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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中 国的 民族区域 自 治 制 度是各民族政治协商的 成果 不 同程度地照顾到 多 数民族和少数民族的利 益
,
它是家 国认同 的

制度保障
；
守望相助和互 守 尊严是文化多 元 、 政治一体的 情感依托和心理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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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中 央 民 族工作会议在北京 民族的最基本利 益
,
也尊重了他们的感情 。

召 开
, 会议提出 要准确把握新形势下 的 民族问 题 、

民族工作 的特点 和 规律
,
统一思想认识

,
明确 目 标

—

任务 坚定信心 决心 , 提高做好 民 族工作能力 和水 最近一些年 , 在强烈 民族 主义 的鼓舞下
,
也借

平 。 至关重要 的是 会议文件再一次肯定 年来民 助经 济上 的 腾飞
,

一些社会精英急躁起来 ,
希望尽

族理论和方针是正确 的
,
中 国特色解决民族问 题的 快实现

“

同文 同种
”

的愿景
, 希望把少数民族立 即 同

道路是正确 的
,

民族关 系总体是 和谐 的
,
民族工作 化掉

,
以

“

确保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
”

。
一时间

,
少数

是成功 的 。 这样 从中央和国家的层面 作为中 国 的 民族似乎成 了 众矢之 的
,

“

累 赘论
”

、

“

隐患论
”

、

“

威
一项基本政治制 度的 民族区域 自 治制度

,
再次得到 胁论

”

,
甚嚣尘上

, 流行社会 ,
成为 压倒性话语

,
在少

确认 。 会议文件要求用法律保护 民族 团结
, 坚决反 数民族社会中 造成思想混乱

,
后果严重 。 从少数 民

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
；
纠 正和杜绝歧视或 族角 度看 ,

民族区域 自 治在制 度上保障 了 他们的 切

变相歧视少数民族群众 、 伤害民族感情的 言行 。 对 身利 益 , 按照 民族区域 自 治法 ,
少数 民 族有权保持

于弱 势 的少数 民族群体来说 ,
所有 这些都非常必 和 发展 自 己 语言和文化

,
享受一定的 优惠政策 ,

以

要
, 也非常及 时 。 从各个 民族共同利益出 发

,
多 民族 便促进人才培养 、经济改善和社会发展 。 从某种意

的 中 国 选择 民族 区域 自 治制 度无疑是最佳 的制度 义上说 ,
取消 民族 区域 自 治制 度就是取消 少数民族

选择 体现 了各 民族利 益重叠诉求
,
也 照顾了少数 的政治和文化权利

,
会直接影响他们的生存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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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
把少数 民族看成是

“

隐患
”

或者
“

累赘
”

是由 于 不了 解情况
, 尤其是不 了解少数

一

民族 的历史和 文化 ,
以 己 度 人 ,

一厢情愿
, 难 免偏 年 月 日 ,

和

激 。 长期 以来 , 有关中 国多 民族多 文化 的常识仅限 在挪威奥斯陆获得诺贝 尔和平 奖
,

来

于少数民族地 区 有关 民族区域 自 治制度的 由 来及 自 巴基斯坦
,

自 印度 对于这两个
“

敌 国
”

来

其协商博弈 的过程
,
也不属 于多数 内地 民 众的认知 说 这多少有点

“

尴尬
”

。 但是在电 视屏幕上
, 接受

领域 。 许多人 由 于不了解少数民族的 历史和文化
,

记 者 采访 的他们 没有表现 出 丝

容易把少数民族享有的某些优惠
,
说成是单向 无偿 毫

“

尴尬
”

, 他们 为儿童奋 斗
,
经历 了 生死考验

,

的
“

照顾 是制造
“

不平等
”

,
要求予以取消 。 他们 似 把 认作 自 己 的 女儿 ,

人 间大爱超越了

乎并不知道少数民 族的重要贡献 ,
也不理解少 数民 国界 ,

超越了偏 见。 共同 的命运会拨动人类心 弦 让

族的 具体困难 ,
更不 明 白 少数 民族的 情感经历 。 有 他们 的 心灵发生 共鸣

；
同 样 , 被拨 动的 心 弦和发生

关少数民族对于国 家建设的 贡献 , 有关他们的主体 共鸣的 心灵
, 会让人们寻求和 发现共 同的命运

,
这

性
,
有关他们 的尊严 有关他们的信仰价值 ,

有关他 是一个
“

互构
”

的过程 是一种积极 的努力 。 有了 感

们的历史和文化 , 有关他们的情感诉求 , 都要成为 情上的 沟通 ,
有了 大爱 ,

人们就能够克服各 种困 难 ,

我们 民族再教育的重要 内 容 , 尤其在那些 非边疆地 超越各种障碍
,
达成重叠共识

,
进人

“

美美与 共
”

