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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 书》

出 版 说 明

    《中囚西北跨囚民族研究丛书》(一套十部)终于问

世 了。本丛书是兰州大学、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 究

中心的一项系列性成果、丛书由我和新疆大学副校长吴

福环教授联合牵头运作，为使于组织本基地两校的学者

协同蛛著。不过后来，实际上参加兼书的还有华东师范

大学、宁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等高校的作者，我想这样

更有利于今后各单位间发展协作或个人进行学术研究

    中国的跨 国民族研究，起初是伴随肴对当代跨 国民

族地妹冲突的关注而兴起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城 的确，

当今世界，这类地绿冲突不仅席感了被技民主义时代不

合理的怪界划分所隔开的许 多跨 国民族，而且在一些社

会主义多民族国家中，如前苏联 、南联盟，其跨国民族

泣质的动乱也曾频频发生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在一

些西方国家，民族王义的分立活动也比较活跃  如西班

牙的巴斯克人 、加拿大的魁北充法裔等 但 与此同时，

在另一些国家，跨国而居的同样民族或族群，却是另一

番景象。如法国的巴斯克人基本上不响应西班牙巴斯克

人的分立主义;又如，法语瑞士人 、德语瑞士人等也没

有并入原 “民族”的愿望，只有强烈的瑞士 “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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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布  中国有三十多个跨国民放，虽有本 ‘·民族”意识，但在

国家认同的前提下与境外同族和平跨居。这种跨国民族的不同表

现 ，5然有十分值得研究的深刻内涵。如果能加以正确揭示，能

扩大和平导向效果，这不言.币喻是一种很有愈义的研究

    兰州大学的跨国民族研究，在国内起步较早，并于1993年

招收西北跨国民族方向的博士生 我校有关研究的特点是发展原

来西北民族和中亚研究的基础，将西北跨 国民族研究发展为二者

的一个交又学科

    近年，对 4跨国民澎’、‘·跨界民族’，与 ‘4跨境民族”三术

语的内涵与使用有些争论  本h&书仍沿用我校马曼丽教授王编、

民族出版社出版的 《中亚研究一一 中亚与中国西北同源跨国民

族卷》中起用的 ‘4跨国民族”之称。一是它并合中国西北跨国

民族，特别是其垅外同族多已跨居数国、且并非尽在交界两侧的

实际，二是选用 ’4跨国民族”这种41盏面较宽的术语，符合全

球化时代族群变迁瞬忽多变的发展趋势。当然，我们并不反对在

研讨边界地缘冲突时使用 “跨界民族”这种特定现象的术语

不过当代跨国民族的研究内容必然会越来越向和平跨居及跨国交

流、跨国婚姻、跨国犯罪等等跨国社会问题扩展。所以，我们以

为，选用 “跨国民族 这一指称，并非纯摔术语之争

    本丛书毕竟是这一领域的尝试性著述，缺陷与错误之处，诸

各方专家 多多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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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 书》

序 言

当

    中国西北地区，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且也是一

个历史、文化、民族互动交汇的概念。因此，相对于内

地，西北是一个边地，相对于中原丈化，西北是一个丈

化 多样性的舞台    从历史的视吁来看，西北这一人文地

理区域 ，在申国历史 E是种族、民族、丈化、宗教等万

面互动妞繁且影响深远的地区，世界文明的东西万古遭

‘4丝绸之路，’和影响中国乃至世界的许多重大的历史事

件源白西北;从现实的视角观察，西北这一人文地理 区

域 。关系到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进程、欧亚大陆桥的贯通

和国家外部安全环境的构建，可谓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

点。所以，加强西北地区的历史与现实研究具有重大的

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由兰州大学、新租大学两位副校长杨怒教搜和吴福

环教授牵头支待、马受丽教搜主编的 《中国西北跨国

民族研 究丛书》，基于西北地 区诸 多历 史民族的跨 国而

居现状，从生态地理、人口分布、民族渊源及其流变形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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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跨国现象入手，以族别分卷对西北跨国各民族的社会经济丈

化进行了系统研究，堪称我 国跨国民族研究方面的力作

    民族是一个历史形成的人奥群体形式，其形成过程中受到 自

然条件和社会进程的双向影响，前者主要造就了民族的丈化特

征，即在不同的 自然地理 、生态环垅中所形成的认识 自然、适应

自然和改造自然的那些方法和价值观念;后者主要造就了民族的

社会属性，即社会组织、阶级分化、社会分层、权力结构和国家

归属等 民族如同国家一样，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演进发展，民

族经历了从血妹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列民族的发展过程，国家

经历了城邦、帝国、民族君主国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 在

这一个过程中，民族与国家交互彩响，改变着民族的命运和面

貌，演义着国家的兴衰和嫂替 很 多古代民族已淹没在江河行地

的历史波涛之 中，很 多国家也在存亡绝续的历史演进中成为现代

考古学的发现对象_直到 18世纪西欧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和伴

随着民族国家模式的形成，世界国家的格局才展现出现代的面

貌  民族这种人类共同体也进入了德定发展 的阶段并都有了国家

的归属

    现代民族国家基于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基础上的边界划分，

以边境线的方式确定了一个国家的领土，同时也确定了属于这一

领土范围内的人民    对于绝大多数国家来说，它们的人民都是由

多民族构成的    现代民族国家层面的民族 ( nation)是指 享有该

国公民身份的所有居民而无论其表现出何种肤色、讲哪种语言、

信仰什么宗教、有怎样的习俗，等等，但是，这并不排除这一整

体国民申存在的诸 多历史延续下来的民族，即中国 56个民族意

义上的民族    因此，我们说现代民族国家绝大多数都是多民族国

家 虽然现代民族囚家通过对领土、边界的主权维护而确立了各

自的独立地位和作为国际社会行为王休的基本角色，但是由于历

史的原因，在确定国家边界的过程申也普遇存在某些历史上属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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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_民族的群。于现代不同国，的，象口而。赢丁
原因是多样的，知历史上的民族迁徒 、移民和国家领土盆缩，辛

等 但是，近现代的原因主要与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亥权

主义的怪略、扩张、兼并、肢解、分刻他国领土等问题联系在一

起  例知 ，非洲国家几何图形式的边界 ，就是西方殖民主义势力

分割非洲大陆的结果，它将许多属于同一部落、部族的人民划分

在不同的国家之中;又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随廿奥句、

奥斯受等帝国的解体和 中东欧地 区在大国王导下的国家重组，使

1600万人成为脱离其民族毋体而I身于其他国家的少数民族;

再如，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所引起的国家重组，

同样造成很多同一民族多国归属的现象，仅俄罗斯人枕有2500

万居住在俄 罗斯联井以外的其他前苏联加盟共和国而成为新的跨

国民族，等等勺

    中国也是一个跨 国民族众多的国家，除了移民海外的华人群

体外，在 中国陆路边粗及其毗郁的周边国家之间，存在三十多个

跨国 (或跨界)民族，其中西北边住地区即是跨国民族较多的

一隅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民族学界对跨国民族现象的研

究显著加强，中国世界民族学会也连续召开过以跨界民族为主题

的学术会议，云南地 区在这万面的研究十分活跃且成果显著。中

国学界对跨界民族问题的研究，是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形势发展密

切联系在一起的 特别是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视察的重要讲话

发表以后。中国的陆地边祖地 区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通过边民

互市、边境贾易、丈化交流和探亲访友等形式不断加强着中国同

周边国家之间的联系，其中具有历史上亲缘关系的民族群体之间

的国际交往也日益密切，在语言相通、丈化习俗相似等便利条件

为中国和周边国家关系的发展建立起民间交往的桥梁。但是，与

此 同时，在发展 周边关 系的过程 中也不可进免地 山现 了一 些问

题 ，如利用边贫的梁进服运毒品、拐卖人 口等违法犯罪问题也相

                                                                        3



枷mprehtme;.,伟哭  }},.,on o0
Theoretical huun而Trvirnmmiel E}hmc I:m以份

继出现，尤其是在冷战后世界性的民族主义浪潮彩响下。美国等

西方势力也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干涉包括中国在内的他国内政，

使极端民族主义、极端宗教势力和国际恐怖主义问题也成为影响

中国边注地区稳定和改革开放的重要因素。例如 “东突”恐饰

主义势力，以达A为首的西裁分K主义势力等。都在利用民族、

宗救问题图谋分裂中国。，F这些打着 ‘·同一民族”、‘同一宗教”

aA号的 ‘三种势力“及其渗进性影响，也在中国边往地区引起

了不同程度的反应_因此，加强跨界民族研究，对于中国来说 不

仅其有推动民族学等学科深入发展的学术价值，而且也共有很强

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_

    正是基于对这样一种形势思考，兰州大学、新任大学西北少

教民族研究中心编写的 《中国西北跨国民族研究丛书》，不仅开

辟了系统研究西北地区跨国民族的先河，而且该丛书的特辟一卷

专门就跨 囚民族问题的理论进行 了梳理与研究 事实上。近年来

在跨国民族研究方面中国学界虽然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是

在跨国民族理论方面的研究仍处于4后状态  固此，马曼丽救授

碎出专卷研究和探索跨国民族理论，应该说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

和可毅的理论勇气 确实，时于中国陆地边祖与周边国家之间普

遍存在跨国民族现象的现实而言。除了跨国民族形成的原因探究

以外，对跨国民族的民族主义、跨国民族与国家关系，跨国民族

的交互影响，跨 国民族的社会经济和文化 交往等一系列问题 ，不

仅9要作出实证 fi研究，.吊且常要从理论上作出解读和阐释_这

奔丛书在这方面的用功是令人钦佩的，特别是编著者能够从中国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全味化进程的视野来研究中国跨国民族

问题，井结合国际政治学等学科对与跨国民族支接相关的地缘政

治、因家安全和构建和平跨居模式等问题的探讨，不仅体现了立

足本土、放眼世界的学术视吁，而且体现 了理论联系实际、学术

服务于现实的应用特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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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面时的世界是一个已经进入全珠化时代的世界。西方国

家的发展已经展理了诸如欧洲联盟这样的超国家形态，欧盟国家

在弱化边界 、统一货 币、经济整合等方面已经迈山了引人注目的

步伐，由此也产生了诸知 “民放 国家衰落”、 ‘王权让渡”和构

建 “欧洲民族”等说法。然而，欧盟现象虽然表现了全球化时 序

代 国家模式演变和民放整合走向的可能性，但是时于广大发展 中

国家来说王权独立、领土完整仍是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安舟 官
工命、独二自王的基本原则，A要在至今仍以西方发达国家为王

导的全球化进程中坚持和维护  因此，包括跨 国民族研究在内的

涉及到中国历 史、周边关系、住城领土、地膝战略、地区安全等

方面的问题，必须引起学术界的企视 从这个意义上说 ，这套丛

书的出版，不仅会椎动民族学等相关学科对跨国民族现象、理论

和实证的研究，而且会对我国边将地区的改革开放、社会德定和

发展同周国国家关系以及建二地 区安全机制等万面提供有益的参

考.故以为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中国民族学会会长
郝时远

2002年5月15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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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国 (跨境、跨界)民族的研究，作为一个学术

领域在我国兴起 。不过短短 1儿年，然而在笔者看来，

世界跨囚民族问0的动向及其发展的广度与迅猛程度.

却远远超越了我们这个时期的视野。因此，尽管我们近

年的观察、研究心得尚不成熟，但为r将 些新的思索

和观点尽决请教学人，引出更成熟的理沦，有利于拓展

跨国民族的研究领域 ，特出版此书 这里将我们的某此

观点简提一二.作 为抛砖引玉之引言

第一节  全球化发展形势下跨国民族

      研究领域扩大的必然性

    跨国民族研究领域相关概念的争 论已从 “跨界民

族 ”、“跨垅民族”、“跨国民族”的用法发展到这些概

念能否成立?或是还应扩大》跨界民族是否同一民族了

此类用法是否支持了现代泛民族主义思潮等一系列原则

性问题的看法分歧」

    近年，有的学者提出，“在我国民族研究界及政治

生话和社会奥论中，‘跨 界民族’似乎已成 为 个约定

俗成的术语.没有人又中户产月疑卜17 但只要深人研究



CanprehenaThb  c.l.军己尸月杏 以3日.‘ 石日

I.,ucu of Trensnetional Ethnic Groups

仄*ll;会发现 ‘跨 界民族

‘跨 界 民族 ’说 有概念不清 的错误

说是不能成立的。在理论上，

;在现实生活中.它经不起民

族现实状况的检验r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易于被现代泛民族主

义者所利川 ，不利 于现代主权国家的巩固和地区安全。在现代泛

民族主义者试图重建 ‘历史民族下  的政治统一 与独立建国的话

动中，‘跨界民族’说是其重要的理论基础。因此，否定 ‘跨界

民族’说，代之以让确的概念— ‘跨界人民’，不仅具有学术

理论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政治意义 ”这一说法的主要理 由是认

为 ‘·民族”应对应为西方的nation,和nationality，而nation的定

义都 “是一种具有政治统一性与地域统一性的人们共同体”，所

以都 “同样具有不可跨界性 。因此认为，“国人现已习以为常

的 ‘跨界民族’说，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的概念 ，甚至认为把

  跨界民族”视为同一民族会成为 ‘现代泛民族主义赖以产生的

上壤11 1a而主张使用跨界民族的学者认为:‘·跨界民族是在人类

社会文明进程中。人们共同休的民族过程与人类社会的国家过程

普遍发生的一种受合现象。也就是说，到了近现代，地球上近

300(个族体基本 上已稳定地定位在约20(个国家和地区之中，

这种数字悬殊的结合，产生了两种结果，一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

家为多民族结构，二是相当一部分民族被国家政治疆界所分隔，

成为特殊的族体，即跨界民族。这是不争的客观存在。是无法也

不应该回避的事实 ”也承认: ”一般情况下 、泛 民族土义思潮

产牛的温床有两个，一个是民族集团，一个便是跨界民族。前者

的例子有泛阿拉伯主义、泛突厥主义;后者的例子就更多r，非

洲的大索马里主义、大图阿霄格主义，欧洲的大匈牙利主义、大

塞尔维亚主义、大阿尔巴尼亚主义，亚洲的大哈萨克主义、大徽

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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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主义等。应该承认 当前跨界民族地区出现

巴潮 与跨界民族的民族过程形成一种悖论

民族 的联合过程，后者则是分解过程;前 者

界，势必引起地缘政治动荡，后者则是承认

娜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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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各个部分在不同的同家中按其白身发展规律存在下夫 如何处理

这种悖论问题，同样需要学界同仁们的共同努力 ”0:另外，有

的学者主张 “要把跨界民族与跨国民族及跨境民族区别开来

和狭义的跨界民族不同，跨国民族和跨境民族是移民的产物。跨

境民族是从本国迁徙到其他国家境内 (而不是边界)的移民而

形成的民族集团，英文表述是 'Trans-border Ethnicity '或
' Trananationalim'或 ' Trans-nationlism' 跨国民族泛指跨居别

围的民族，.}，间可能相隔一个国家，也可能相隔两个或者数个国

家，其英文表述是 Ìnternational Ethnicity’ 凡是地处两国或 .

国或更多国家交界地区的才是跨界民族t否则就是跨国民族或跨

境民族。跨界民族英文的对应词是 ' Cross-border Ethnicity' , L

述 ”个概念虽然有所交叉，但其本来的含义是不容混淆的。世界

上的犹太人是移民的产物，所以当其形成移民集团时便是跨闰民

族而不是跨界民族，而在书地还役有形成移民集团时便只是单纯

的移民，还不能构成民族集团。跨困民族由于其地域不相毗邻 .

