴#孙中山*!民族主义"第五讲"%
!孙中山全集"第N卷%北京*中华书局SN4]年版%第5T4!5TN页$-

&国族'%这是从西方引进的一个概念-依据SNNT年版的!简明牛津英语词典"的解释*&国族'为
一个广义的人的聚集体%通过共同的血缘.语言或历史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致形成了由某一人民
组成的独特的种族%通常被组织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且占据一定的领土-简言之%即建立某一国家的某
一民族称之为&国族'-孙中山认为%中国自秦汉以后%就是一个民族建立一个国家%所以中国的民族
可以称之为&国族'%其他国家的民族则不能称之为&国族'%因为其他国家&有一个民族造成几个国家
的%有一个国家之内有几个民族的'%只有中国是一个民族建立一个国家#孙中山*!民族主义"第一
讲"%!孙中山全集"第N卷%第S4J!S4]页$-由此可见%孙中山念念不忘的仍是他自晚清以来所主张
的一个民族建立一个国家的&民族建国'-只是在辛亥革命时期%他主张&驱逐鞑虏%恢复中华'%通过
&种族革命'%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0而到SN5:年%他主张利用中国传统的家族与家族观念和宗
族与宗族观念%将四万万中国人联合成&一个极大中华民国的国族团体'%建立一个&国族主义'的&民
族国家'-说法变了%实质没变-用他的话说*&就中国的民族说%总数是四万万人%当中掺杂的不过是
几百万蒙古人%百多万满洲人%几百万西藏人%百几十万回教之突厥人-外来的总数不过一千万人-
所以就大多数说%四万万中国人可以说完全是汉人-同一血统%同一言语文字%同一宗教%同一习惯%
完全是一个民族-'#孙中山*!民族主义"第一讲"%!孙中山全集"第N卷%第S44页$很显然%孙中山的
&国族'建国主张%是不符中国的国情的%提出后没有产生什么社会影响-此后%虽然有人主张&中华民
族是整个的'或&中华民族是一个'%但很少有人再使用&国族'一词-

在孙中山使用&国族'一词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并成为了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
量-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之下%照着列宁的原则去进行建设的'#!刘
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SN4S年版%第S4J页$-而&民族自决权'是列宁主义学说的重要组
成部分-&民族自决权'最初是S;.S4世纪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提出来的%原属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世界革命的一个要求-马克思.恩格斯从支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争取社会主义的利益出发%对&民
族自决权'持的是赞同的态度-到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列宁在领导俄国无产阶级进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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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沙皇专制制度.十月革命和共产国际的斗争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自决权'思想%
他不仅主张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对于帝国主义的自决%同时也主张俄国内部被压迫的少数
民族对于大俄罗斯民族的自决%而且这两种自决在十月革命后都付诸了实践-列宁还根据马克思主
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将世界民族划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用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
决权"一文中的话说*&帝国主义时代基本的.极其重要的和必然发生的问题*民族已经分成压迫民族
和被压迫民族-'#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列宁论民族问题"%北京*民族出版社SN4;年
版%第J6:页$侵略和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是&压迫民族'%受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殖民
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是&被压迫民族'%&民族压迫'的实质是&阶级压迫'-因此%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
民族的&民族自决'运动属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范畴%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组成部分%也理所当然
地应该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列宁的民族自决权思想传入中国后%成了还处于幼年时期.还没有把马克
思主义的基本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问题的行动指南-正是在
列宁的民族自决权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既主张中华民族对于帝国主义的自决%同时也主张中华
民族内部各少数民族对于汉族的自决-SN55年;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所通过的!关
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大会宣言"和SN5T年]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
次全国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中就体现了这两种民族自决权思想%既要求&取消帝国主义
的列强与中国所订一切不平等的条约'%同时又承认和支持&西藏.蒙古.新疆.青海等地和中国本部的
关系由各该民族自决'#!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S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
版社SN4N年版%第S:S!S:5页$-

显而易见%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第二种&民族自决权'%即中华民族内部各少数民族对于汉族的自
决%是对列宁的第二种&民族自决权'%即俄国内部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对于大俄罗斯民族的自决的教条
照搬-由于历史等各方面的原因%中国国内的民族关系与俄国国内的民族关系是完全不同的%没有可
比性-中华民族内部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并不完全是被压迫民族与压迫民族的关系%压迫少数
民族的不是整个汉族%而只是汉族中少数的统治者%我们应该把广大汉族民众与少数汉族统治者区别
开来%不能笼统地讲汉族是压迫民族%少数民族是被压迫民族0蒙古.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自古
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固有领土%承认和支持蒙古.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的自决%这既不符合中国
的具体国情和历史事实%也违背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不利于各民族的团结和共同进步-大革命失
败后%在李立三尤其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少数民族的自决权的理
解更进一步教条化和&左'倾化-SNTS年SS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
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要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必须明白规定对于中国境内少数民
族民族自决权'#!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
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SNNS年版%第S;S页$-SNT:年S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也作了类似的规定-如此规定%虽然那是在反对南京国民政府的特定背景
下提出的%具有共同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策略性%最终目的还是建立联合的中华共和国%但也有局限性%
因而遭到了社会各界甚至包括一些本来同情共产主义革命的进步人士的批评-

SNTJ年遵义会议后%逐渐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也因此从幼年
开始走向成熟%开始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此后便不再讲中华民
族内部各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了%而讲&民族区域自治'%讲中华民族内各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
一.中华民族对外的自主与国家独立.对于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参见郑大华*!论杨松对民主革命时
期中共民族理论的重要贡献"%!民族研究"56SJ年第T期%第S6!S5页$-由此近代中国关于民族话
语运用和实践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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