的

区
,
这样的普遍教育 已 经不容推迟

,
不容忽 视 ,

不 容 境界 。

“

走表
”

。 各民族的交流交融要从 民族再教育做起
,

年 的 中 央 民族工作会议文件特别提到 了

交 流交融不 是单 向 的
,
而是双 向 的

,
是双主体的

, 是
“

彝海结盟
”

的故事 ,
根据网络上的记载 ：

互 主性 。 单纯从某一个 民族的角 度考虑问题
,
乍看 工 农红军 高 级 领 导人 刘 伯 承过 大 凉 山 时 与 当

起来很有道理 , 貌似真理在握 但是
,
如果换

一

个角 地的弈族果基 支 头人果基小 叶 丹歃血盟誓 ,

结拜 为

度 ,
从各个 民族的 角度 看问题

,
而不 是局 限 于 某一 兄 弟 ,

使得红 军 顺 利 通过大凉 山 。 刘 伯 承高 高 地端

个 民族的观点 , 我们就会发现问题并不那么 简单 ,
起 瓷盅

,
大 声 地发 出 誓言

：

“

上 有 天
,
下 有 地

,
今天 我

历 史也 并非 一条直线
,
并非那 么清 晰可见

,
而 是充 同 果基 小 叶 丹在彝海 子边 结 为 兄 弟 ,

如有反复
,
天

满不确定性 有风 险 , 有博弈 ,
有妥协 ,

也有共识 。 且 诛地灭 。

”

说完 后一 口 喝 下 血酒 。 果基小 叶 丹 笑 着 叫

不 提公平正 义
,
不提伦理美德 , 仅从功利 和 实用 出

“

好
”

！
也端起瓷 盅来大声 说

：

“

我 小 叶 丹 同 刘 司 令结

发
, 各民族需要在政治协商和 利益协商 中懂得妥协 为 兄弟 ,

愿 同 生 死
,
如 不 守 约

,
同 这鸡 一

样地 死去
”

。

和让步 , 懂得如何照顾对方利益的前提下争取 自 己 说 完后也一 口 喝 干 。 当 着 众人
,
刘 伯 承将随 身 带 的

的 利益
,
否则就不 是双贏

, 就会造成不可调和 的 冲 左轮手枪和几 支 步枪送给了 果基小 叶 丹。 果基小 叶

突
,
很可能造成

“

双输 ,
而不是

“

双赢
”

,

这是双方都 丹也将 自 己骑的 黑骡 子送给 了 刘 伯 承…
…

不 愿意看到 、不愿意接受的结局 。 对于少数 民族来
“

彝海结盟
”

让红军和彝族果基支系结下友谊
,

说 , 大民 族和 国 家需要给他们留 出
一定的空 间

,

包 为后来 中 共的 民 族工作留 下宝贵经验 ,
这也是民族

容他 们 的语言文化 ,
包容他们 的信仰 价值 包容他 工作会议文件 中提到 的和

“

争取人心
”

有关 的传统

们 的切 身利益
,
也包容他们 的情感需求 。 如 果把国 经验 。 处理民族关系

, 首先要有诚心和真心
, 不能模

家看成是我族我群独 享的 国家 那就会排斥 其他民 棱两可
,
更不能敷衍 了事 。 费孝通先生在 《行行重行

族和 其他群体 , 或者把他们看成是需要 同化 的对 行 甘南篇 》 中记载 了 他和嘉木样大师同车去 拉 卜

象
,
或者把他们看成是需要驱逐 的人群

,
或者把他 楞寺参观时遇到 的情景 ：

们看成 是潜在的威胁
,
就会剥夺他们语言 、 文化 、 价 车 子一 停 他们 ( 指藏 民—— 引 用 者 )

就 一拥 而

值 、 利益和情感 的空间
,
让他们失 望和绝望 。 上

, 把 头伸过 来 ,
意 思是要 求我们 摩顶

,
有人 甚至 用

“

各民族共 同开发河山 疆域 , 共同创造历史
”