不会产生涉及到国家领土主权的问题 应把跨界民族与跨界移民

族群区别月来。跨界移民族群由于井没有连成一片的聚居地，使

其为争取民族自身利益的运动不具规权或不成气候，和有连成一

片聚居地的民族有着不同的特征“岛。并基于上述。而认为，狭

义跨界民族的内涵是那些原发民族和其传统聚居地被分隔在不[a]

N家内而在地域 卜相连并拥有民族聚居地的民族。而厂义跨界民

葛公尚 (试析跨界民族的相关理论问AD,找 W 族研究》，iw 〔6)
育兴:(跨界民族问地及其对地缘政治的影响》.暇 (民族研究》.199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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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同一民族或者因消极被 国家分隔在不同 国境

主动 积极 跨界 而居 地 域 相连 并拥 有 民族 聚 居 地 的

民族

    对于I述这些看法，我们概括地表不儿点倾向性意见:

    第一。这些学者的看法都各有一定依据和道理，但总的说

来，我们认为，“跨界民族”、“跨界人民”、“跨国民族“、“跨

境民族 这些表述都只有理解不同、指称重点不同之别，并无

绝对正确和错误之分。比如 ，从西方对资本主义现代 民族的 :la-

tlo}定义来看，同 一民族的 “跨国”、“跨界”似乎不规范，但

如果从世界民族发展的现实a角出发，也可以理解为原生的西方

民族定义主要指形成时的条件，或已不完全适应现代发展。而跨

界民族、跨国民族的袭称则未必不是符合民族发展现实的创新表

述.，正如 ’‘跨界人院”也是一说，但过去也并没有规定不同国

家的 “人民”便可以表述为跨界的同一人民。虽然跨国界的同

源民族政治上讲是不同国家的民族，但文化与认同上却符合同一

民族的条件。因此，我们一般用 “同源跨国民族”。

    第 几，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和自然科学是有区别的，它不像几

个H十几个。便成为几份水那样绝对，因为社会是复杂的综合

现象载体，因此对其界定的理解不宜绝对化，更宜留有宽泛变迁

的余地。如原被国界划开的跨界民族也可以逐渐迁徙分散到跨居

儿国，而改变了原来完全跨界而居的状况，从而同时具有跨国民

族特征;至于说 “跨国民族由于其地域不相毗邻。不会产生涉

及到国家领上主权的问题 ①，这类说法似乎也有过于绝对之嫌，

其实，跨国民族要求独立。而不 一定要求与毗邻同族合并，不是

同样涉及国家领土主权问题么?尤其是本书写到了当前世界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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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铆兴:《跨界民族问a及其对地缘政治的影响》.载 《民族研究).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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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跨国民族与族群，甚至移民群休也卷人了 ‘’月个主义”活动

之中，从事分裂 上权国家和不利于人类的恐怖主义活动 ，甚至介

人f不止 一冈的领土主权问题，这些新现实正是本书所说，超出

过去研究视野的新动态。因此，根据这类世界民族问a的新动

态 。我们认为，跨 国民族的研究领域的扩大势在必然 ，确 切地

说，将扩大到虽有区别，但也有共同之处的各类跨国族体问a

    第 尸，我们认为，中国学界原使用的 “跨国民族”、‘跨界

民族” 中的 “民族 ”，是按 中国汉文习 6用法对各种族体的泛

称.无沦是现代囚族意义的德国的德意志民族 (Nation)还是跨

居在中Ilk 俄罗斯等国内的跨国族群德意志民族 (ethnic

group),我国的习惯表述统称为 民族，，，甚至古代部族意义的

匈奴等族，在中国也往往都称为古代民族，对现代中国56个有

  定族群意义的现代民族，我们也统称为56个 “民族”。只不

过，在需要译成外语时。才对应IK分为nation, ethnic group等不

同于国外Nation意义的族休，或在特别需要区分概念时，才分

别表述为部族、族群、民族等等。其实，中国56个民族对外译

为ethnic gmap，也不等于完全相同于西方的族群，因为我们多

是.14L便形成的古典东方民族，多数不是现代移民特质构成的那

种族群

    所以，我们认为，世界I现存的多数国家，不是单 民族的

114家，尽管许多国家的政府不认可其国内多族体的民族性，但实

质1仍是无可回避的多民族或多族休国家，因为历史上的国家 一

般都不是按某民族或某文化群体划界的，而是以山川地域划界

这样划定国界的方式或国界变动就往往把同 一民族划分到不同国

i$,成为跨界而居的跨因民族，其中有的还可能继续流动;另

外，也由丁政治原因或经济原因，民族的一部分经迁徙相对聚集

到另 国度，而 与同源民族跨居不同国家，而形成跨国民族和跨

国族群或跨国移民集团。这类族体现象，如他们仍有民族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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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统称为汉语泛指的 ‘·跨国民族，。 (可含跨境、跨界民族栩

念)或跨国族群。跨国民族。属于族际关系与国际关系的民族

范畴，只要它是跨居于两个国度以上，属同源民族，政治上虽是

不同国家的不同民族和族群。而语言、宗教、文化心理上仍存在

同族认同，就是同源跨国民族、跨国族群，但随着全球化发展，

其文化变迁与所在国趋同的变迁将是主流1)我们研究跨N民族的

日的，只是在承认世界现存事实的基础上，捉进其和平跨居，反

对其被 ‘·二个主义，’、包括泛民族主义分裂t权国家的势力所利

用。至于对使用 ‘’跨界民族，’、“跨境民族，’、“跨国民族”或

“跨因人民，诸称的理解。目前国内尚处在根据不同论题白由选

择的阶段，也没有必要完全统 一，因为论述的范围、涉及的问题

往往各有重点不同的情况。而我们仍主张选择笔者90年代提出

的 “跨国民族”(族群)的这 含盖面较宽的概念。同时，必须

指出，本书的跨国民族研究领域因考虑到当代各类跨国族体问题

在世界范围的突起，己涉及到了相关的跨国族群、跨国宗教集团

与移民集团等问题 而巨本书沦证了，当代这类跨国民族领域的

问题及其研究意义己关系到人类的发展道路

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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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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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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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全球化发展道路与跨国族体

    从近现代人类不同阶段的发展道路看，最具标志性并曾 一度

左右某一时代方向的。可以说，与不同阶段当时的霸权国家及其

民族密切相关。但由干人类发展历史中，没有一个霸权国家 没

有 一种民族的文化能永远辉煌;也没有一个霸权国家及其民族能

逃避沉浮变迁的世事沧桑，因此不同时期人类发展道路具有不同

性质、特征。从近现代史1看 较早登上霸主地位的是西班牙、

葡萄牙。前者场世纪的疯狂殖民曾经成为中、南美洲大部分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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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的m民猫主，标志人类走上早期殖民阶段。然而其王公贵族挥

金如土，不事生产，最终败落。17世纪以后占擂主地位的应属

荷牲和英国。特别是后者，大不列颠帝国被称为旗帜从世界日出 1

处到日落处到处飘扬的"H不落帝国”但_次大战后，英国虽 }
属战胜国，却因国力耗尽，风光不再，铃经辉炽一时的殖民文化

已寿终正寝，人类也取得反殖民上义斗争胜利并纷纷进人争取独

立的阶段r以后、拿破仑的法国、希特勒的德国法西斯，以及企 第

图使菊花王朝永世不9的H本帝闰，都不过阳梦一场，侵略本质 t

使他们在20世纪曾经疯狂一世的帝国文化共遭毁灭的下场;继 .
而曾经强大无比的俄苏福权文化也已自食苦果，与此相关的民族

付出了沉重代价，人类的发展遭路走上帝国主义侵略与反帝胜利 论

的新时期。现在，世界已进人全球化加速的时代 ，美国这个超级

大国的擂主行为又能支持多久?又对当代发展能产牛多大多久的

影响，曾任美国国务卿的奥尔布赖特说:‘’我们的领导作用是为

世界大多数国家接受并欢迎的”，美国人认为 “美国是一支火

炬 ，为世界照亮 了通往人类 日标的遭路”，认为 自己的一切都是

世界上最好的，需要在全世界 “推广‘，①。我们承认，美国是达

到了0主国家的 一定辉煌，但福权必衰。不过，它的一代猫权会

衰在什么问题上，还很难预测。本书的探讨提出了一些观点，如

其中一个医要的看法是，认为当代r权衰落很叮能起决定性作用

的是跨国民族的文化，即世界范围的跨国民族文化问题及其国内

的跨国移民文化问题，可能将是变革美国的有决定意义的问题

例如本书论及的 ‘·只个主义”问题、美网对跨国文化中的犹太

民族及以色列政策1句题等，都是涉及其国际、国内深层次的重量

级问题.而且会影响个球化i@路-段时期M}jg  而井韭NIA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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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陈志良、黄明竹主编:《个球大视野》，Y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杜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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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国家、民族的一般问题。它对犹太人这个跨国民族的态度，

以及其国内犹太人的地位，不只决定美国对以色列的态度、政

策。而且导致许多伊斯兰国家群起反美，并因而利用世界跨国民

族、跨国同宗教族群及其共同文化形成一股反美浪潮。这是削弱

美国霸权势力的不容忽视的重大力量勺

    本书搜集的资料证明，伊斯砰宗教极端主义在世界某些地试

的发展与美国的对外政策有关，特别与其对以色列和一些伊斯哭

国家的政策有密切关系，而一些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集团又利用

了世界范围的不少跨闰民族、族群，以及某此同信仰移民群体进

行恐怖活动，或参 与对 一些主权国家的分裂活动。以被美N宜布

为恐怖组织的 “乌兹别克伊斯 兰运动” (简称 “乌伊运动’‘)为

例 ，该组织就是通过中亚各国的跨国族群与阿豁汗的塔里斑恐怖

分子有密切的联系。它在阿富汗a有司令部，儿千名乌兹别克和

塔占克宗教极端分 f在阿富汗基地的营地中接受作战和实施恐

怖、破坏行动等方面的训练，此外。他们也从塔里班那里得到资

惫援助、武器和军火。本书中提到 一位跟随乌伊运动领导人朱

玛·纳曼I尼在山芥中度过一段时光的人所说:“每天一队又

队的人来到这里— 哈P克人、塔吉克人 、鸟兹别克人 、吉尔吉

斯人、阿拉伯人 、车臣 人、维吾尔人 、巴基斯坦 人 .阿 富汗

人— 他们都想跟随他从事中亚的圣战运动’。这a清楚楚证实

了这此跨国族a与恐怖主义的关系。此人并揭AN了这背后的重要

原因之一:“每夭他要给几百人提供吃住，还要给他们钱花”，

有人说，为此、未玛 ·纳曼十尼大量贩毒。从事 “海洛N运输

生意” 又如印度多次指责巴基斯坦利用盂加拉国及其本国东部

推动在印度的跨国恐怖主义活动，包括巴4斯坦煽动作为跨国民

族的克什米人的跨国境恐怖主义 这也反映当代一些跨国民族组

织经常寻求踞居干他国的同源民族的支待进行极端主义活动。有

人指出 泰米尔猛虎组织得到了生活在国外的泰米尔人捐赠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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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生力美兀，他们用这此钱来月展泰米尔一埃兰的活动。井说」

述 “这此组织在资a雄厚的时候 ，就升始计 划恐怖 主义行动井

在他们的祖居地付诸实施，从而跨界恐怖主义就出现了‘，

    木 书提到 ，有的文章说美N曾出 自一时私利 支持巴基斯lA.

是搬起石头砸 自己的脚:在前苏联对阿富汗战争时 ，由于美国的

支持，比方伊斯兰联盟收到了大甩资金和先进武器，后来该联盟

领导人阿萨德 ·别格失败后，“巴基斯坦 二军悄报局选中在巴学

习的塔利斑分子取代其位”，“本 拉R也在资族和武器 L提供

支持 ’，刁一造成他们终 于 “以军事手段攻击美国和世界 这种

说法不无道理

        些国家民族分裂主义的发展也 与美国某些势力的暗中支持

有某此微妙的关系。比如在俄罗斯高加索地区以及 中亚地区.前

苏联解休期r-1出现的民族冲突.分离主义及领土争端问题仍在继

续 、格鲁产业的阿布哈兹问m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纳戈

尔塔 一卜拉巴赫问题 I均未解决，而俄w斯的车w问题尤为突

出、这些问题的形成既有沙俄帝国征服高加索地区的历史背景，

又有前苏联处理民族问题的错误积弊，但是前苏联解体后美国等

霸权 主义势力，以及伊朗、土耳其等国某超势力集团对高加索和

中亚地VX的争夺.或暗中支持、也是造成这些问题难以解决的潜

在原因  除受麦余德的传统地缘政治理念驭使外 ，西方瀚权 上义

企图通过推动北约东扩控制欧业大陆另一 “巴尔干”的主要口

的，是为了争夺新的战略油气资m地带，降低它们对中东 .波斯

湾石油资源的依赖性。而伊朗、全耳其等国某些扩张势力对这-

地I)的染指和渗透，则是为了推动m新 ·绿化，’该地区的伊斯

、走扩张运动和泛突厥主义理念。这些争夺客观1助长了宗教和民

族极端主义的N际化发展 ，只不过俄v斯虽然是一个政治 卜尚米

稳定.经济L面临诸多困难的大N,但它义是一个核大国,这是

以笑NI为首的北约集团还不敢将 “科索沃模式 套用〕车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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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在美国的猫权主义势力图谋构建 “单极霸权”世界

秩序的 “新干涉主义，，推动 「，助长了 一些极端 民族分裂主义

和宗教极端主义势力，片使一些国家的民族、宗教问题 I.闰际

化” 的趋向日益明显。

    如果美国今后不能恰当、正确地处理这些问题。那么。本 污

提到的 “新月形”动荡带以及跨国民族和相关族群的民族分裂

主义逆流将可能使人类发展道路出现 一个时期的曲折。查理十王

子曾私下说，“他认为对伊战争将会在西方和伊斯兰世界之间制

造 一个水久的裂痕”、不无道理。而这类发展前景是广大人民不

愿看到的。当然世界各国人民终将有力量逐步战胜各种恶势力，

但如果美国这类对国际社会影响较大的、有猫权势力的国家，能

够执行更明智的有关政策，那么，人类世界和平民卞的主流发展

趋势将得到更好的维护

    另外，本书的研究表明，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国内，跨国

族群及跨国移民问题呈现新的时代特征，不仅这些国家无法执行

“零移民’，( zero immigration)政策。相反，因其国内劳工缺乏而

对跨国移民需求量增大，而这些移民的民族性在政治运动、劳〕

运动等方面有逐渐突出倾向，西方发达国家在移民问题上暴露出

来的民族国家体系的危机，证明了丹尼尔 ·贝尔所说的 “晚期

资本主义”在 “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的互相脱节和不同

步运转 势态。本书指出，这也可能就是马克思所说，世界全

球化时代人类社会和生产力发展的规律， 方面 ’‘它迫使一切

民族— 如果它们不想 灭亡的话 。采用资产阶级 的生产方式卜

另 一方面 “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 系不

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

以来 ，欧洲制造业部门的劳动分工已经越来越基于种族成分r，收

人较高，需要掌握较多技能的熟练L人往往是本国男性公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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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人较低 、不需耍多少技能的非熟练工人则更多地来 自移民、外

