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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中国要从传统的农业天下向现代的工业国家转型并追求发展与和谐，就要处理两大难

题：一是农村或三农问题；二是少数民族或多元文化问题。这两大问题同等重要，同是中国

改革的动力源泉。但中国领导层对待两大问题的方式却迥然有异。1978 年以来，中共中央多

次用全会决定的方式来推动农村改革，努力使相关政策法规适应社会经济状况。但 30 年来，

中国的少数民族事务管理政策法规和理念基本沿袭了 1950 年代计划经济时期的框架，有些地

方还有退缩，从而使这一领域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人均 GDP1000-3000 美元）出现丧失主

导的危险，并且造成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在生态环境、社会公平和民族文化延续方面出现社会

改革赤字。这些改革赤字引发的社会冲突后果可能吞噬经济改革成果，因此必须尽快填补。

本文提出从现在到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的 3 年是中国填补少数民族领域改革赤字的机遇期。

鉴于中国的发展与社会和谐对于亚洲和世界极为重要，本文建议学界推进“少数民族发展与中

国和谐社会构建”研究以总结中国经验，共建和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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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新认识少数民族与中国 
很多学者认为不研究少数民族也能理解中国。更多人认为研究少数民族的人没有能力了

解整个中国。这是主流学界轻视少数民族研究的托辞，也是当前少数民族研究成果被边缘化

的主因。其实这些观点不仅在学术上和道德上站不住脚，而且会在社会上会引起严重后果。

它的谬误之处有二：一是研究者只注重的只是自己的私衷浅见，而不是以研究对象的状况和

                                                        
1 本文基于笔者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书和从事民族学应用研究 20 余年的经验，包括对中国

少数民族事务管理（简称民族工作）领域改革需求的观察与思考。由于本文是会议发言稿，其引注尚未能达

到学术论文规范，笔者对此道歉并承诺为文中所有重要观点的原创性负责，即保证不侵犯同行的知识产权；

本文如有公开发表前景，他将补上必要引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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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二是研究者认为少数民族研究费时失事而结果却无足轻重，因此就甘于在重大问题上

随波逐流，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奴仆。如果持这种观点人是一般的社会科学家而不是民族

学人类学和历史学者，我们也无可厚非，因为现代社会科学毕竟是西方功利主义的苗裔。但

如果他们是民族学人类学和历史学者，就应该重新学习生物文化整体论、文化相对论和跨文

化比较的方法。 

本文旨在证明，从少数民族研究的角度来认识中国，不仅能有更丰富的视角，而且能得

到更多启示。中国是多民族统一国家。今日中国的少数民族人口虽然不到全国 10%，但民族

自治地方占到中国领土 64%，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占到全国总量 90%以上。支撑中国发展的关

键资源，特别是石油、水电、林木和生态资源多在少数民族自治地方。中国西部开发地区多

半是少数民族地区。中国 28，000 公里陆地边界，全都在少数民族分布区。 

总之，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影响远远大于其人口数字和人口比例。中国文化也不是由农耕，

而是由农耕与畜牧两大生计和文化板块构成，少数民族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也远远大于半壁

江山。研究中国而不研究少数民族，其结论和成果的信度 reliability 和效度 validity 都大有局限，

以此引导读者和学生对中国的认识，则会形成诸多傲慢与偏见。少数民族、民族自治地方、

民族关系和少数民族事务管理在中国始终是关系全局和影响长远的国家政务，因而需要学界

提供更多和更好的智力支持。 

遗憾的是，目前学界政界有此认识的人还不多。中国少数民族事务管理领域的改革创新

因而不仅远落后于其他领域，而且正在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中国如果不采取

及时有效的改革对策，就会为此付出代价，直到让社会文化冲突吞噬经济改革成果。如果中

国能亡羊补牢，则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就会如同改革开放初期的东南沿海经济特区最终

带动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一样，带动中国的社会政治体制改革暨和谐社会构建。 

这是因为社会问题多的地方改革动力也大。从社会文化多样性高的中国西部总结的管理

体制能在东部游刃有余。揆诸历史，中国最有影响的政治制度不是产生于经济发达的东南沿

海，而是产生于农耕与畜牧两大生计板块接缝之处的黄河中下游。中国历史上的强大中央王

朝也都把首都设在靠近西部和北部少数民族地区的西安和北平，岂偶然哉？ 

 