,

头 冲撞我们 的 汽 车 ,

这 些行为
,
完 全是 他们 内 心世

这 是各民 族都乐 于接受的 表述 。 无论 国 家还是 民 界
一

片 虔诚的 自 发流 露 。 我 对他们 真 是感 愧交加
。

族
,
没有 经济腾飞是万万不能的

,
但经济绝非万 能 。 他们是值得尊敬的 人

, 因 为 他们 是有理 想 的 人
,
没

对于 民族关系 来说 ,
除 了 经济上 的守望相 助

,
文 化 有理想 怎能这 么 虔诚 ？

⑴

和尊严上的 守望相 助 已经变得格外重要 丝毫不亚 民族工作和 民族团结需要真气和真情 。 费孝通

于经济上 的守望相助 有时还会升为首要 。 教授有 真气 ,
也有真情 , 他对少数 民族能够

“

感愧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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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

没有歧视 ,
没有偏 见 。 他是一个敏感的人

, 是一 第二天早晨告诉刘春 博彦满都同意乌 兰夫继续担

个有远见的人类学家 。 反思起来 , 我们有不少学者 任主席 , 他 自 己 当副 主席 。 这个问题就这样定 了 。

丢掉了 这样的
“

感愧
”

他们对少数民族 的 困 难处境 其实 ,
这段共识的 达成背后另 有一段 故事 。 内 蒙古

麻木不仁 他们把人看成机器
,
把市场看成万能 认 自 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大会刚 刚结束 , 内蒙古东部的

为
“

机器关系
”

就是互相倾扎 的冷酷关系 , 就是纯粹 包玉琅从王爷庙来到张家 口
, 带来特木尔 巴根写给

交易 的 市场关系 。 其实 ,
人和人 、 人和 自 然 、群体与 佛鼎 、 云润 、 德勒格尔等三人的一封介绍信 。 乌 兰夫

群体 、 民族与 民族之 间 的关系 , 也应 当 是一种礼让 同志看 了介绍信 以 后 不知道特木尔 巴 根是谁 。 他

关系
,
我说你好 , 你说我更好 ,

这就是美人之美 , 美 后来才知道
, 特木尔 巴根就是和他同在苏联 留学的

美与共 。 只有承认差异
,
只有文化平等

, 各民族才能 张成 , 乌 兰夫在苏联 的时候 ,
只知道特木尔 巴根 的

够美美与共 , 共识重叠
,
进人一

个生态世界 。 因此
, 汉名

,
而不知 道他 的蒙名 。 当 时特木尔 巴根在东方

不 同 民族之间 的 沟通要建立在充满
“

感愧
”

的 心灵 大学 , 乌 兰夫在 中 山 大学 ,
后经共产国 际派 回 国

,
乌

沟 通和感情共鸣之上
,

有 了这样 的沟通和共 鸣 , 就 兰夫 同志在 内 蒙西部工作 , 特木尔 巴根在东部活

会有民 族之间 畔互相信任和 互相关爱 ,
就会守望相 动 。

“

双方原来都不知道谈判的对手是谁 ,
没有料到

助
, 共 同建设和 家 园 。 民族关系 ,

重在人心
；
人仓 老友重逢

,
久别 之后

,
又会使在一起

,
都很高兴 ,

这

所 向 , 万象归随
。 就为 以后的谈判带来了 有利 因 素 。

】

正是 由 于乌 兰夫和 特木尔 巴根这段
“

苏联经
二

历
”

让他们在感情上有了 沟通
, 容易 达成共识。 这也

回顾往昔 , 民 族 区域 自 治制 度的建立是各 民族 是中 国 共产党 的统 战法宝
：
晓之以 理

,
更要动之 以

精英 长期互动协商 的结 果
,
有冲 突 ,

有合作 ,
有误 情 。 采访老一代领导干 部 他们都感 叹那个时代 的

解
, 有关爱 。 毛泽东说过

,
少数民族的最大贡献是在 汉族干部 中有不少人懂 蒙古族 的语言和文化 蒙汉

政治上承认 了 中 华 民族
；
少 数 民族地 区宝 贝 多 。 他 感情容易 沟通 工作开展得顺利 , 各 民族互相信任 ,

说
“

蒙绥合并问题要开两扇 门 ,

一

扇 门是蒙人要欢 产生 了 大量儿女亲家 。 民族关 系融洽和 民族区域 自

迎汉人进去开发 白 云 鄂博铁矿
, 建设包头钢铁企 治政策的落实有直接关系

, 落实得好 , 关系就融洽 。

业
；

一扇 门 是汉人要支 持把绥远合并于 内蒙古 自 治 抚今追茸 故 知新 ,
民族 区域 自 治制 度 的建

区
, 实现内蒙古统

一

自 治 。

”

签订十七条协议时 毛 立是各民族长期协商共生 、 命运与共的历史选择
,

泽东说过一

句意味深长 的话
： 今天

,
我们是

一

家人
,

不是单方 面的
“

赐予
”