籍工人构成的少数 民族，劳动力按照种族分层的现象 已经非常

明 显

    史严重的是 ，近年来，从世界范围看 ，针对移民的种族暴力

行 为时有发牛。据一些报道看，在德国。新纳粹针对移民的人身

攻击司空沽限;在法国，占移民人口一半以上的北非移陇，成r

种族暴力的主要 日标;2001年夏 。英格 兰北部奥尔德姗、利兹、

布拉德福德等城镇连续爆发r针对亚裔的种族骚乱。甚至在移民

较少、且有长期宽容传统的瑞典、娜威和意大利，也发生厂敌视

和迫害外来移民的现象。除了一些极右冀政党之外，一些主流政

治家也提出了 “零移民”政策。因此 ，西欧各 国近年来都采取

厂严厉的移民政策，对移民竖起更高的法律和物质限制的壁垒

这是因 为民族国家内部一部分原有居民把公民权及其所包含的各

种权力.利益和机会视为既得利益，不许外来移民染指。特别是

对那此来 自欠发达国家的移民，不许他们分享国家福利这块蛋

糕 这样，民族国家已经被 置刁一个两难困境之中:拒绝移民，

L将而临全球化经济的巨夫压力，在门前发达国家人曰曲线呈下

降趋势的情况下，需要吸收外来移民满足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

求.特别足许多水国公民不愿从事的职业;接受移民，就意味着

it他们分亨政治经济利益和平等，如果把他们推向边缘、推向贫

困，州一且使他们改善 自己地位 .增进 自已财富 .改变 自己生活水

平的希望- 再落空的时候、人们内心积梁的愤怒和仇恨情绪就必

然会寻找各种渠道发泄出来，社会民族矛盾就会激烈，变革这种

社会秩序和社会分层状态就不可能避免 .移民的地位和权利问题

已开始表明，民族国家正面临着自身合法性的危机

    由于当代族体跨国迁徙流的发展，从民族角度来说，西欧国

家到日前 为止已经形成了多民族特fill,形成了重要的非欧洲移民

的利群 ;!〕本也首次有了重要的外来人口社群 ;美国在第一次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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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大战之iif达到了迁移的最高峰。而现在美国正在接近从那以后

从未经历过的高外来人曰水平。民族国家的自t正因以前合法迁

移带来的影响以及非法迁移将带来的影响而需要重新界定。发达

资本士义闰家控制其边境与管理 it人 口的能力已不 再能够满足要

求了。而且。公民身份和民族认同的概念需要a新讨论，以适应

当代全球迁移模式和文化全球化。但是，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讨

论所要达成的日标还远远没有 弄请楚。本书的研究透过 “二个

主义”与跨国民族、跨国族群、跨国移N的一此恶性关系，透

过世界各种极端上义跨N族体的逆全球化和破坏卞权国家安定的

动向。井从跨国移民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性增长中，开始

意识到，省代跨国民族及相关跨国族休的研究意义已经远远翅出

了我们学术界以前的视野。至少可以说，跨国N族问题研究的意

义不仅已经从关系国家安全、关系周边地缘环境稳定扩大到了全

球国际关系 ，而且已经隐约可以看出，白可能是全球化时代对人

类发展道路起关键作用的问题。而且跨国民族问题已经涉及当代

跨国的各类族休，而决不仅限于西方Nation意义的民族和主权

同家的族群，也涉及某些跨国移民集团、跨国宗教集团。当然这

并不是说这些族休从概念1都包含在跨国民族之中，只是说当代

跨国民族问题的发展使其研究领域势必呈扩大之势，势必会与土

述各类族群呈现相当的联系，而需要扩大我们的研究视野，即世

界形势迫使我们的研究取更广泛的综合性倾向。正如这 一学科刚

兴起时，是以 “跨界民族”的领土争端为中心，因而其煮义主

要在跨界民族 一般居于国界两侧而关系领七争夺问题。即因跨界

民族所居住的地K是国防第 一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而强调它

引起的国防意义。然后扩大到跨国民族与毗邻国家的政治、经

济、外交关系以及产生种种 ft接或间接影响的问题。以后又深人

  一步。像中国与缅甸那种 n倡型绿色替代毒品〕程，成为跨境民

族研究为现实的一个和平跨居典型，包括我们提出的中国西北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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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国家的和平跨居模式及其理论问题。这类研究，如果推厂，

其意义显然已不限I对国界两侧国家的影响，它间接可影响到造

福囚际社会，本书又在这此研究成果落础上，以全球的视野，更

广泛地考察各类跨国族体的现实表现与作用，发现有些跨N族休

山 卜卷人 “气个主义”等逆流而起 r悖全球化和平 民主 七流的

反作川;也发现跨国移民族群在各类国家中，特别是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中的时代性新作用。这类不1司性质的作用使跨国族体在当

代成为关系人类全球化发展的举重轻重的力债 因此我们认为，

跨1叫K族及其相关族群问题研究的地位已 1升到是影响全球发展

道路和方向的重大问题 ，R们相信，R们的这种观点，也像本领

域研究初期，我们取跨国民族这 含盖面较宽的概念以适应全球

化形势 样 ，终将随今后跨国族体研究的发展、而得到学术界的

肯定.并鼓终证实本研究观点的价值

第只节  跨国民族研究综述

    明确进行跨国民族的研究 ，应该说 是自20干If纪 90年代才11

始的，子曰如果泛指在内容 L涉及跨国民族的研究 ，那么在国内可

以迫溯到民同时期。当时曾i分活跃的边政学者和民族学者们的

研究从 定意义上讲就己经涉及到了这方面的问题，尽管他们没

有提出一个具体的跨国民族概念。如1935年 一1936年中央研究

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凌纯声等人参加中英会勘滇缅南段界务

时，就曾对该段当时未定界之内的各民族进行了调查。凌氏在他

关于中国边孤民族和边疆文化的研究中，也注意到了民族的跨闰

而居问顾 、在其 Y中国 功孤 民族》、 d中国扔姗 文 化》 f均 收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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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盗民族和环太平洋文化》一书)①等论文中。都涉及了

跨N民族在周边国家活动的情形。事实 」。类似的研究在民国时

  一度曾+分热门，成果也有不少。像周光悼的 《滇缅边境之种

族界线》(《西南边福》第七期，1939年)、药逸大的 《西南祖

民与缅甸民族》(《边政公论》第一卷第四期，1945年)、梁欧

第的 《新疆民族与苏联民族的关系》(‘和平口报》1947年8月

4日)、傅希若的 《对新盗民族问即的基本认识》(《新疆论丛》

创刊号，1947年)、周东郊的 《新福的哈萨克人》(《边政公论》

第六卷钾一四期，1947年)、工婆楞的 《中缅关系史》(商务印

书馆，1941勺约、陈序经的 哎退罗与中国》 (商务印书馆，1941

年)、黎正甫的 《中遏关系史》 (贵阳文通书局。1944年)以及

商务书局1' 1946年出版的收人许多外国学者关干泰国北部民族

的研究论文中的 (d罗民族学研究论丛》等等，在一定程度」

涉及了这方面的内容。不过总体来看 ，当时的这此研究成果，在

对象卜 往往侧重跨国民族的中国境内部分和边吸史，而对缝外

民族内容着果不多;在内齐上，考证，调查、描述多于理论探

讨，而即便有些讨论也钱本I属于时事性分析;在性质1，基本

1还都属于”边政学”的范围

    1949年以后，人批的民族学下作者曾深人边盗少数民族地

队进行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利_会历史、语言、文化调

查。通过这项F作，积殡了大最的有关我国少数民族的资料，井

在此基础上推出了 大批研究成果.其中 一此就涉及到厂边骚民

族的跨居问题 在 当时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编辑的 (，卜国民族

问题研究集刊》 中就有陈霄 白的 《关 1通古斯语 (北支)各族

名称的间题》 ,吕光天的 《十)L世纪末期朝鲜人迁人延边 自治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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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50年代以后凌氏在台湾还先后编若过《中越文化论》 《中泰文化论集》等
有关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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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等这样一些与跨国民族联系较为紧密的论文。在此后

陆续编写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三种从书和少数民族五套从书中，

有 些民族 (不是所有的民族)的简史对跨国而居问题也有一

此关注，如 <傣族简史》就对傣族的迁徙与分布、傣族与东南

亚各闪的联系等问题进行了考证和分析。此外，从 1954年起，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现在中国社会科学 院民族研究所的前

身)还创办了 《民族问题译从》(1995年后改为 《世界民族》)，

陆续刊载厂大量有关世界民族问题的文章及资科。1956年中臾

民族学院历史系设"L民族史专业，曾系统地讲授世界民族志课

程，在这些翻译和讲授中。也涉及到了一些跨国分布的民族

1957年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还刊行 了石钟健等编著的 (有关中

缅国境线上少数民族的专著及沦文索引》。这算是关干跨国民族

研究的 个较早的总结性成果。20世纪六七卜年代，受当时政

治气候的影响，国内整个学术研究处于低潮 ，但是出于国际政治

斗争的需要，对某些跨国 (特别是与我国关系比较紧张的邻国，

比如苏联 、印度等国家 )而居的边姗 民族还是给予 了相当的 关

注「、当时曾集中了国内一大批一流学者对某些 专题进行了集体研

究，除翻译、编写 f大量的供内部参考的关于边吸民族情况的资

料外，还公开出版 了一批学术水平颇高的著作 ，如 《沙俄侵华

史》、《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简

史》等。在这此著作 中，对沙俄侵华时中国边疆 民族如哈萨克

族 、柯尔克孜族、蒙古族等的分布 、居住地区的变化 、社会特

征、政治遭遇等都进行r比较详细的分析和说明。1961年，中

科院民族研究所义成立了世界民族志研究组 〔不久改为民族理

论研究t国外组)，对前苏联、东欧和亚非拉民族进行了初步研

究，编辑了一些如 《民族问题资料摘译》、《国外民族研究学术

资料》这样的内部资料 (不定期铅印和油印，共出近二百期)

这其中实际也有些是涉及跨国民族的，但概括地说，这一时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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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研究，我们认为基本上是作为我国少数民族研究的连带部分

而存在的，而且明显还带有浓厚的 “边政学 色彩，而且 比较

分散和零星

    so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新形势的发展，国内学术气氛

日趋活跃，学科之间的交又和研究领域的 ‘·世界视野的意识”

受到r普遍重视和提倡。1979年在昆明召开的 “全国民族研究

J作规划会议”上 ，第 次将世界民族研究止式纳入国家规划

在此背景之 下，我国关于跨国民族的研究终于进人了新的发展阶

段 ，越来越多的入对跨国民族研究表现出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

视一 李毅夫在 《世界民族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

年) 一书中明确提出:当前我国世界民族研究的首要重点就是

对周边国家的民族和民族Ii I题的研究。近 I儿年来，像 (4A族

与广西壮族及越南民族的历史渊源关系》 (黄国安，《印度支))JI

研究》，.981年第4期)，(苏联的东干族》 (郑建新，《中亚研

究》，1991年第3期)，《土耳其的哈萨克族》(巴哈提 ·阿不都

拉，《中业研究》，1994年 3一4期 )，《中业地 区维吾尔人在苏

维埃时期的民族过程》(帕尔哈提 阿帕尔，《中亚研究》。1996

年第2期)，《中国朝鲜族迁人史述论》(金元石，(民族研究》，

1993年第1期)，《从语言角度看傣、泰民族的发展脉络及其文

化 L的渊源关系》 (罗美珍， 《民族语文》，1992年第 6期)

《用扰多国的库尔德问题》(王京烈，《西b非洲》，1994年第5

期)，《沿边地区时外开放问题》 (权宁朝 、《民族研究》。1993

年第6期)，<中国朝鲜族和境外朝鲜族之间的交往与发展》(金

钟国，《北方民族》，1994年第2期)，《云南与周边国家民族和

民族问题的相13关系》 (刘稚。《民族 「作》，1997年第3期)

等等这 类型的论文在国内学术刊物匕已经极其常见。像 《中

囚邻 国简况》 和 《历史」_边境地区的贸易关系》 (中央民族学院

民族研究所编，1986年)，《东南亚各国民族与文化》 〔陈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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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出版社，1991年)，《中国沿边”放与J:J边国家市场》 (刘

宝荣，廖家生，法律出版社.1993年)， 们I本的中冈移民》

( h国中IJ关系史研究会编。一联书l,r, 1987年)，《美N华人》

(陈依范，1人出版利，1984年)，《东t族形成发展史》(王国

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之类的著作也在不断出版 从

1991勺起 ，!西民族学会 j西 民族研究所还 I泰囚艺术大 r

合作井展 J一题为 ‘壮泰传统 义化比较研究 的课题研究 、 第

    相对来讲 这 时期对海外华人的研究显得更为突出 此 幸

这从1989年4月在厦门召11的 ‘战后海外华人变化国际聆术研 绪
讨会 ’hi况 卜就可 以得到证实_在此次研 讨会 {. H多位 。卜

外学者提交i 70多篇论文软 1自与弃几乎涉及到T r54.后海外华 论

人{I会的各个方面— 包括战后海外华侨华人总的历史性变化和

发展趋势:战后海外华侨华人的经济变化和经济水业:战后海外

华人社会的变让，华人的认同、同化、融合等问赶;华人教育卞

业的变化和发展趋势布华 文报刊现状，华 文文学诸问题;华人参

政活动;关于战后海外华人研究的学术动态等等 显然这已纤不

4 一般的、笼统的讨论，而是有相 与深度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F fl国内学术界，除 1述竹况之外.

还有 个吏值得注怠的现象)L'在某此地方和科研院所，这种研究

已纤明品地旱现出 」 一种 “独 以化 ，系统化 的趋向— 对跨

一A民族的研究被确定为专门的研究方向或IT,题，提出 r明确的概

念，li不同程度地进行了 此理论上的探索，尽管这种探索也还

只是刚刚开始。针对同源而跨同分布的民族。大体出现r下个含

义1分相近、但还略有差别的、较有代表性的概念性提法:跨界

民族、跨境民族 、跨国民族_较早 明确提出 “跨界民族”这

    注  这些交章后来被汇集整理'出版成枯，傲为(故后海外华人变化国际学水

研讨会论文集》，n中国华桥出版公司于}9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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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畴、刀以之为研究方向的是中央民族大学的儿位学者 1986

年，该校民族学系、民族研究所打出 了“跨界民族研究”专业

的大旗，刘开始招收此专业的硕 1研究生，由陈永龄 .朱‘;教授

和陈观胜、胡起望、李培荣副教授任导师。1994年金存子、汇三

建民联合编著出版f妇}，国跨界民族》丈民族出版社，1994年9

月〕 这是简介我国跨 界民族的相X1较为系统的著作。在此书的

总论部分，作者对 ’跨界bt族”迸行 r解释:“跨界民族 足由

于K期的Di史发展而形成的 、分别在两个或多个现代国家中居住

的同 民族 所谓 “界 是指同界。即国家疆 界。f1者强调指

出，其使用 ‘跨界民族”既指在紧靠边界两侧、居住地肖接和

连、分仄 P不同国家中的同 民族，也指在和邻因家的边界附近

地区活动的那此同 一民族。多数跨界民族分布地区是连在 起

的，fll也有少数同 民族之间可能会有共他民族相PA,居住地没

有山接相连， 两侧 的纵深可长.可短，要具体的理解

    除!述 ‘4专论”之外，还有不少著作和文A也都论及 r

“跨界民族”问题 ，如周星的 《民族政治学》 (巾国社会科学 出

版社，1993年)，宁骚的 《民族与国家》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年)，1逸舟的 《当代1A际政治析论》 (lift人民出版社

1995年).李毅夫仁编的 《世界民族概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

社，1993年)，寒先的 《浅谈跨界民族和因际政治》 (《世界民

族研究》学会会刊，1993年第一期)，上鸣野的 训卜洲:民族统

  卞义者的难圆之梦》(Cih业研究》1997年第3期)等等 只

是他们在讨论 ’‘跨界民族”问题时，对这 概念本身未作深论

    ‘跨J4 K -族”这 概念，kW 有何人提出，不得而知，Mlle'

自80年代以来，它在我国学术界也得到 了朴1当的认同和较大范

围的使用 我们见到的较早的论文，如1984年，范宏贵发表的

《，{，越两囚跨境民族》〔《酉南民族历史研究集刊》m5期)，使

用 r “跨境民族 的概念。之后 ，又有 不少以 “跨境 民族 ”为

    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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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论义见诸I国内各种期刊。如姜水兴的 《我国南方的跨造

民族研究》叮《广一东民族学院学报》，198R年第 10期).施荣华

的 《跨境而居的哈记族》 (艺、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5

期)，胡起w的 《跨境民族探讨》(哎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

年第4期)，程适良的 《新CFI跨境民族语言研究沦略》(《西北民

族研究》，1995年第2期)，黄惠银的 《跨境民族研究论》〔《二

南民族学 院学报》，1997年第 1期).八几论著方面，1988年 中

旭、刘w合作出版了L'下I囚西南与东南亚跨境民放》fG南民族

出版社 ) 此后，X有 Y HI界民族iT论》 (l1，臾民放学院出版社 .

