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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族问题”研究的范式
——从“民族国家理论”和“族群理论”来看

◎李子怡 1　彭建军 2

摘要：本文从民族国家理论和族群理论这两个角度来讨论“民族问题”研究的范式。民族是多义的，民族问题因而也

分为不同层面。不得不说，当代中国依然处于从民族国家思维方式向“多民族共和”转变。本文通过阐述民族国家理论范

式和族群范式，思考在解决不同民族问题时我们应当使用怎样的原理和方法论。同样对如何更好地开展中国特色的民族发展，

作一定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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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谓“民族问题”

对于任意一门学科的研究，必然会涉

及到相关的矛盾或问题，民族学也不例外。 

众所周知，民族是社会文化群的基本

构成，也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源泉。当我们

谈及“民族问题”这一概念时，我们所说

的显然不是在说历经千年的民族文化有问

题。根据 1992 年第一次中央民族工作会

议精神，我们可以理解为各民族在自身发

展中涉及到的文化等方面的困难都不是问

题。唯有各民族在社会发展进程中遇到的

社会性问题，以及涉及特征、民族的身份

认同、族群之间的关系等方面所引发的社

会问题才是真正的民族问题。

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民族”作为

一个客体是客观存在并且始终存在的。这

要求我们社科学者必须从现实出发，妥善

地理解到：民族问题不是单方面的，它是

社会存在中问题与矛盾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在国家、社会以及群体关系等方面必须

存眷的重要部分。

二、“民族问题”研究中的范式

根据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的范式理论来看，在社会科学或自

然科学的某一概念研究范式可理解为：针

对某一特定的领域、现象或研究对象而言，

由其核心概念、理论产生的，并通过归纳

收集相关资料所形成的某一类研究方法的

总和。在学科中，不同的范式会带有不同

的价值取向。简单来说，范式就是某学科

方向中，有一整个团体共享的信仰、价值、

技术等等的集合。

研究“民族”这一宏大的概念，学者

的切入角度有很多，所用的范式也各不相

同。例如，英国人类学家莫里斯·弗里德

曼（ Maurice Freedman）所提出的 “宗族

范式”，这一范式的相关的问题和方法论

在人类学汉族社会研究领域（ Sinological 

anthropology） 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民族

国家（Nation）理论范式，该范式在 18 世

纪后的西方逐渐形成，在 1913 年的《马

克思与民族问题》一文中斯大林正式提出

民族国家的概念 . 族群（Ethnic group）理

论范式，这是近年来各国民族学学术界联

系逐渐紧密的交流中带来的新范式。

本文主要从民族国家（Nation）理论

范式和族群（Ethnic group）理论范式，这

两个角度来分析当代社会及学者对“民族

问题”的研究。

三、民族国家（Nation）理论范式

民族国家（Nation）是人们在历史上

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

经济生活以及表现的共同民族文化特点上

的共同心理素质，是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

定的共同体。民族主义是在某一民族要求

其合法主权过程中形成的，民族国家这个

概念由此而生。这一理论范式就是从国家

角度去解决关于民族独立等方面的问题。

我 国 民 族 研 究 中 出 现 民 族 国 家

（Nation）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 1903—

1905 年，刘师培在上海结识章太炎、蔡元

培后，相继完成《中国民族志》。该著作

主要论述了汉民族的民族主义立国观点，

讨论了历史上的民族及其演变，是我国近

代第一部对民族概念系统讨论的书籍。同

时，1905 年孙中山在日本发刊《民报》，

主张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这

些都说明，在中文中，出现“民族”这一

词汇的早期，与渴望民族主义建国、民族

国家思想关系密切。

近年来，我国仍有部分的民族理论

研究在延续苏联斯大林提出的民族国家

理论范式。学者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认为，在社会治理层面，国家需

要的是便利性，因而采用理性化、标准化

的策略。这类做法看似将问题简化，但实

质上却忽略了社会群体的内部差异。过度

强调一致性导致国家无法洞悉少数派的想

法，也会导致各类社会问题的产生。