,
不是心血来潮 的冲 动 , 更不

家里的事商量着办就能办好 。 他还对西藏上层领导 是对 于形式的
“

错判
”

。 从
“

三 区革命
”

到
“

东蒙 自 治

人士说过
： 你们西藏回 到新 中 国大家庭是有很大资 运动

”

, 从阿合买提江到梁聚 五 通往 民族区域 自 治

本的 要不然我们的 国界就在四 川省 的边上了 。 之路充满曲 折 来之 不易
,

去之不可
,
只能完善 ,

不

一九四 六年 , 中 国 共产党 在 内 蒙古 的代表刘 可动摇 。

春 , 与当 时东蒙古人民 自 治政府的领导人哈丰阿和

特木尔 巴 根谈判 , 涉及取消 内 蒙古人 民革士党和解

东蒙古人民 自 治政府 改由 中 国共产党 主持的 内 在 民族主义全球化扩散 ,
我群 中心主义 网络化

豪古 自 治运动 联合会统一领导 。 哈丰阿不同意 由乌 传播的 当今世界
, 以 大民族主义为先导 的各种 民族

兰夫担任主席 , 提 出 要 由 博彦满都来 当主席 , 乌兰 主义依然挥之不去 , 以千张面孔 出 现
,
以 万种情愫

夫同 志改任 副 主席
,
因 为 东蒙不熟悉乌 兰夫 , 两博 表达 需要不断加 以 警示

,
通过 自 觉 和他 觉予 以克

彦满都在东蒙有影 响 ,
由 他担任主席更 有利于开展 制 。 根据历史

！

顾和现状分析 民族关系 出 现问题
,

工作 。 刘春与哈丰 阿和 特木尔 巴 根个别交换意见
, 大民族 是矛 盾的 主要方面 , 小 民族是矛 盾的次要

告诉他们
,
虽然说博彦满都原来也是内 蒙古人 民革 方面 。 大 民族主义是

“

先发制人
”

,
小民族主义是

“

后

命党 ,
可是他毕竟是伪兴安 总 省的 省长 逍随 日 本 发制人

”

后者是对于前者的
“

刺激反应
”

。 要解决民

人这么 长一段时间 , 实在不能和乌兰夫相提并论 。 族矛 盾
,
首先要从大 民族做起

,
然后从小民族做起 ,

结果
, 特木尔 巴根马上 同意 由博彦满都 当 副 主席 , 大民族的问题解决 了

, 小民族的问题就好办 。

由 乌 兰夫任主席 。 但是哈 丰阿有所保 留
,
说这要 由 民族现象会长期存在

,
不可能指望一

日 同化三

博彦满都 自 己 定 。 他们 当天晚上就找博彦满都谈
,

天 消融 。 民族是人类差异的一种 具有顽 强的 生命



纳 曰 碧 力 戈 ：
中 国

：
守 望相助 、 维护尊严 的 多 元共 同 体

力 从家族 、血统 、谱系 、 生殖等
“

直觉建构
”

中
,
获得 有顶针续麻式 的

“

家族相似性
”

,
即各民族 的群体和

无限 的想象
,
汲取丰 富的 隐 喻 , 在民众心 目 中 是不 个人互动互助

, 在命运上交错交融
,
在利 益上彼此

言 自 明 、 不容置疑的
“

元真理
”

。 值得关注 的是 ,
这种 嵌入 。 他们从来就不是一个吃掉一个的关系

,
而是

元真理
”

不仅来 自 想象 ,
不仅属 于心理表象 还有 守望相助的关系

, 如同纤维缠绕 ,
股股扭结 形成结

超强的能产性 ,
可 以通过想象和奉象制 造事件 , 构 结实实的

“

绳索共 同体
”

。

成事 实 , 让
“

生米成熟饭
”

,
既 成事实反过来 又证明 席慕容的歌词

“

父亲 的草 原
,
母亲 的河

”

,
很有

了这种
“

元真理
”

的正确性 、稳定性和不容置疑 。 民 教育意义
： 爱父母 、 爱子 女 、 爱家庭 、 爱 民 族 、 爱国

族偏见就是制造这样一种既 成事实 的
“

机器
”

：
我们 家

,
形成层层递进 环环相扣 互不矛盾 。 有不 明真

民族 的血统
“

高贵
”

,
语言 优雅 文明 发达

；
他们民族 相 者提 出 要

“

淡化民族意识
”

要加 以 调控 ,
以 防止

的血统
“

卑贱
”

,
语言粗糖 , 文明缺乏 。 在这样的 民族 爱族甚于爱 国 ,

以爱族代替爱国 。 这种似是而非的

偏见 的作用之下
, 歧视外族

, 排除异类 , 成为
“

理直 说法并没有现实 的 根据 ,
也充满 自 相矛盾

,
不能 自

气壮
”