1993勺)和黄惠银撰写的 《2、南跨境民族研究》 (人南民族学

院出版F I.. 1996年)，赵锦兀编芳的 《欧洲民族卞K发w的新趋

向》口1.突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等9作陆续出版问III -

南民族出版TL 1998年出版 J山赵继光主编的 4'r囚跨 lp 1Q族问

忽研究》.《石南跨境民族研究) ; 2000年光明 门报出版社出版 」

范农贵 《同根生的民族》等 80年代中期，乙、南省还成立过山

政府官员和学者联合组成的 ‘。石南跨境民族社会4F济发展对比

研究课题411’，1994年，巾火民族大学又将以前的 跨界民族训

究 ’专业改书为 跨坡民族研究” 关 」这 一概念的含义.胡起

甲在共沦义 《跨境民族探I朴 (载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

年邹4期)中的解释颇具It表性，他说跨境民族是指跨国境Ihi

居的同 民族 ，L们在地理分布 卜可能井不连成 片，有的从居

们的郊_ "ICJIT, 迁人第 网，甚至第四国;跨界民族足跨蟾民族的

部分，有的民族山于种种原因有 了世界性的迁居，已们就不仅仅

足跨w民族，而成了跨境民族，比如犹太人和吉普赛人;‘4共同

I@族起源”和 “相 4认同的民族意识  足构成跨境 民族的基本

条例。而朱伦先生则认为 “跨界民族”之称本身是个错误 〔《跨

界民族辨析与现代及民族主义r"I题》，干什界民族1999年 1期)，

不过杨勉发表 《“跨界民族”改 ’跨界人民”仍会造成新的歧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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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 义，表'Ic不同意朱伦先生的意见。总之，名称上的争论

    还存在

        当从 些学者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尽管也用 “跨境民族"

    这 提法 .但k月不把 “跨境 民族”与 “跨界民放 分得那么

    jllJ楚_截庆厦的 (跨境RAW究论》序T所讲的 “境外同胞 .

“境外定砖 ，其a也就是冈界那面的同胞和在国界那面定店

金涛，孙延来在 《世界民族关系概论》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6年) 书丁脆就用 “跨界民族”来解释 “跨境民族”:‘4所

谓的 ‘跨境民族’，顾名思义就是指跨两国乃至几条国界所分

割，或 个民族居fIt在两同乃至几冈边界地区而其居件地基木相

连成 片 (第 1(w00 ，1999年6期 《民族研究》集中发表

厂几篇跨T 跨境民族的文章，如葛公尚 《试析跨界民族的相

K理论问题》.if兴 《跨界民族问题及其对地缘政治的影响》.

范宏贵 《中越两国的跨境民族概述》等

    处1“跨国民族 的概念，据我们了解，员然1992年新吸

社科院的刘宾怜有 ‘·跨同民族主义，‘的提法 (《中亚的跨国民族

仁义 一种企图影响世界新格局的政治 文化》 (C中亚研究》，

1992勺，，一2期)，但是作为“跨国民族”范畴与概念的明确，

则是我们、州大学的博十生导师马曼丽教授在 1995年出版的

《中亚研究 一中亚与r「，国同源跨国民族卷》 (民族出版社，

1095'q) 书中明确提出的，月首次作r系统的论述 这是

本西北跨国民族方面最早)I有较详细理论阐明的专著。从 20世

纪90年代起’州大学历史系)hC)I始招收 “两北跨国民族研

究’方向的博{研究生。罗树杰在 (还是使用 ·跨国民族”好》

  义中明确支持使用 ’·跨N民族”这一含盖面宽的术语 (《广西

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3期)。关于 “跨国民族”这 概念，

马健丽在其箫作的第一章中认为，日前闰内学术界所讲的 ’4跨

N民族”和 跨境民族”这两种 术语 ，不瞥研究者本人怎样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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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给 卜多么 “宽泛‘’的说明，给人的感觉总是较 为强调 民族

跨居相邻两囚边界或边境  这种跨居现象员然领土争端是m常 见

的 111 }i-,在个球化时代，跨界民族往往因流动频繁已跨居两个

以I小相邻的N度，甚至发展到远A重洋或遥跨数国这样的现象

(I世wI吏极为寻常    这样，提出一种含盖面更为宽泛的术语作

为 个研究领域是有 益的，故我们提出 r “跨国民族 这样 -

个概念  而所谓 “跨国民族，’，概言之，就 ‘是对跨居两国或两

囚以 } (不论是相邻的两侧 ，还 胳远离边境的 ).4本保持原民

族认同的 相同渊源的人们群体的指称’(《.卞，亚研究》，民族出

版牛卜 份95年，33负)_2003年她 丈陆续 上编 出版西北跨 国民

族研究从 传各卷 其中 《中国西北跨国民族 K化变迁研究》

卜从文化III角探讨r相关理论问题 除r分族列卷的此从h有关

专片外，她和她的少日立’冬州大学博 1弟r近年为开拓跨国民族研

究翎城出版 r 一系列著们，如山民族出版钊近年连续出版的文化

(X名苏依宁衬 片 《I!拉特蒙 占文化变迁研究》、周建新 《中越

I'老跨闪民族及其族群关系研究》、赵小刚 《n,孜别 iL社会经济

Y化研究》、玛瑞 sj萨克民族过释研究》等.都从跨国民族视

角进行f研究 在这次出版的本 冲卜，马4丽教授XitS过其研究

吩衬，对跨 I-II.族理论问题.跨N民族研究的关系人类发展道路

的附界怠义以及j比o域b九的必要f-.等，提出r新的看法

    概念的界定本身就怠味着 一种普遍性思书 此研究汗在刘

对象的乍质进行提炼的过 y中，也很自然地提出f 此明as带有

理论意z的养法 企存子、r.建民在 《中国跨界浅族》 一书的

总论部分对跨w民族与侨民、移民 某民族裔公民的小同进行J

筋要的分析 .片指出 }j 11:跨 界民族相比.跨界民族的特殊之处就

{I r 政治1的敏感性和文化i的变异性”。黄惠银在 《跨境民

族研究沦》 z巾对跨掩民族的类烈做 f一个层次的划分:回

归k!_迁徙型,流徙到 他同时提出，跨境民族研究的基本方法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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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比较研究 ，认为跨境民族研究的中近期 上题应 当是现代化以及

与之和关的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保存 马曼丽在 《中亚研究》

    书.!，已将同源跨国民族的特ill总结 为:荃本 I保箔原有的民族

怠识、民族特征和民族认同;文化和语言1的双重性 一 J钻同的

传统文化和在不同的国家环4里发展起来的变迁文化一一和政治

归城的围家惟 一性 ，但共分支部会有 定数 吊的人「J能起群体奖

川作川，而巨从宏观的民族过程的角度讲.跨N民族会是相气长

的 . 定时期的特定现象

    综合审视这1一儿年来的m况，可以石出，关J跨国民族的研

究已经形成了 定的规校和气候 一研究队仇空前壮大.作为专

门的研究方向Ii tlt凸品.研究的视角明撇趋向多It I旱现出从

.V!政”I;d 14际政治 (或者说国家间政治)”和 ‘人类发展'd

民族过程’延伸、书展的趋向，研究的 从调中切人 rn放 、交

流、和 平、发w这样的时代 主题;也包括逆潮流 hi动的 ·_个

卞义’‘扫的跨1司族群等新问题 这是 个方面.，一苗从另 个方

向讲，这段时间的研究尽骨早现出了这样一种新的局而和积极的

势 头.但是也还小能说它已经进人 厂成熟阶段 _己休说来、在li

前的研究中，对我国边DES民族的研究仍然足绝对的a点，而对境

外民族的研究特别是有关理 沦研究还是 比较薄弱号具休的介绍 、

描述还是绝对地多于理沦的分析和讨论;现有的理论1的探索还

仅仅是开始

    我们关 」国外的研究情况 掌握资料尚少L，不过 ，以世界民

族为研究对象本来就是近代以来西方民族学家们 (或者叫人类

学家)的研究传统。他们的研究基本上不以某 国家为背景，

或者说不受m界的限制，因此他们笔 F的 ‘4民族 ，往往其有

‘跨国‘’特征。这一点儿乎是众所周知，故不再多费笔m 单说

近 几年来，随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内容和活动范围的不

断复杂和扩大以及 此民族标识的新问题的不断暴露，再加之学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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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研究本身的不断深人和CA荣，国外的有关研究也就显得史为活

跌和多彩 20附纪90年代初.美囚南加州大学人类学系就卿利

川leI 1I1Ih17}设过 个关丁跨界民族的研讨疥.专「I讲授和讨沦

关 J几跨居，1,囚和苏联的民族 的Ir̂1O.  1995年在吉尔 吉斯斯坦伊

塞克溯召月的中亚地区合作国际会议 卜，美国科尔盖特人学 马尔

塔 布利尔 澳科教授在其题为 《迎接末来:有关中亚的 I

个神话》报告中就将中IV俄v斯人的处境 和地位问题作 为找探

卜州内币ll}之    与此同时，像 《肖尼亚和扣桑尼亚的马来人》

(刻心族洋从》 199()年第1期，原载意大利 《优界民族》第2

卷) 《澳大利亚华人  社会4h济结构音U析》 (《民族译从》.

1990年第1期，原载 《那尔本幻笋应川经济和社会研究所专题

报告》，1988年9月)，《苏联各民族与外117) (哎民族译从》.

1990 It邹2 JVJ,原载 《苏联问题分析》第18卷第6号，1989勺

3月，第7号1989年 4月)，《中囚回族民间 义学和苏联 东 1人

!引川义华穆斯林成分比较》(<民族译从》，1990郊第3期，原

载 【苏一《.川叫的穆斯林教遗产》沦文集, 1989年)，《美州的

I_p地安人》(们C族译从》，1994年第 1一2期，原载 厂秘i f,伊

比利亚美洲思 J , 1991年1一6月2期，原载 美〕《商'1k 1I

川》，1992勺7月)，《澳洲苗族传统义化的适应性问题》(杨代

之译 《贵州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上流美叫‘刁移民纤

的》(《民族译从》，1994年第4期，原载 美」《关国文化的发

展》，纽约，1990年版)，试双币国籍的政治死胡同》(《民族洋

从》，1994年第‘期，原毅 [哈 《哈萨丸真理报》，1994年 1

月21 II).《变化，I，的美国犹太人面貌》(《民族译从》，1994年

第‘期 原载 1美、《今II关1*). 1992年II月)，《边界伤痕

造就r能谬的作洲》 (巴西 《圣保罗报》1996年 曰月曰 11)，

u美闪的犹太人一     一个小被同化的民族》( 「尸 佑藤泉.《民

族译从》.1992年第6期).《关于美囚朝鲜人民族性之经济义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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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限的比较分析》(1美{Pyong Capm川，《民族译丛》，1993 31

    第 3划)，《归属之两难:马来西亚华印混血人的边缘 性" ( 马

来」脾蒙德 【M 《民族汗丛》，1993年第3期).塞缪尔 亨

廷顿的 《文明冲突论》(「美丁《外交季刊》夏季号)等等这样

的 文章，从 一定角度讲都可以看作是关于跨国民族的研究成果

除此之外，11然还nJ以列出若十谈及此类问题的著作，比Sul V

拍塞尔的 (东南亚华人》 (伦敦，1965年)和 (马来亚华人》

(伦敦，1961年)，布特罗斯 加利的 《作洲边界争端》 (商务

印巧馆、1979年)，戴维 拉她的 《才洲人》 (卜海译文出版

社，1990年)，雅 克宙伊奇和维 威利姆斯库的 《欧洲的民族

和政治网家》(伦教1981年).约翰 ·伯顿的 4全球冲突 I*1

际危机的国内银源》 (rp国公安人学出版31，1991年).杰佛

1·帕ll}的 《 I Ulfd的d5方地fT政治思想》 (解放军出版H.

1992年)，〔赓武{澳大利亚翰」的《东南亚与华人》臼卜国友改出

版公司，1987年),M. l苏 '.YS[占尔吉斯 的《中亚东 1人的历

史与文化》(I-夏人「引!}版社,1996年)等等    干赓武关于东南亚

华人的研究就是 个代表 一在其力作《东南亚与华人》中 他不

仪对南洋华人早期民族土义的特征 、发展及其根源 ，东南亚“华人

少数民族”的民族特征及it与当地民族的关系，马来亚华人的政

治生活模式及其变化趋向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而「t还对东

南亚‘华人少数民族 在，{，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护的微妙作用以

及，川司的政治局势、华侨政策对东南亚华人社会生活、政治处境.

民族过程的深刻影响进行 r客观的分析和探讨

    就今 了解到的情况来打，国外的有关研究从某种意义土讲比

闪内的研究似乎还要灵活 些 ，其视野要宽泛 些 ，上面所引的

论文题 日及著作名称 一定程度上就可以反映出这一点。事实」，

这类研究尤沦从选题、分析视角和现实意义方面讲，还是从资

料 .论证方法方面看.深度都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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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跨国民族的文化、政治内涵

    们为 个概念范畴，‘跨国民族:除了在地缘特征

卜表现 为跨国而居的形式外，还有更复杂的人义、政治

内涵

      首先.“跨IN民族”L 个有特定的3)i史含义的概

念，要对iU7史内涌和rl质有充分的认Ua和理解 这 .有

然不是新鲜的说法，fFi>山 r在已有的研究中，xr>te仅

仅是泛泛  一提，而未 她有深论，因此这里还是要使这-

认识吏加明确。具休地 说，一方面，这 卑的 “国 一

般指近代以来形成的具有明确的国 1观念 、明确的 主权

意识，亦即具有近现代国际法主休资格的那 类型政治

单位-一在国际法中。一般认为国家应具备四个要素:

定居的居民、确定的领土、一定的政治组织和 仁权T.

因为只是在这些冈家的形成过程中，国家之间才逐渐有

f一个相对IM定和相对1川确的谧 界，即 “治” 与 ·不

c  1铁崖 (国际法》 86一盯页.北京 法趣出版社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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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分界线，大多都要经过定界、划界、勘界、标界儿个程

序，川条约和议定书的形式 Y以确认，才有f近现代念义{的

月 内”和 0I;外”的Ix别，才逐渐形成 了以闪家为依托的国箱

制度]和冈民意识 我们谈沦 ’‘跨I4"也只有价这个政治发艇水

平的背找之 卜，才是可捉摸的 有意义的    而对J此外的诸多国

家或准1司家形态:像h代希腊 。雅典川汁Y的城)IS 114家，像罗 马.