对于民族国家（Nation）这一概念，

它是从世界整体来看，较大范围地划分出

的稳定共同体。在讨论国与国之间的问题

时，这个概念应当是有一定说服力的。但

放在当下的中国，在讨论国内少数民族

问题的解决上，我国更参考族群（Ethnic 

group）理论范式。例如在对待边疆分裂

问题上，有居心叵测的外国学者将藏族、

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称为 Nation（民族国

家），这一用意即是通过民族主义独立概

念建立民族国家，从而达到分裂我国的目

的。需要注意的是，我国是一个“多民族

共和”的政体，与“美利坚、法兰西、德

意志”这样的民族国家有很大区别。在我

们谈到这类民族问题的解决方法时，不应

只思考 Nation 这一层面的含义。

四、族群（Ethnic group）理论范式

根据 2005 年 5 月第三次中央民族工

作会议中指出：民族是人民在历史上形成

的稳定的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

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

和心理认同方面有共同特征。同时，宗教

在某些民族的形成中也起到关键作用。



039

李济先生是使用文化意义而非民族主

义里的“民族”进行研究的最早期学者之

一，在 1928 年发表的《中国民族的形成》

中开始提出了“我群”和“你群”的划分，

即脱离了早期的民族主义理论。他提出黄

帝子孙的汉人群、通古斯群、藏缅群、孟

高棉语群、掸语群五个大的民族，其主要

思想是一国多族。这一学术思想跨越了民

族主义的狭窄视野，也为“多民族共和”

的立国提供了理论依据。然而，当时的民

族概念依然十分混淆。

王明珂先生将族群描述为：一个民族

中的各次族群单位，或少数族群。粗浅来

看，族群的概念似乎与我们熟悉的“56 个

民族”相对应。但我们首先要明白的是，

族群是一个族群体系中的族群单位（如汉

族、客家人、美裔华人），而少数民族则

是被政治认可的“民族”（如汉族、蒙古族、

维吾尔族），两者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

族群（Ethnic group）理论范式的出现，

对原有的民族国家（Nation）理论范式提

出了挑战。在新中国成立后进行民族识别

工作后，大量学者开始讨论民族、族群二

者的内涵与外延，这在学术界具有极大的

积极意义。

对 于 我 国 这 样 一 个 各 民 族（Ethnic 

group）分布复杂，高度杂居的国家，我

们的历史传统是渴望统一的，我们的近代

反侵略、反分裂战争更决定了我国国体是

“多民族共和”政体。新中国成立多年来

的民族识别，推出相应的优惠政策，意在

让各民族分享权力。由此诞生的民族区域

自治制度，就是使用族群理论范式来解决

实际民族问题的良好实例。

五、结语

当我们从整体的角度来观察“民族问

题”时，有二个方面展现在眼前： 一是

学术理论层面，理论的发展是必然的，对

于民族问题我们需要寻求更合理的解释及

解决方法。二是社会应用层面，生存和发

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为了人的全面

发展，我们面向自然、社会时应使用怎样

的原理和方法论。这两个层面交织在一起，

成为一个有机的共同体。“民族问题”研

究范式作为民族学研究的一个理论基础范

畴，是在思考有机体应如何生长，其重要

性不言而喻。

如何看待具有中国特色的少数民族

发展问题，我们应从以下角度思考：首先

要尊重历史、尊重少数民族。中华民族的

诞生与发展从来都不是某一民族（Ethnic 

group）单一主导的，我们是 56 个民族组

成的共同体。其次要坚持平等，注重协商。

作为一个“多民族共和”的国家，在涉及

最高权力时，更要注重平等、协商。我国

通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形成了具有

中国特色的道路。再次要坚持多民族统一，

同舟共济，和谐发展。56 个民族唯有“像

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中华文化才

能绵延不断。最后要在承认差距，包容多

样基础上推进民族的文化和经济发展，以

此推进解决民族的问题。

中国作为“多民族共和”的政体，一

直与“民族国家”有区别。当今一些学者

试图以狭隘的“民族国家”来定义中国的

政体和解决所谓的民族问题，是一种错误

的思考。习近平同志在回复民大附中同学

的信中写道：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我国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

奋斗历程是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和非凡创

造力的重要源泉。”我们要深刻理解提倡

多民族与国家统一两者的并行不悖，中华

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正所谓费孝通先生所

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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