二．开放的社会与滞后的理念 
追求现代化的中国必须面对两大问题：一是三农问题；二是少数民族问题。三农的核心

是土地，也包括农民的社会地位和农耕文化的归宿。工业化和城市化都会向农民要土地而土

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所以三农会是中国的长期问题。少数民族问题的顺序要倒过来看：其核

心是其文化的价值和归宿，也包括社会地位和自然资源权益。现代化不仅工业化和城市化，

还要做 nation-building 即构建民族国家，因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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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少数民族也会是中国要长期面对的问题。 

三农和少数民族问题对中国同等重要。我们不知道没有了农民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但

知道日本和韩国的农业对于国家的经济贡献虽然不大，但这两个国家仍把农民视为国本，至

少是文化之本。但我们确实知道，没有了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国就必然不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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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虽有 10 多个朝代，但大家认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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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三农和少数民族不仅是中国的两个基本问题，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两大重要动力。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领导层对待这两个问题的方式却迥然不同。改革开放首先从农村开始。

过去 30 年，中共中央一再地为农村改革做重大决定，还有很多 1 号文件。这些决定和文件的

核心都是两个：一是确认主体的权益，调整社会关系，给农民吃定心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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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在过去的 30 年里却没有在中央全会的层级上对少数民族、民族自

治地方、民族事务管理、民族关系和少数民族文化在中国的地位做过同样的改革决定：既没

有给少数民族及其文化吃定心丸，也没有给公务员和投资者划禁区。 

我们理解中国领导层拖延少数民族事务管理领域改革的原因如下：一是中国原先期待发

展目标或理念与当前的法律道义责任之间有内存矛盾。例如中国的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虽

然承认少数民族的地位，但国民教育还是充满了传播社会发展史和民族宗教消亡论的论述，

从而使这个领域敏感化；二是中国的改革开放长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直到 2006 年才开始提

倡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理念。由于政界对于多元文化与和谐社会的共识还不高，学界也没

能提出像中国农村改革研究那样丰厚有力的决策支持。我们因而希望学界同行能以中国农村

改革研究的学者为榜样，深化中国少数民族研究，强化民族宗教事务管理领域深化改革和扩

大开放的研究和论证。 

 

三．改革的赤字及其社会后果 
无论领导层是否行动，30 年的改革开放都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同

时也给少数民族地区带来了深刻变化。主导中国民族关系的行为主体已经从计划经济时代的

简单清晰转变为市场经济和开放社会的多元多样。中国的资源开发和经济建设项目在少数民

族地区必将有增无减，因而必将带来重大利益和权益的分配和调整。近年随着振兴经济的需

求和大笔资金的投入，这种势态还会急速加剧。 

举例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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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中放养驯鹿或渔

独采集。但一旦把山林承包给林业工人，少数民族就无法再去利用这些林业资源。如果少数

民族地区的资源都由国家开发，少数民族政策就不难兑现，包括招收当地工人。但如果资源

由投资公司来开发，又没有相关的政策法规跟进，当地人被剥夺的感觉就会强烈。 

由于中国的民族理论政策框架和民族事务管理体制未能根据开放社会和市场经济的条件

而与时俱进，导致少数民族面临的发展困境增加，相关矛盾也在迅速积累： 

例如，今日中国公民和公务员关于少数民族的国情知识就比以前匮乏，民族平等团结意

识也比以前淡薄。媒体和网站舆论对近日阎崇年教授遭受人身侵犯的讨论，显示中国公众的

历史文化价值观和民族关系意识已经陷入深度混乱。中国的民族关系资本正在流失。 

再例如：《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 20 多年，迄今没有自治区一级的《民族区域自治

条例》出台，也没有一桩诉讼案例。中国学界有人开始怀疑少数民族在中国的主体性和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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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忠诚。他们开始质疑民族识别，甚至怀疑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国家基本制度的必要性。 