‘今且顿亚1川脚人、阿I"f自、奥斯曼卜耳it那样的军事帝N .像欧

洲「1, 111纪曾有过的教权IT7家，像我冈夏 商、周那+T I1011,有部溶

vl质的 !朝，像近代以来9F,}卜、拉地 V汁遍存fl的'R民地IA家

(即闪际法 1所谓的 “附属N"),像梵蒂冈这样的宗教政治实休

等等，‘跨国 之论或者根本足无从淡起‘或者国家地域无法明

确    丁划门难以想象:石时常川 我群‘胜J 他群 "I司人 ’J

‘外族 .随时作为嫁妆、礼品、封地色彩义的赏赐.接受和继承

的时代，在政权ii% W}l山中心向外[rtil -! 11,111 it减态势的时代，那种

  国家 ’本身有多人的独 v比和稳定十沙 国家 ’概念到底有 名

明确的内含和多大的分敬产我们认为，即使跨国民族或接族群的

研究涉及到占代，如犹人人至迟在宋代便已跨国迁人中N.在)l

讨 扬州、 宝波 、杭州 、)州等地，便形成 了一些 有鲜明民族特

栩的优太人}I区，形成过跨冈族群:义如H末、清前期的中N

古族寸尔9特远迁伏尔加何及其返网机国的跨国活动;以及，11C

已活动在东南亚的华人族群等等，其 “国’的疆界概念也应参

照诉现4t己明确的弱 界来衡狱.如对「卜国来说 即仲是)史疚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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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囚岛表明r人与国家之间的法律联系，是确定 个人法律地位KIN家讨it

使州他性廿辖权的爪贾依据  最早规定国路uua的宪法pwq的1791年C), 0旱
规定国挤问助的单行法足1842年 12月约鲁 I的国籍法    我d敏旱的国豁法应是

I NY)年清政府颁布的 《大消国璐条例》

    』 内研牙日坷是仁斯蒂尔召]阿拉贡两i朝通过联峭1 1479年合炸形成    比附
纪初记德 也是山I姻亲关系归属!凶班fi的 在 内年战争 之前的数ff年问

k囚 1牢和an族同时义m法国的MI侯 〔诺燮底公姗)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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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的实际疆域来衡缺「1

    这甲的 “民族’也有 个人致的界线  众所周知，民族木

呀足个非常发余的族体系统，而汉语中的 民族’义是个使川

I分宽泛的范畴、在不同的语言m景之.{，，L有不同的含意和指

m对象Yi泛泛地讲，在中国 4民族 词1L于可以川宋指称民

Mx t!Ir 11休的  一切厉史类到，包括处1过渡状态之中的各种族体形

态:从原始时代的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列前资本主义时

代的产召仁民族以及与社会化大」产相联系的近现代民族.亡甚至

还可以涌盖多市分类III的各种民族类型.如伊斯11民放.Icoxi:'r fl"i

民族 .草原游牧 民族 、农耕民族 .突厥民族 、日尔0民族 、 洲C

民族.现代民族".̂r-"q  fll f+特定的场合和之脉中， 民族 则川

能 专指像 ，}，华民族 . 美利坚民族 ‘法 ’大西民族 . 大和

民族 这类与囚家概念紧衡i11连的族体对象。即所谓 “H族’

或者也nI特指多民旅国家中从本的亚族休单位，如‘卜IN的汉.

满 朵 、藏 、Inl,维 舒尔等 56个民族 (三戈族 群) 哈萨 克斯州

共和囚的哈萨克族 俄罗斯族、鸟兹别克族.1]尔显人等 ft:

{多个民族族休 (当然有小少{14家在法律]_J、承认这种族休的

存fr,,R者官方不进行这种族休识别和划分，IN只以语言或地Ix作

为{司民分类的标准) 此外，它有时还不甚确切地指称某此不够

发达的和更小的族体，如撒哈拉11南的1P洲[, MA TFR,J]Vt种族IdL

缘色彩较浓的 部族    只休到 本 寸到诉论及的跨 国民族 中的 “民

族”.亡 I要指近1以A来.特别是现实中相对 于闪族和执政 卜沐

  I) 冬见4q丽 O .N西北边砚发展史研究》 第 断，哈尔滨.黑龙卜.教育
版社 2阴上

    勿  冬见林咫华:屯关J 民放” 词的使川和if名的问题矛 载 (Hi史研究》

]%〕(2);敬东:《关I“民族” 词的概念间题》，业 《民族研究》 1980〔引
()̂孝通淡 一民族 ) 战 (}吃 团结) 四8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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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 _级族体单位 (或族群)的人们it r̂I休 (’It然不排除

此特例，比如;fi川包括 此民族rl的集团丸 我们可以说 海外

华人卜 ‘关囚的举两叮人”. ‘俄罗斯的朝鲜人 ‘1 J跨 囚民

族范Ili 这足从中国人 帛西盯人 、朝鲜人这 层面 1说的.即

就IL从川刘 川Li族角)f 01的;19样我们也lI以说I'll族 (A;}

族).膝尔德人是跨I-Ike族，这是从 级族群单位而 丫的 A这

两个TA而1谈论 跨{胡吃族”，儿轮廓显然是较为清楚的 似山

I个球化移民群体的发展扩大，员然与这 民族范Intl相联系，似

有的国家因反对使川 民族或族群概念 ，而末被他国认同为族群

的，只&-实际 1民族群体特比突出，我们也列人跨VII族群范W4进

行 厂研究，包括 此迁价国外的跨国政治性人们集团，也在我

们视野之内，这 是当代现实发展的需要，如境外达赖集团，东突

恐阶i I几义集川发境外民族分裂 上义集团等等

    Jt次 111气多的 P.者把民族 i}1 aT%于厂泛的人文背 ill之 F

偏吸 “文化民族 的概念，认为准此方能搞清民族共同休和且

他共同体的直d几分野 ，才能抓住It族发生、演进和民族 卜义动贝

)]的内在线索 熊锡儿在 《略论民族文化的个民州与整体州

  一对 ‘两种民族 文化”论的丙认诊特2 义中的表述颇具代表

NI一  他说 ‘文化不仅表现 个民放的外P风貌.161眺是自的

内(I‘灵魂”，他提出的论据是 “ 提到某个民族.除厂外貌、

体质等特ill之外 ，我们 日前会 自然展现出 幅该民放所特有的 文

化图肤 臂如说到蒙.11族，里t义化模式的圈景就是:畜群、劲

原 牧歌.马失琴、摔跤. 历史悠久的蒙占义字、,i年叱咤

    I 海外华人 在这里1几要指那此在所在国已外构成厂 个独特的 片石广泛

of响的社会  义化群体，即6国家K族结构中拥有 席之地的那此华人  比如印Je

马来西亚  什律宾 泰国 加章夫等 Iq家中的华人  近些年采  也有不少研究若把

这此人称之为‘华族 以强调其民族性
    健 载 《民族研究》 1"T (3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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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2、的成 占思洲 还有许多民族 ，几手同 亡的某 从种文化I司

迈.例如，藏族 一哈达 傣族一一泼水 J,  回族一   清真 丫等

姆 和1叔涛(I《 9J$论民族定义及民放1日司的rl质》 义，}，的

现点则史ii.率，他给民族 卜的定义是 从义化的角度来区分的

人们J61司休，同时又是只有凝聚Dhh利益集团’ J蛤们则认为

交东尼 史密斯的浅述有 段较精彩: 民族华术 {足 个 丈化

的和辛I会的观念 .指 种 义化的和政治的纠带 。此组带把亨石续

同神话 追IG.象td和传统的人们连结为 个们声祖的J圳司

体 i 持此类现点的 人沙遍认 为，民族 1一要若眼 且义化心理)r'

IGI, Ifii囚家则是 个政治单伪和法律概念。尺族的历史比国家更

久远，范[III吏加 宽泛，内涵更加人文化，民族 rQ以和囚家发月联

系，电 .I能毫无K系石  叮能右1川家Iflf LK 族，也.J能 国内存n

多个民放.还有,I能 个民放分布If多个囚家 ’「下缎,从文化的

角度出发，人们石只体化认定民方}I时的依锯 也还T是银 致 .有

的强调社会群体的I观山属感，有的强D"5群体U分的客观标m.

有的则采取了折.{，的a_场    如关N的丹克沃特 n 扮斯托认为

  实际I，JW谓I观要素通常是 (民族)定义的el Ir.依据，一{YII

  客现条件‘ 般多川I释义 几客观旅坚持族休划分的Al缘MI

则和地域原则，强调民族的形成1引i史演化的自然产物 例如，

达怠奇认为: 民放即是 个种族或若I OIL缘因素在社会动员中

递AP!的结果 洛  前苏联的 P 伊茨则讲 “民放就她共同}物起源

的人的集团”二 %r人林的定 义一 “民族是 人们(I)Ii吏 IJI%hA

载 (民族研究》 1993 (I)
转引自卜魂舟 《4代Iq际政治析{p), 94贞  卜海  卜海人It出版刊

TsY

川克沃行 A.拍斯托 f民族》，蛾 w ylif从》 1990 (3)

达4h: i1,族的成长 *反q的政治与l1会0介没式P. (111洋政滚9
1勺气几

伊 澎

《2)

义:(关 J肠联 的 民 族 (民Aif从》 四8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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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共同语言 ，共同地域 ，共同经济牛话 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 L

的心理家质的稳定共同体”，也常常被人引证。对这两种观点 ，

有人认为主观派没有给出 “意识，，的度，以 F̀ 3容易造成过 J

狄窄或过 于宽泛的局面;“客观派，’的现点则不足以揭/1C民族的

感情特征，而这 特征-一 从现实 石 — 是 认知民族 的绝刘 要

素 丁;是又提出 了综合的着法，认 为 ’‘民族必须门成 于特定的

Ix域、义化和语言环境，经常要借助血缘的.宗族的纽带才结合

成某种J七同体，亡在发展演化过程中可能发生形体 断的裂变或脱

节，{I_I, UI史}培育出的民族清感已无法彻底割断，后者已经成为

民族存在和民族团结的象初-.和支夺I' 0:

      参照 民族  的 般含 义，考虑 “跨国民族” 的内m，它

起码要包含J, 11丁分割的 几个层次的内弃:第 ，不同部分曾经或

者 1气具有共同的历史，包括共同的政治经历，有共同的族源等

"源失”，否则根本就 不会有J4同的语 离、文化 、民族意 识和民

族认同 原本就刁、可能是 个民族，因此也就没有 “跨hi民族”

之说 邹 _，齐分 支仍然撰本 I具有共同的 义化特征及心理素

质 一 这 吧的 义化是指以传统性和稳定性 为特 点的那此 文化成

分，包括衣食作行、家庭模式、娇姻丧葬，文化艺术、宗教信

仰.礼仪习俗、岁时节庆等等，心理素质即指表现I上述这些方

阳的好恶选择 价值趋向、比格情操和审关观念等等。共同的义

化特征和心理素质是共同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的基础。一般地

ilr.诸言是最为毯础的民族要求，共同的语高对于原生民族来说

是绝刘的要素 但是对跨国民族而言，常川itt以不同所在闰语言

为L则是特点，往往会操所跨国的两种语言，但在这里共同的语

言不能肴作是绝对要素，因为作为长久的历史积淀，传统的文化

特初和心理A质中 1乙十部分的变化往往要滞后 J一语言的变化，忘

r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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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前引t逸舟:《当代R际政冶析论)，93_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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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1’传统民族语言，们却}I 定程度1还保留着传统的义化、心

理特征的现象片不少见  不过从长远来看，没有了语言的滋推，

这种 “保图..也难以长久_第 一，各部 分仍然具有共同的族 IA

认同和民族感清一一表现在对共同族称的认同和自豪，彼此对命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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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处境的关心 ，{寸共同传统 义化的维护等等 这是作 为 一个

存八的址鲜话的标乙、没有了这点 ‘认同 和 ‘4j赓隋 也

明民族发生 1’根本日的裂变，也就不成其为一个同源民族J

w把前两点沂们是民族存在的必要条件，是民族 ‘形象 .

峡后 点则叮以认为是前而两个因素的川华和结品，是民族

魂.足民族存在和认知的绝对1衣据.事实卜，当我们说乌SL

50力波、六人、美1习有几自万栗A班人，说哈萨克族、泰米夕

Ih尔德人M跨囚而居的民族时，这甲的波 人、黑两哥人

兑族等无ke,u?就是从I/1史.文化.族属意识等意义I宋川的

  同源  民f戈

    儿 :.跨国民族现象 自身的特殊性 义K现为，E不仅是

j史的现象，史是 种具右政治特钊的现实存在 、谈 论跨

族.小Pi'你处 1一什么样的位置，川〕什么样的日的和心理 ，在客

观!无沦如何都是相、.万敏感而复杂的.它不it牵扯到 系列非附

复f>; ft;J r6)1}i8 h7题 .而[1还 I}r能涉null某种 J分微妙的政治悄

绪.现实的政治问题，或者说某种在阔际社会和公众中存在的不

卜11习惯性政治与民族倾向认同的t团势力状况.〕

    既然跨国民族现象牵扯到 系列现实的政治情绪和政治倾

向，那么在适用带有本原色彩的交化尺度的同时，找们就必须将

民放分支的现实的政治处境一 一在很大程度讲，也就是在国际或

国家政治体系中的地位 一 作为 一个重要的参数 具休地说，当

  个民族的不同分支发展到建}Y r各自为主体的.彻到国际社会

普遍认可的囚家政治实体一一如,p尔阿a;url人.新加坡华人，或

r民族的不同部分在所在国的融人度极高，已经不作为 种潦民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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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共同体特征的集团或政治力量而存在一一如瑞士的德裔、法

裔、惫大利裔和 此英邦联国家中的欧洲裔等，或者民族的某

邻分在所在国的政治生活中还根本构不成 一个明确的参与群休

时 一 如短期侨民、零散的移民和难民，未发生民族意 义的集团

影响力的，堆本卜就已经不存在 “跨国民族 ‘或族群)“的诸特

川:这也就是说所谓 “跨国民族”，其不同部分 一方面要在历

史、文化及心理 [保持 定的共性 ，即具有一定的民族认同感

fa li 方面，L们在xrf1 14 wik族政治体系或者说政治生活中至

少也要够得上是相对独特影响的集闭成员或族群，或是族休意义

的政治势力集川，而没有完全丧失原族体特征

    我们以为，从文化的角度谈论民族，强调历史、文化、心理

等民族特征，当然是站得住脚的，但是这井不意味着这此特征就

枯民族属怜的全部。客观地讲，民族除 I’它在历史、文化 、心理

等方而的特征之外，无疑还有政治属什扩。我们知道，民族是

种系统或体系的存在，这就注定它的务个构成要索以及它的区分

州特初1、彼此之间都处7一种相互依赖 、交互作用的状态之中，

从而使民族具有内部的有机件 .凝聚件和外部的一定程度独立性

与集团性 同时山丁在民族构成要素 (或者说形成要素)中具

石物质U础方面的内涵，在民族的队分特征中具有某种经济与文

化方面的规约    工是在这个意义卜，民族是有一定相关利益的集

团 囚此也就 自然存在民族的政治文化特征 ，所谓政治和政治文

化 .木质 卜就是在利益原则之下的权 力关系和权力过程。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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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昊治R认为.k族的木质属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维属性的总和 民族多m

属性巾的征 属柞ah不同的根源，表现为不同的功能，呈现出不同的层次。民族

本质的多维属性包括A别属性、呀产属性.语言属件 社会属性、阶级属性、文化

401,空间属竹.时fdl属性，人S wilt, VAXit 政治属竹等11个方面 ig.属
性之间辛践t相4重合，错综联接.形成 个有机榷体。W,哭治清 (论k放本质的多