的社会行为 。 持 民族偏见者或 致力 于 同化他 圆其说 。 首先 你如何知道某人某族有 民族意识 ？ 那

族 , 或投身于驱逐
“

胡虏
”

,
以对外排斥换取对 内凝 是 因为你 自 己有民族意识 否则 你不会感 到别人有

聚 , 每 当 发生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 , 种族 主义和 民 民族意识 。 正是你的 民族意识为他人赋予了 民族意

族主义经常起到转移视线 、

一致对外的作用 。 识或者激发了对方的 民族意识 。 其次 ,
民族意识是

从加拿大到 西班牙
,
从不 列 颠到 美利坚

,
从 印 自 然存在

,
是 民族关系 的心理形式 , 有 不同 民族之

度到 中 国
,
民族关系 始终是社会关注 的焦点 ,

不可 间 的接触 , 就有不 同 民族的 自 我意识
,
淡化和调控

偏激 ,
不 可松懈 ,

需要耐心协 商 ,
遇事不 慌 , 有礼有 属 于一厢 情愿 最终是徒劳 无效的 。 民族意识和 国

节 ,
因地制宜

,
求同存异 。 美国虽然有过震撼人心的 家认同不存在必然冲突 ,

它们 之间 是上位和 下位的

民权运 动 有过马 丁 路德 金 的献身
,
种族事件却 关系

,
是递进 的关系

,
而不是取代 的关系

,
也不是冲

连续 出现 最近奥巴 马 总统敦促 国人继续和种族主 突 的关系 。

义作斗 争 ,
几乎 所有 人都承认

, 美国 的种 族问 题和 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遗产是祖先智 慧的宝 库 ,

种族矛盾并没有解决
,
以各种形式长期存在 。 是其 国 民属性 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 ,

否定 它
, 就是否

根据切 罗基 印第安人 的说法 人生下来肚子里 定其国 民身份 。 创新性 的核心 价值观建设
,
有必要

就有两头狼 ,

一

头是好狼 一头 是坏狼 。 喂好狼 , 好 把少 数民族 的优秀 精 神文化和美好祖先智 慧 包容

狼出 来 喂坏狼
,
坏狼出来 。 种族主义和 民族偏激主 进来

,
与 多数 民族的 优秀精神 文化 和美好祖先智 慧

义就是那头 坏狼
,
喂好 了 就 出 来

,
张牙舞爪

,
要 吃 交融一体

, 形成各民族
“

绳索共同体
“

的价值体系 。

人。 要和种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作斗争 , 就要喂 尊重他人 尊重他族 尊重 自然
,
就是尊重 自 己

,

“

好狼
”

不喂
“

坏狼
”

时刻保持文化 自 觉 , 保持 民族 就是尊重家人 。 世间万物互为环境 ,

一损俱损 一荣

反思
, 学会

“

美人之美
”

, 提倡
“

美美与共
”

。 俱荣 。 当 代和 未来的 中 国是守望相助 、 维护 尊严的

多元共 同体 。

五

最近国家领导人提 出 依法治 国 和依宪治 国
,
对 注释 ：

于建设 中 国 这样一个守望相 助 、 维护 尊严 的多 元共 ①大 民族 仅限 于汉 族 还 包括人 口 在 千 万 百 万 以 上的

同体来说 这是
一个利好的信号 。

一方面 , 有关 中 国 少 数 民族 中 的 “ 大 民族
”

。

民族 关系 的学术思考和 政策定 位进人了
一个不确

定阶段
,
民族 区域 自 治制度和 相关民 族政策需要 完

善和 创新
；
另

一方 面
,
和平正义 、 团 结互助仍然是人

费 孝 通 行 行 重行行 甘 南 篇 银 丨
丨

： 宁 夏人 民 出 版

心所 向 , 大势所趋 ,
不确定性 的背 后仍然存在光明

士 人 丫卓户 占 汝
、

： 从疗比 山 江 山 册 油 士
刘 春 内 蒙 工 作 的 回 忆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政协

、
文

面 。 在全球信息流通 的环境下
’
现实 生活中 普遍存

史和 学 习 委员 会编 内 蒙古 自 治政府成 立 前后 (
内 蒙古 文 史资

在民族关系 的紧 张
’
但社会人群并没有放弃 和職

料五十 辑料
生的愿望 。

过去 的 中 是多族交 ：性隨史 , 贿先翩

交互治理 也有横 向 的交互关联 从个体到理念 都 责任校对 马 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