又例如：今年 3.14 藏区、6.28 贵州翁安、7.15 月云南孟连和 11.7 甘肃陇南的事件，都发

生在少数民族地区或其边缘。奥运会期间藏族和维吾尔族受到了明显的安检歧视。这说明中

国少数民族地方的生态环境、社会公平和文化传承出现了严重的社会改革赤字，民族地区资

源开发中的利益分配和少数民族公民权益都在成为社会冲突热点。社会矛盾事件正在少数民

族地区的迅速积累，极大地增加了中国的社会和政治风险。 

在此背景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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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少数民族学者作为国家主人翁对中国历史的阐释权利，

在中国还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中国因而有必要在开放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中共中央

全会决定的层级上，及时地提出管理民族事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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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社会风险以向和谐社会的目标趋近。 

 

四．和谐社会的理念与实现途径 
和谐社会是人类恒久的理想。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正在把它变成执政的理念和纲领、国家

的发展目标和社会的哲学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提出的最有创意和发展潜力的理念。

它给发展增加了“居安思危”、“中和位育”、“仁民爱物”、“协和万邦”、 “天下为公”、“天人合

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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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ty）。2005 年下半年，胡锦涛在联合国大会和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等场合提

出创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及“国际和谐社会”，使其内涵不断丰富。 

按照孔子《论语》对“和”与“同”的辨析来理解中国多元文化与和谐社会的关系，就是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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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文根据权威领导人的这些提法，把和谐社会的内涵总结为一座金字塔式的理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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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座与目标之间的由四个层面支撑：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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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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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兴灭国、

                                                        
2 参见曾庆红“关于国内形势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载《学习时报》2005 年 3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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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绝世、举逸民和修文德来昭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

情怀，用人文价值驾驭现代技术，这就是我们看到通过少数民族研究来构建和谐社会的路径。 

 

 

五．中国经验与学界责任和机遇 
中国文化兼有农耕和畜牧两大文明的基质，如同太极图上的两仪。张光直和杜维明概括

其为“在一个整体性的宇宙形成论里面创造出来的”，“有机的、连续的、整体的和动力性的文

化”。3它的外部边界极富弹性，内部主张天人合德、阴阳五行、中庸之道和多元一体。中国五

经之一的《礼记.王制》总结其政治治理原则为“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 

因此，中国在西方扩张导致东亚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仍能勉力保持多民族统一国家的

格局，并且实践了民族区域自治和一国两制，从而使中国比多数发达国家保持了更多的民族

文化传统，又比多数发展中国家保持了更多的社会秩序。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构

建和谐社会的理念，使中国具有形成新的发展经验和模式的潜力。 

再过 3 年，中国就要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辛亥革命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也是中国

农民问题和民族问题的根源。纪念辛亥革命 100 年，将使中国产生总结民族工作经验，完善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创新民族事务管理体制，维护民族关系和民族文化延续的客观需求，因

而也是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的重大机遇期。今日中国的需求就是学者和学术机构的机遇。中央

民族大学处在首都北京，既靠近国家政治中心，又贴近边疆少数民族，因而是中国少数民族

研究的重要基地。我们希望学界同仁把这里当成研究平台，共同在这里建立中国少数民族研

究创新工作室和 “知识与共识网站”，合作研究下列问题： 

1、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和少数民族权益保护法律体系研究 

2、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和民族发展需求研究 

3、散杂居和流动少数民族人口处境和政策需求研究 

4、民族地区毒品、艾滋病与公共卫生对策研究 

5、民族地区灾害抢救、家园重建和工程和生态建设导致的移民安置研究 

6、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 NGO 发展状况与特色研究 

7、少数民族艺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和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研究 

8、中国和东亚的文明体系的内涵与欧洲管理多元文化的方式比较研究 

让我们以从社会发展史到文化生态学为总体导向，运用 ICCS 的“多维互动行为论”研究方

法，为决策层提供少数民族事务管理改革的咨询和论证，向公众推广“多民族文化公平传承”

意识，为各民族文化公平传承争取空间，同时向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还要提供 NGO 式的发展

咨询、权益维护和救助活动服务，以丰富主流社会的公平发展意识。 

 

 
 
                                                        
3 参见张光直：“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九州学刊》第一期（1986）第 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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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iyang Zhang, Director of EMSCOC, Prof SES, C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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