维属件)，我《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9 (3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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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民族囚家如何构建民族社会结构与如何协调民族权利机制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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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分币要的 因为民族的稳定性及其内部结构 与社会结构密切的

有机联系，必然使得在其内部成员之间 一 进而延伸到外部族体

之问一 产生出各种权利关系和政治关系，发展出形态各片的政

治愈识、政治组织和政治休系 事实 卜，不管从历时的角度着

眼，还是从it时的角度出发，仔细分析各种民族现象，不难发

现，无沦在民族内部，还是在民族彼此之间，抑或在民族与既定

政治体系的齐种不同形式的关系中.都时刻表现出它的这种政治

特州- 一民族I阶级、国家、政党.宗教、法律等等各种基本的

政治范畴以及各种不同的利会政治生活方式的交 F关系是显 IN易

见的; 民族关系”、“民族 主义”.“民族问题” 的不同政治色

彩足毋容置疑存在的 (这时民族无疑是作为 种利益集P11和政

冶权力集团而存在的卜 民族以政治主体 (独lY:或半独立)的绎

份出现，会近乎本能地追求这种地位的倾向也是极其常兑和普遍

的  所有这些， 一方面说明民族范畴的相对性，同时也表明民族

的政治属性是 个a本的事实

      与民族共同休构成的多级序和多层面特征相联系，民族政治

属性的表征明显也具有多IF,面的特征 例如，基本民族单位和玄

观民族 单位都有它们在政治 卜的意义。以国家为范围而形成的多

民族共同体，实际卜就是 种 ‘·民族政治共同休”5:.  而民族支

系对 1民族来说，就是需要在政治 I加以移合的对象，是民族政

治生活 ’J政治问题中的政治资X  就此而论 ，它本身也就耳有政

治性 民族的政治属性 的表现形式和w度也不尽相同一 这要取

决1 系列轰要的和复杂变化着的因素，其中包括民族族体的发

方层次，民族利会的发育阶段和具体的政治结构 .族际关系 与114

)P M 切博尧萨罗夫;《民族.种族  文化》.，2页.北京 A:方出版
(1.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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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关系的不同态势以及民族与国家政治体系的4,{司程度和不同什

质的关系等等，比如.1干何民族都有「]己的政治生括 也都各自

具备实现它们的政治H活的民族政治体系、这种休系即可能采取

囚家的形态，当然，以民族为单位或以民族为难础的国家政治过

程，是民族政治属性最为明确 、1 为集中和最大程度的表现 ill

不足a 的表现 ，也可能采取 作国家的形 态，或者是若 1具有过

渡愈义中间环节或中介形式，在某些情祝 卜甚至还有这儿种形态

月存4补或者胖擦抵触的情形一 在多民族网家的少数民族、侧吧

族群体或作土体K族族群的社会中，往社存在着1卜国家的齐政治

组织'i政治休系，C_们或者兼有部分国家政治休系的职能，61为

统 的国家政治体系所包容.或者促使国家政治休系的实际运转

做出 V-种让步或变通;i)民族处 于组织 卜相对涣散状态时，政治

属叶常常就不人突出，叮能处1一 种潜在状态，但这J仁不等卜没

有政 治属件 .相反在高度组织状态之 卜，民族的政治属 H-.往往就

淤得强烈而易膨胀盖从厉史匕吞，部浩不仪足 种血缘I引休，亡

还常常是 种政治和军事组织，拥有自己的活动范围，并有相应

的权利休系;部落联 盟则更具明显的政治性质一一 ‘它鼓初是

山某种需要而引起 (如防备外来袭击)，最后则成为永久胜

的， 1很明显，实质 上它就 是个政治联盟— 这种联盟恰恰 又

成为原始群休向更高级族休过渡的有力推动，摩尔根将人类的

  政府观念” I溯到r氏族部落组织，是有其深刻道理的_似是

lip,始民族的政治属性无疑深受血缘关系的制约，原始的政洽生活

也常常采取了血统 、娇姻 ’J亲属制废的形式。部落联盟之后的族

休形态，由于地域因素的加强，民族政治E-1性便有了更加强化的

可能 ，马克思 .恩格斯的 几“过渡” 论断 (野蛮向义明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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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SL思 《摩尔根 占代几会” 书摘要》，108贞，北京 人}引心版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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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X制度p̂I国家的过渡 ，地方局限ft向民族的过渡i'0就深刻地

说明1这 点。至干民族共同体的近现代形态，即与社会化人咐

产相关的近现代民族、由于JC内外联系 .交流空前频 繁和活跃 ，

儿乎达到r尤可躲避的地步，利益关系空前的紧密和复杂.囚此

」t政治属陀也就表现得个前的强烈

    民族的政治属性是 个裱本事实，而1]这 个事实还不是绝对

的 孤V_的存在 一民族的政治属性是民族其他各构成要索或特

征的总结和集中.但 是山 1它们 彼此 之 ul自然 地存在 (所谓

  自er地存在 ，II- 本的原III就是民族本14是 种系统) 种

了J动X系，因此已又使后者- 包括民族语言.民族文化.民族

地域 民族经济与民族心理等在内成 r亡的某此资源和农现形

it. i乍往其有 J政治椒初的性质 一 关 1-.国家制度和少数 民族语

  1政策的争执就具有确定无疑的政治性质 ;41很多情形之 卜，民

族称谓就来自某些政治 I朝或国家的称谓 这  一事实、无4F也可

以右17是民族政治属什存在的有力 W1 "E 而且由 I系统 要求的

.'I动 还有 个 ‘彼此促进，彼此加强”的作)fli. Ihl'J?I r

政治属If功能发挥得越淋漓充分，民族的济言、文化、心理等特

(J tL就表现得越充分  在不少MikF，政治统 或分裂 、政治苹

命.国家政治体系的确 v_和I-行，往往意味着民族族体特iii和民

族社会特征的某种变化  近代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育就是

典型的例证 在对跨国民族 (或族群 )的考察 中，除 rA文化

的、卒1会的现象，其政治属性的存在 、表现程度及其影响比 一般

民族史强烈而复杂、不认识这 点。无法对 些问题给出深人

的.今人信服的、有意义的解释

    对跨围民族而言.当不同分 支的政冶属性充分发膏.发育列

  马克思.恩格斯

人民出版社.1972

(挤尔巴哈》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枪.枪 % 少

化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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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1N际政治休系中分别能以独立的行为平体出现，或者已构成某

  11为于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时 ，往往也就怠味着 种新的价位趋

向的诞it，意味着以fl我为.卜心的、新的民族义化.民族仓识的

发介和传统义化、传统意识的根本rl的蜕吏 至丁川‘些处J零故

状态.缺乏群体政治色彩的民族分支.山于件往形不成群体文化

特征，则根本就小好右作见所在同 个族体 当然.把民族分X

的处堆 当作跨 N民族现象识别的 个EP要参数.强调对讨象的现

实的思芳.并小巷味着问题的iJl 6i w决 所谓 ‘4政治处境 也

只足 个相刘终体的标准  一 它本身也处在 个不晰变化的过程

之，}‘，韦可能推确到叫以址化的程度芬同时民族现象的千姿自态

和变化莫测就it定再伟人的 ‘理沦，’都有它照顾不到的地力、

了曰可 条 规律 都存八它说小洁的例外 刁、过.从集团吩响

勺 或政治属们这 类参数出发，我们认为，域外的藏民 .境外维

杆尔族民获得水久居f时灯I丁仍保留I1国国籍的美围朝鲜人之类的

群休.我们认为都可以按跨囚民族范畴的跨同族群对待 而关注

且动向.进行有 关探索

    从这个U 来说， 般+aFSC FFe )"we I也只对准)Jl5此典塑

的 有现实W响的现象和个例 曲另 此 作典型现象和个例  一日

有现实形响，则往刊足囚为亡们与 一此矛后 I冲突等介,1题有关、

否则 般就不会进人研究者的视野 但个球化的k3济义化!1动发

展.却使跨国民族的和平领域.和平跨居关系研究领域也I1益jl

阔，所以，从宏观理论角度来讲，本书对跨国民族理论间m的研

究实质L也包含民族问题以外的研究 相对 一统的民族义化.民

放心理和不同的现实政治归IW61就注定 跨闰民族  是 个

“多巾 的角色，是 个有多at影响的存存 站在 “跨N民族’、

的视角考虑，跨冈民族 关系的研究 ，这 甩的 “关系‘ I几 V包括

族体 ’J所在囚的关系;小同分支1司的关系;不同分支所在网家彼

此间的关系 相比较而 言，这此 无疑都是 作常现实、非常敏1

  ·飞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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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XJ世界所关日的方IGI 协数当今优界的济多热点.If细分析

  此 多民放国家多年小煎的顽乔，’J民族跨IF A]居们关的不6少

I" IJ
囚此跨I明kL放片能充分发挥促进 利平跨居 的 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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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研究的怠 义也自然会汲扮不I司 般

    第二_节    跨国民族社会特lif

    八卜1论 跨{刚吐族 it会特祠之前，找们先就民族 11le族

社会IF1关系们 简.羊分析，韵是理沦铺垫

    朽为 种人们J七卜司体，民族是 种it会的存在，一盯不仅足

种观念r肉 愈识的存在 任何 个民族集困都有J七发展的轨迹、

有It现实的.UJ史的坐标，都 与 定的生产力式 .生活方式 组

织方式 交往方式、动员厅式等相联系.急是处在 定的族际关

系 集团关系、IA家关系、国际关系之中    1州可 一个民族成员都

有儿相I ftJ4I会地位和社会关系，扮MY T1同的社会角色_1毛族

自呀就k 个社会系统，I司时它义of能构成更高的社会系统的

邓分  比如，我国汉族社会是中r*I民族社会 (或荞说中华民族

it会)的 部分  中华民族义链国际社会的 部分、所谓的民

族共同沼言.共同义化心理未质等族体特征也是 种辛1会性的存

在，囚为这甲实际1包涵 了两个故本的前提: 共同  意味着

  群休州 ，‘特征 怠味右 ‘相对性 而群体性就意味着内部

fl会关系的存在，扫1对性则意味着外部关系的存在一抽去r社会

ar.连 人的概念都成 f问题，至干民族共同休是何种情形当然就

电难以想象了，或A说报本就无从谈起 现在学 术界有人明确地

把1i会属性总结为民族的从本树州之 。也正是从这个角度而

一汹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 定的民族特征产生、存在 」 定的社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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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实践 但是由J民族历史发展的内在不平衡

族际 芜系以及民族内 部结构等 多种变 量的制约 下

即在自然环境

  同 一民族ft内

份﹃L
巨
部齐组成部分或支系之间的演化速率、发展取向以及民族及其文

化对书同生存发展环境所作出的生态性适应与选择等汁往不尽相

同.11此.现实.I民族 tj人类社 会形杰和社会II活的关系又71川

跨
国    司能处 丁

f}会政。:
ITif民族共!“
N  k“个卜
综    石 史多解

论 名卜不1。

在某些 具休 的历 史条件下

个单纯的社会形态之巾.拥右 种统

    个民族有

而又独特的社

戈者 只属 IV 种 经济 仆产羊 T1

必、即 讨石

在这种情况!‘

  个民w9li成 I

如我国的仁家族.裕固族、锡伯族等等 然[fl

  个K族往往可能同时处于儿种社会形态或择

展阶段 ，从而形成了儿个不同的民族社会 这

样同 民族就可能只有不尽相同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q，丫舌形

态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前我网拜族内部就呆现出不1司的社会

形态特征;我国现代民族人多处杂居形4; 因此多数会双语.厂

有多种不同经济与物质文化生活，即 个民族除r亡的卞休部分

组成 个乃至丁若 I个民族社会的同时，宁1几往还会有部分成员或

多或少地介人其他的民族利会，或r� 其他的民族共同构成另

个多民族针会系统 我PI社会就是 个XOIJ的多民族社会，民族

之问的彼此介人也是 卜分常见的_现(f我国港 .澳 .台地V的中

国人和大陆内地 人在政治制度、经济文化生活各方面就存在很 人

差别;至 r境内中囚人和海外华人的it会性差异当然更是不言1(l]

喻，所有这卿都表明，民族与民族利会是不能相勺混淆或者完全

等同的  民族或民族共同体主要是就族休而斋的，它靠 定的族

属意识 、文化特征等等来维系，而民族社会则强调的是共同的社

会月活。对这一问题的明确认识，在我们看来有着极其重要的意

u , l白小仪会加深我们对民族问题的理论L的把握— 比如当我

们对诸如民族定义之类的问题展片讨论时，将民族与民族社会加

  ·3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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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区分就会在相当程度上拓展我们的思路，而且还会保化我们对

一些现实问题，比如 “一国两制，’方针，跨国民族现象的理解

    毋容置疑，社会属性并不是民族共同体的特有属性，它也不

构成民族存在的直接标志。但是由于民族族体特征的发育、形成

是人们长期社会活动的结果，一定的民方;绮犷征的存在最终必然要

以一定的社会发展状态为依托。因此民族与民族社会之间从吻合

到分离，或者从分离到吻合复归，事实上也就是一种民族过程，

其中既有民族族体过程，也有民族社会过程，是两者之间的辩证

统一。它们常常构成民族族体分化与聚合的主要方式或者说常

例。民族的分化乃至于裂变，往往是从同一民伪沪生了若千不同

的民族社会而稀 的;同样，民族的聚合复归或者访矣际同化最终

也必然要通过不同民族社会之间的沟通、交流、接近与融汇来实

现的 这种认识对当代民族分立主义膨胀的时代来说，是很有惫

义的。正是从这个惫义上讲，讨论民族问题，就必须既要着眼于

民方乡摘矣体特征，又要着眼于民族的社会特征，对它们之间的动态

联系有充分的认识，并重视进行现代流动机制、文化传播机制的

社会化构建

    民族社会是一个内涵颇丰的概念，谈论民0壮会既可以从社

会结构①的角度人手，也可以从社会生活方式 (如吃、穿、住、

行特征，社会化消费方式、社会保障问题等)、社会关系 (如生

产关系、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姻亲关系、族际关系等)、社会

控制间题 (指社会组织利用社会规范对其成员的社会行为进行

约束的全部过程。社会控制自成体系，其基本要素有政权、法

律、纪律、道德、风俗、信仰等)、社会变迁和社会发展 (社会

    ① 指社会共同体中各个基本组成部分之间的排列、组合和形成的比较植定的关

系和构成方式。社会的a*结钩有经挤基础和上层建筑。它即包括经济结构 (如所
有制结构、产业结构、分配结构等)、政治结构 (如阶级结构、政党结构、民族结构

等)以及愈识形态结构等宏观结构。也包括家庭姑构、群休结构等徽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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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迁主要指利会结构和社会体制的变化;社会发展主要指从传统

  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民族社会fn]题 (即大多数rt来是不11

  常的、需要通过社会性行动加以解决的现象。如:贫困问题.环

  境问题、人「irnlw. SIit问题、教育问题等等)等的角度着眼

  木书在这甲时论民族衬会，意在探讨跨国民族社会特征及其演变

  机理，因此不可能面面俱到，一 论及，而只能选择几个与跨国

    民族关系较密切 、相对较为典型的切人点

        民族跨国而居必然 无例外地会导致民族社会的不统一 处在

  不同!W度的不同民族分 支的政洽、经济  文化牛活往往会早现出

    各不相同的态势 这种差异与N内某民族的不同支系，特别是这

  些支系义跨越不同的行政区域印，如我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彝.苗

  等族之间社会发展状态不一致②相比，尽骨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

  比如小同的自然环境、族际环境、人曰规模、Ili史根基、内部结

  构、聚居状态、彼此交往状祝等等，无论对跨国民族不同分支问

  的 “差异 ，还是对国内某民族不同支系间 的 ‘不 一致” 来疏，

  都可以算作根源性因素，JE作川及影响形式 般也不会有多大的

  1YII但是它无疑还有具特有的不同的具体内容  国内某民族不

  同 支系社会发展状脱不管怎样不同，石国家背 饿 (主要指政治 .

  经济 、文化 总体发展趋势和氛围)这 层 面上它们 是平等的 、

    致的勺因此相对而言，‘亡们之间的差异是有限的， 般不易在

  补会性质、文化基调等深层闪题上出现迅速而显A的根本性分

  化，r(a跨阔民族恰恰在国家背景 1就出现了差异。而且国家这种

    因素对民族社会的作用徉往+分强劲有力 、影响更加深远，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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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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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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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  有的研究者把这种类i的民族也算作 r跨界LI族。木过这甲的 界”不指

N界.而r指行政区城的界、在丈行民族V域自治的国家中。而这种不同行政试域

的 ‘界”律往也就是不同区域文化达到的 ’界+

    ② 参见林姗华:(民族学通论》，12S -145贞 北京，中央民族人学出版社.

I W7;黄光学:(中国的民族识别》，Im嗽，北京，民族出版社.IWS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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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1司民族分支社会发展就更多f  一份变数，彼此之间的差异就多

带孔鲜明的国家烙印 跨I}1民族之所以特殊，其原因也就在

这 吧

    透过纷繁复杂的表层现象和杂乱交错的具体细 佑分析.影响

跨I>J民族利会发性或斧说造成其不同部分社会发展不 平衡的囚家

囚术.实LF I也就是影响 般意义 1的民族社会的国家因素 .在

我们石宋ljJ分解 为以 卜这么儿个 上要从面

    首先是国家主流文化底蕴

    听谓114家 I流 义化就是指 在历史 卜随fi I+V家的形成'(Ti产生

巩固和发展L来的、在现实于!会，!，义11,主导地位的、表现在寻常

形态的人悄物理，价道民生的那 种文化体系和从本价俏取向〔

亡竟味者 种普遍的人 厂 毛低 、 个I大的梢神道场。在大多数

"'', My F 这种 文化休系会得到官方的认,,I和提倡，其 主i  "tvp,

I Ni1 Ii体 民族 (i#往 fl,人flM S,历 史最悠 久，TI会现代化

程 t缺高的民族)的传统 义化

    ISi史的发展水远小Of能绝对平衡，存fF何时候.在任何地

方，总会有所内显，也会有所从属 因此在任何 个国家内，社

会 文化 急会早现出 定的层次 。上 卜一枝门卜 核心一侧翼是 种

极no常的结构 当然，这种结构是 种动态的存在.有所不同

的只足 1三1一与枝叶的比例，核心 与侧翼的距离 而从这 个意 义 卜

说，1司家 七流文化的存在是历史的必然 ，是社会的常态。如在英

羌国家 其 士流 文化就是盎格鲁一撒克逊一新 基释教 〔即所谓

的 W ASP) 文化的延伸;直:中东阿拉伯国家，阿拉伯一伊斯兰 文

化就是其」流 文化;在我国。上流 文化就是以中华濡家文化为内

核那种世俗 文化。」流 文化实际 f规定着国家v个社会生话的从

调，在很尺程度上影响着社会成员基本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

钟 卜不同国家环境中的不同的民族分支 一一主要指在所在国内处

j非 1体民族地位的那此民族分支，由干受到不同主流文化的浸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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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和熏陶，往往在基本思维模式和价俏观念1虽然会W度不同地

发生 定的分歧，似各白仍或浓或淡地都会散发出 一种所在国卞

流 义化的 “味道”_这种差异不要说 专门的研究人 员.就是 一V

的人，只要阴意 上此 ，都不难恳觉到它的存在— 这种感觉或者

来自亲身休验 或者来「1铺夫盖地的传A信息。不容否认，美国

华人与我国因内 般 ri姓相比，这种 “不 样’ 其至 可能具体

友现在对某个具体事悄的反映{、或对某个物件的好恶卜、或对

某份职业的选择 1、或对待子k的态度 1.或对婚姻家庭的关系

I、或对业余时间的安排 卜等等。而概括性地讲则就是牛活习

肌、思维观念、价值判断 1_的差别。总体来说，美闪华人，特别

星在美国I生t长的那些人所表现出的个人1义、独在梢神.理

性观念 、法制观念 、竟争观 念、科技意识等比大多数普通，{，囚民

众是比较强的  相反，中国百姓身I所体现出的宗亲意识、T体

观念、政治热清 .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利习咫与美国华人撇然不

lo] 不少海外华人对中N文化仍保持f相当的兴趣，对.I-I.1也颇

有感隋, d他们回国看看.投资家乡他们也乐意，但是如果it他

定居，像子常中因百姓 样生活，却多半是不A习m的 近儿年

陆续出版的关于美国华人生活状况的 一此文学影视作品就对这此

差异进行 fI分生动、保}19的反映  3实匕 这种 不习IR

A至在 此留学仅仅]L年便回同的人4上都有 定休现

    '1rRrfi f-lhI hyiM1Vi. Lei' fir之(Pi文化底色的对比度是不尽

相同的，有比较相近的— 比如英 、美国家利中国之间 、Ii本和

伊PiI之间的井异就相当惹眼戈 因此、A.国民族不同分 支之LEI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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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  美 I}学者寒4尔 字9顿 根据文化之间的亲疏关系，认为当今世界灯扑叮

LA夫休分出若 「文明群落 它们包括 A方 儒家.I I本、伊斯认、印世、拉1美

洲 斯拉夫一东止教和非洲文明，ti(交明的冲突》，载美国 (外交季HI). I9v?年
趁乍号 这种划分尽管有相当的可挑剔的地方 但是无疑也有相当的奄考价m [Ili

  文明区内国家之问的文化更具相近性。确实a客观市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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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I(TI有的分支之间则川能大

可能有的分支之问的差异就小

dr.，比如与马来西亚华人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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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华人之间的趁异相比，马来西 Il州 人和印尼华人之间无疑具有

吏多的,fl似之处一    家族.宗亲.区域现念在马来 印尼华人社

会产「话日，相"9沙遍 向这种观念n美国华人社会中就显得淡漠

同样.尹卜话在IX羌西方国家的朝鲜人彼此之间的反差无疑要比他

们’J初ft!人之问的反斧要小 ,te  我国国内仄民、朝鲜民上土义

共和IN的 般居民的社会流动什 与生活在美IW华人 .朝鲜人相比

址小可同11而语的，刘商品鲜济的感觉也是不可片论的_

    相钊来讲，国家川k文化底蕴对处J仆主体民族地位的民族

的鱿乡1111曰达者说此 类民族共同体对国家 仁体 文化底蕴的接受 和领

悟.尼 个比较 平缓的 .连渐进行的过程 国家背造 种氛田 .

.f以促进 推进这个过程，但除极少数政教合 的围家之外，大

多数囚家的国店很难作出百接具体规定一  规定社会成员心理好

恶 .价仇标 准 然 而这 种 ‘影响” 和 “领悟 ’却是 个 ‘移

性 的过程，亡触及的JE民族精神世界的最深层.而精神川界

的奎化无疑对民族的 系列社会k现利活动广{深远的作用

    从这 卜怠 义1讲.跨国民族 不同分支在这 个层而 I的无异分

歧是从儿日的_他们能否保持共同的民族意识或者这种共同怠识

的浓淡，在很人程度 I就取决 卜这种差异分歧的大小深浅 ， 般

来说，1闷家的仁流文化越世俗化.越开放.越现代化，IF主体民

族越容易接受.其传统枯神世w也就越容易开放而受到 同

化    相反，jML文化越神秘 越保守 、容通 t 89低 ，itH化功

能往利二也就越小

    其次是国家的蓦本政治、经济理念

    基本政治 、经济理念也就是冈家的政治 .经济主汁思想或者

说基木价值观 从本质1讲，它是以1几流社会历史传承的基木价

他趋向为其依托和从座的，或者说就是这种攀本社会价值取向的

                                                                                ·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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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 了刘现实的社会发展状况和外部环境及

其未来走向的 一种认识和理解

      毋容置疑 ，不同的国家 〔政权)或同一国家在不同的时101

其基本政治、经济理念往往是下尽相同的— 一般来说齐自的宪

法就是其政治、经济理念的较为明确的说明。比如，英.x等西

方发达国家往往强调基 」 “人权”原则之 1的 ”自由”、 “平

等，’，强调个人私有制前提下的市场 、利润和 自由竞争 ;朝鲜 民

仁主义共和国，占巴、前苏联则强调生产资料公有制下的社会大

同 、强调国家统一规 刽下的生产、流通 .消费 ，甚全统 的思想

建设;伊朗.苏丹等伊斯兰激进国家强调以伊斯 教义 (或以

伊斯’人精神为底色的法律)面前的公iL.强调国家控制下 义

小否认私有制的混合经济权式1':  十耳其则坚持 “共和 1义、民

族 1分义、国家 L义、代俗主义和改 良1兰义”;加拿大损调 文化多

n.:卢旺达Nil }v持种族政治、庄秦汉以来中国封建王朝多强调孔

孟纲常、中华 统。现在的中国则强调 ‘社会 主义特色的市场

经济”和 “多元 休’。从19世纪20年代初到20 ff l_纪80年代

木，俄罗斯坚持了儿 州卜的以集中、公有为原则的社会 卜义，现

在则又全盘选择1分散、私有为原则的资本工义 而这种基木政

治、经济价值观山于往往史直接地规定着现实政权的组织、运千1

方式和具体叫家政策— 包括民族政策的内客和走内.进 而也就

规定肴民放的社会牛活方式和民方针土会的演变轨迹 ，而IL'i卜流

文化的那种潜移欺化相比，这种 规定 ’总体宋说要有 力得多，

作川过程要剧烈得多，囚为它是以现实的国家机器为后后的

    比如，基〕其荃本的政治、经济理念，美国在制汀政策川.

总休来看更多地着眼 I_gr场经济需求 :鼓励 ]1发 .鼓励竟7+ 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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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参见吴入贵: 《原教旨主义怡伊斯伪囚家体制》
1991 (4),金官久 《伊斯 教与世界政治》 212 -215贞

R 《西亚}I洲》杂古

.5页 化京 补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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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以市场需求为原则的财力、人力、物力的自由流动和自由配

置;着眼丁公民的权利，而不是族体的、地区的权利一一即使某

族体、某地区享受了某种照顾，比如近}几年来美国政府对印第

安人.黑人在v育、卫生等方面给子1 定的补偿性的政策倾

斜 1972诵过的 (印第安教育法》规定印第安人求职时庄同等

条件下优先录用，向印第安人提供使III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的教

学日划.那么这种照顾在本质 L也不是为保护这个族体或地区的

特殊权利而来的，而仍然是以促进集团或地区内的社会成员个人

的平等享受其法定权利 为根本出发点的  法律 卜的 “平等’只

是属 l公民个人的平等。而小是从族体整体设计的 从地 方政府

到联 坏政府的职位 ，都不实幸f民族配额制和尺放代表制 、各个由

移民及几后裔组成的群体，不管其w居的414度如何，都不享有自

治权  具体讲，美国只存在建立在地域原则基础1的自治权，Ifll

不存在建 立存民族聚居原则基础 1的 自治权，巾第安人保留地是

惟 的特殊情况 而目从趋YJ I讲，这 例外也是过渡比的 消

失足迟早的事 E.之，‘4在美国，民族特性不弃许成为享有领 1_

t权或政治 「单独享有仟何管辖权的 一种手段  不'R̀许它变成政

治组织的排他性乎段，不Ti许成 方以民族原则为琴础的政党 政

治权利属于个人1hI作民族群体 I

    与关国利你寸比，前苏联则在 十月革命过程中就高举民族 r义

的人旗-一一提出 了民族平等.民族 自决的理念  建囚后作为这种

理念的落实，在政策 1— 从政治 .经济到文化-一 山就 卜分强

调民族的地位和权利  在政治 上，积极进行民族识别和划分，A

全积极 ‘创造，民族 ，就是if过政府的努 力，使分散的民族或

民放特征 、民族竟识原本 {分淡漳的民族甭新鲜活起来 月存法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1 迈克尔 诸凡兑:l多元个件》 《哈佛夫学美旧齐民族自科全Mr 转引1)
O t族与国家》 550臾



加”lr比坛m肛氏显略湘11叻
r卜即吧一邝口朋‘哪讨T用nsn叫。刘 F,1际u Gmuq

律 」规定 f在民族 自治区域内主体民族籍人 上们党 .政机构中优

势比例和其他非 七体民族代表相应比例的原则 在经济」，积极

进行民族 自治地区的经济公有制改造和产业月发投资 一 这种改

造和月发投资从其件质1.本来井没有必要有民族什，但是在民族

厂}治地区 般也叫做 “民族经济卜 n:文化 1规定厂自治的 仁体

民族济�和俄语井行使川的原则，鼓励民族文化教育原则，把自

治区以民族命名等等〔，为f进一步休现这种 “民族平'S'，中央

政府 度还主动地为 一此本来己经很大程度上俄罗斯化的民族创

制文字 在这种政策的牙向称用F，苏联民族社会显然就是Y,外

  种Of貌 相对而言，从外形I讲，ft族社会的轮廓'>D得 卜分清

晰:民族政府.民族经济、民族教fI(实际丘就是民族地V的

政府、经济和教育)等等显得有模有样，加深着对民族的记忆

民族的存在和发展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相对独,c的、较为完整的大

系统一一包括政治、经济 、文化各方面内容的存在和发展 从民

族社会内部讲，社会成员经济状况分化程度 、聚转人I I的流动片

自然要小得多，传统的价产、声仁活习喷相对吏多地得到保存，即

使出现变化，那也是保护K族性前提下的社会性变化

    同出  一理，前南1卜自人政权从 “自人种族优势 ，“自人至

! 等种族原则出发，实行保留地和班图斯坦制踵 (即自人监

份 卜的 “自治与 .特定居 住区制度 、通行证制度和职业保留制

度 这些制度分别代表着f人政权在团地 、城市住区、行动范围

和职业范围 方面对黑人进行的种族隔离。结果是 :约占南非人

!170%的黑人只分到占总网」面积12.7%的t地。1970年通过

的 《班图斯坦国籍权利法》规定所有南 作黑人必须取得他所属

的那个班图斯坦的 “国籍” 黑人失去 了起码的行动 自由和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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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山，只能从事自人指定的非熟练工的.低报酬的职业I).黑人

与其他种族的任何交流都显得异常艰难 在这种隋形之 卜，可想

111知T人社会会111一种怎样的面貌 资本积累薄弱:1987年

IIT南作从业人数14%的白人竟占有国民收人的67%;人}‘教育

水平低下:基本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社会横向裂变明显;

山1 合在 “研图斯Inn，一些黑人族休支系在诸如语高.习

俗 .产曰心方式 、组织方式 .宗教信仰 .民族意识等方面保阅了吏

多的传统性 ，呈现出非洲 人M普遍存在的 部族”社会 色彩

八与自人的牛争过程，「了，他们的政治、经济利益表现出吏多的一

致性 ,这种共I司的处境使他们在语言 .习俗 、牛产生话方式等方

而表现出有形成南非班图人新族休的趋势遭。事实卜。此类例证

我们还可以继续列举F去、

    由」基于越本政治、经济理念的国家政策对民族社会的存在

和发展有 如此深刻而剧烈的影响，而不同的国家，它的这种雄本

理念和政策又社往各有的特点，下是一个跨居不同的国家的民

族 ，比各分支社会状况旱现不同的态势 也就成了 种必然 当

然 ，国家问这种基本理念越相背。跨国民族不同分支社会存在和

发城状况之间的筹异也就A火。相反，这种基本理念越趋同.不

同分 支间的社会存在和发展状态也就越靠近  毫无疑问，与美囚

犹 太人和英国犹太人之间的差异相比，美同犹 太人和前苏联境内

的犹太人之fhi的差异无疑要凸19 44 4}。不说别的，英国犹太人和

美囚犹 太人在社会经济地位方面都存在严重的分化 .平民有之 .

    比    以m业为例，]，场年h种丁人的平均「资是黑种1人的10 7信.六L十年
代时这个比例迸 步扩人到175倍和20 1倍、1972 - 1975年间  由丁黑人的不断

I乍 此比例4'所V小，但仍然维持在12耳.} - r一白吉涅失斯摧: 《明年的乌姻塔

济》, 1JU 91,巴架。1975年

    飞    李毅人: (世界民族概论》。424 - 425良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衬
1W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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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京也有之。Ii帕9苏联境 内的犹太人中就少有这种现象      从理

论1讲就没有这种可能  同理，由」近儿十年来南美各1祠的政策

比较接近 一苹本 上遵循 种从 7 “闰民文化同质 性 思想的

·民族铭合”政策 (实际上是 种自然同化政策)，因此现在南

美各国的印第安人的社会发展特征和趋向也比较 致:在民族丰1

会现代化的过程中逐渐地消溶}I 个蔡休的国家民族之中

      第三是国家的发育进度和政局状况

      国家的发育进度在 一定程度 1可以理解为国家的现代化程

度 大体来讲 ，亡包拓这么几方而的内容:政府行政官僚机制民

L化和法律化，细密的社会分 I和现代企业制度 、国家簿记制度

的建 命，文化意R领域的世俗化、理 性化和科技化等等 宏观地

讲，叮以把闰家的发育看作是 个客观的历 史过 程 Ifll具休剖

析，基本)史文化特征、现实政治经济理念 、囚际环境 、内部族

际关系等都构成 r影响这 过程的重要因素

    ]史地看 ，国家的发育进度 与冈内各族体社会形态的发育进

度足紧密相关的。国家现代化程度越高，国内族休，特别是作上

体民族的社会演变就越快。身1的传统色彩就越淡，N族化程度

就越rT;而国家现代化程度越低，清况则止好相反。这几乎是

利，规律 究其根木原因，就在干囚家现代化程度越高，其政府行

政能 力和责任感就越强，国家的建设规模和开发力度就越 火，闰

家经济的整合力和社会信 息的穿透力就越犀利，N民教育休系和

人众文化传播网络就越发达，基 州 泛的社会参 与和理性思维的

1习民文化就越繁荣，越具影响力。而所有这些对国内族体社会而

言自然都意味着深人有力的促动、冲击和改造。在一些发达国家

不呀族群和移民集团原来处于 一种怎样发展状态，而对结构稳

定、职贪分明的政府机构 ，严密完整 、无可躲避的法律休系，数

额庞大、梢心规划的国家投资，无处不在、高速运转的市场经

济，月放发达 、规模宏人的教育培训网络，铺天盖地 、无所不包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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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媒信息等等，他们现在只能以国家的发展状况为参照点来确

定 自己的存在和发展方式 ，而且这种适应还必定是尽可能地快 .

因为在浩大的社会潮流的冲刷 、裹挟下 ，想慢都慢不 下来「相

反，还处于 “部族政治”阶段 的国家里 ，如非洲一些国家 ，那

里在实际生活中起支配作用的，经常不是国家而是部族。政治L

的赞同与反对主体是按部族标准和利益表达的。对部族的忠诚远

远超过 了对国家的忠诚。各部族集团为了争夺权利常常兵戎相

见。疯狂仇杀。差不 多$ 一位领 导人 []头 上都对 “部族 主义”

表不痛心 ，但是很少有人 真正能在行动上与这种东西彻底决裂

许多国家领导人 与其说是-囚的政治家 ，还不如说是某个最强大

的部族的首领 一些 国家十脆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则 :儿个最

大部族的酋长轮流担任国家的最高职位。想尽办法把好的职位和

机会留给了本族的人，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事。一个政治或军事

片领必须从本部族的成员中选择最亲近的人担任 自己的顾问和卫

队。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其自身的和政权的安全，也才能保证政

策的 定的连续性 巾央政府多半软弱无力、缺乏效能和必要的

权威 ，往往满足于政权的稳定而不是尽心竭力去分享或改造部族

的权力 鸭个国家更像 个封闭的、缺少信息和物质流动的、停

滞不前的村落，很难感受到201 0.纪人类Ui史发展演化的气息和

领率 任何族体发育都很难远远超出 “部族，‘刊_会的水平。完

全可以想象，如果一个民族跨居在发展水平如此不同的两种闰家

毕.小同分支的社会状况会出现怎样的差异 而事实土国家发育

进度方面的差异史比这两种对比要复杂得多_

    关于国家政局这一点很容易理解。政局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

到利会运转能否正常地、有秩序地进行。严重影响着政府的施政

能力、施政重心和施政效果，国家财力、人力、物力的使用和分

AL.国内族体地位、处境和族体白我意识的变化 在和平环境

卜政府机构协调、政令畅通，有计划的国家建设和地区开发、积

                                                                            刁9



Cumprhensivc Di.ouelon on
'[Morvwnl Issues dhenpnenonJ EJmlc Groups

极的杜会规范，培育民族方面的生产、生活节奏等等，均可自觉

发展;在动乱中，特别是在围绕政权进行武装斗股或国家问发生

恶性冲突的环魔  F，政府 〔且不要说根本就没有政府)既不可

能有多大的心思去认真考虑，也不会有足够的能力和精力去组织

整个国家的经济 、文化建设和iff德纲纪的培育，去改善落后地区

或族体的社会面貌。而国内民族则极易成为国际或国内政治势力

或 可资利用 的棋子— 如波黑塞 、克 穆一族，阿富汗的普什图

人等。民族成员更多地成为炮灰或难民，连基本的生存都成了问

题，何淡生产和积累 1而且在这种情况 「，原本正常平和的民族

心理、潜在隐含的民族意识往往也会变得极端、凸显，进而表现

出强烈的排外 、仇外色彩。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政局稳定是闰家

发展繁荣的绝对基础，也是国内民族社会发展繁荣的绝对基础

而政局动荡，只会带来社会发展的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由于国

家政局对 切方面具有如此强烈的影响，因此对于跨国民族的社

会发育来说也就很 自然地成了 个举足轻重的因素— 不同民族

分支如果所处的国家的政治局势各异 ，比如一个长期稳定 ，而一

个内乱不止 .那么其社会发育特征出现差异也就是 一种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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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章    民族分 裂主义 、宗教

            极 端 主 义 、恐 .怖主 义

            与 跨 国 民族 (族 群 )

              问 是U=

第一节  当代 “三个主义”的特征及

“新月形”动荡带与跨国民族

    (族群)问题的交织

一、“三个主义”的概念特征及其与

        跨 国民族问题的交织

    分裂主义 一般有地方分裂主义和民族分裂 上义的V

分，而当代民族分裂主义主要是与宗教相联系的极端民

族分裂主义。极端 t义也有将之分为政治极端主义.经

济极端主义 宗教极端」义、民族极端主义和文化极端

主义的，但在当代已具有规模性影响ii造成重大危害的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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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主义，一殷认为是以伊斯兰原教 旨主义 (Islamic Fundamen-

talism)为代表的宗教极端主义，包括恐怖主义，这二者，从思

想体系L剖析，则都具有极端主义的共性特征。《苏联百科大全

朽》认为“极端主义 一词源干拉J一语e,吮 mnw〔意为 ”极度

的勺 I通常指称偏激观点和采用手段的极度倾向①。不过，分裂

主义的共性特征是打着民族 与地方利益的旗号，企图建立维护分

裂特权集团利益的统治，井为此进行以分裂主权冈家的某块领 上

为真实 目的的活动 由于当代分裂主义v团多 ‘’采用 r柱恶的

恐饰主义形式”的叛乱，所以也可称为 “叛乱的恐怖主义”(2

这类分裂主义的当代时代特征是 般都利用 同源跨 国民族 (族

群)关系和同种宗教信仰关系进行分裂活动，即进行争取同源

同信仰民族 ‘主权 和 “自治权”的各种极端主义活动

    我们认为，当代流行的宗教极端主义有 一类仅表现为与伊斯

牛现代主义和世俗派对立的一种 ‘·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

伊斯兰”、“不要宪法，不要法律，古兰经就是一切”的思潮和

卞张屯但另一类则露骨表现为偏离宗教弘扬和平的、真、善.美

的价值观和善良宗旨，而以宗教为外衣或动员臼号。在谋求建ll

宗教特权阶层的统治 为真实日的的极具偏激色彩的主张 卜，进行

  一系列极端的、甚至恐饰暴力活动。按一般推理，各种宗教都可

能产牛极端主义 ，所以在观察世界宗教的发展t势时，人们小仅

密qJ关注甚为活跃的伊斯酥原教 旨主义，也广泛谈论基督教、犹

太教 、印度 教乃至佛教的原教旨主义 、极端主义倾向 〕如:20

世纪 90年代以来、印度教内的极端派别发展迅速 .导致与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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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 『苏1伏缭金斯基主编:《苏联大百科全书)，第相卷.427更 莫斯科国家
科学出版社，俄文版

    ② 杨恕译:《中亚和南亚的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和宗
教极端主义对中亚和南4的挑战 国际研讨会论文集》，145页，兰州，兰州大学出
版社.2W3e



Chapte Three; Ethnic Split-‘ Religions， Eieemnm, T烹wand lmuc d Trvre ions] EJmics  J}

伊斯，教之间经常发生冲突，严重影响 了印度及周边地 区的稳

定 1992年 12月 6日 印度教极端组织 世界 印度 教 大会

动几 I万狂热的印度教徒聚煲到北方圣地阿约提亚 用锤 子和镐

头仅 5个小时就将巴布里大清真寺夷为平地。印度教和伊斯 竺教

(F. Ne.呼)

奖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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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因 11庙寺之争”在阿约提亚m成f长达数月的大规模流血冲

突事件 ，导致两千多人死亡 、数千人受伤和 届政府倒台，事件

还波及到巴基斯 坦、孟加拉国和阿富汗等国，艇惊 了全 [It界

2002年赛天，两教之间又发生了大规模流血冲突事件 造成近

  下人死亡。不过，这毕竞是个别地N_的个别事件。而伊斯兰教

极端主义则广为流行在中东中亚等地区 ，并形成世界各种矛盾 、

冲突的交汇点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冷战格局结束后发生的各种

分裂主义和地区冲突。特别是与宗教、民族相关的热点问题，不

少都 与伊斯 险原教旨主义相关联 ，因而人们总是对它投以更多的

rl光

    在西方学术界，‘·原教旨t义”( Fundamentalism) 一词原是

用来形容相信 《圣经》中传统基督教信仰运动的 按照 《牛津

4语词典》的定义，“原教旨主义”的含义是 “严格地遵奉基督

教信仰中原初的、根本的、正统的信条”。《韦伯斯特英语词典》

称原教旨主义 ‘是 一场运动 ，它强调在字面意 义 1严格遵循

系列基督教信仰的基本原则”。20世纪六 七 于年代 ，当伊斯升势

力在阿拉伯世界逐渐形成一场社会运动时，西方学术界便将

“原教旨主义，’这个术语加给了伊斯兰运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最早兴起 于 18世 纪，后来 被 立为沙特 阿拉 伯 王 国 “国教 ”

( state r ligion)的瓦哈比派教义是原教旨仁义的早期形态。但瓦

哈比派教义没有现代思想 ，而与现代的伊斯兰原教旨主 义有所区

别。现代原教旨土义兴起}' 20世纪，始建丁1928年，颠峰时曾

拥有百万信徒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是L一个世纪以来最有影响的

伊斯 件原教旨主义派别组织。“今天的伊斯兰极端 主义是一此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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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派别的融合体，他们企图使整个当代社会变成神权社会，法律

则被明文废除— 他们 自己这样解释，， 为达到这种 目的。有此

人甚全认为 “恐怖主义有其合理性”。到20世纪80年代，以巴

基斯坦为基地的各种原教旨主义组织和极端军事组织兴起，其代

表人物奥萨马 本 拉登声明 “杀死美国人和他们的同盟者及

军事人员，是13一个穆斯林在任何国家都应服行的个人义务”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基地组织策划了 “9  IF'事件井造成了吮

千多无辜美m人的死亡。他们通过传播原教旨主义信条 ，造出各

种泛伊斯兰神权国家。国际恐怖组织就由此而来①

      般认为，恐怖丰义指借助社会、政治或意识形态理由系统

地使用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通过这种恐吓迫使自然人从事有利

上恐怖分子的行为或实现恐怖分子预定目标;其行为卞体是极端

运动和极端党派及团体的成员、民族主义者、教权主义者、宗教

极端分子;恐怖主义通常发生在社会政治矛盾尖锐 .社会关系紫

张 、国家制度受到破坏 、局势动荡的地区和时期;社会和政治范

畴内的矛盾和冲突通常是恐怖卞义产生的基础。由于“国际法

刘 ‘恐怖主义’这个词没有进行明确的定义，因此，存在着

种困难局面 .即如何在恐怖主义和反对派或民族解放 斗争之间作

出恰当的区分 。从而造成 ‘4有时政府打击恐怖书义的努力却引

发 ar政府不愿意看到的非常现象的出现。据 一些当地观察家的

观点，官方打击恐怖I义的措施常常会被解释为对伊斯竺教的彻

底反对 这种理解使许多穆斯林变得非常激进。反而促使他们加

入到伊斯协恐怖主义组织的行列中去”J。因此， 定要明确孤

i有组织地从事犯罪恐怖活动的恐怖主义势力

    我们认为，恐怖 上义的定义可表述 为 恐怖 牛义是有织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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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计划地刻意采用爆炸、绑架、劫机、暗杀等等残暴手段袭击个

人、集团、包括无辜平民，蓄意制造大规模的恐怖气氛，威胁H

标方让步或扩大恐怖组织影响 ，以实现其政治目的蓄谋性犯罪和

行动。当代[14际民族、宗教的焦点H题以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动

荡往往都与恐怖主义利月1同源跨国民族和同宗教信仰族群有关，

而 只 “丁个主义”相互交织，成为他们的共性。我们下面举些

典型实例以便充分认识其表现与时代特征

    近年来跨国民族 (含族群、移民族体)问题所表现的最突

出的时代特征，就是其民族分裂主义往往与宗教极端主义、恐怖

  胜义，位 一休、同流合污地出现。反之，某 极端势力 (组织)

可能会同时利用跨国民族及宗教问题通过恐怖暴力手段进行政洽

一1争，那么，它就同时具备民族极端主义 〔实质是民族分裂、

分 立或分离)、宗教极端上义 (实质是建立神权统治 )和恐怖主

义 (实现政治 日标的 厂具或方式手段 )的特征

    在历史 1_和现实社会中，宗教极端 主义经常同民族极端主义

共 ( 体，如泛伊斯长主义与泛突厥主义共生节伊斯拜原教旨极

端主义与各种类型的民族分裂主义相伴，而这些极端主义又不同

程度地原教旨主义化和恐怖主义化。本 ·拉登领导的 “基地”

组织就是 一个两位 一休的组织，既是一个恐怖组织，同时也是 一

个宗教极端组织，恐怖是从其活动的特征L讲，极端则是从其活

动的程度 L讲，但它主要不是以分裂某个国家为目标，而是复仇

Vk恐怖主义.而车臣的伊斯 、志武装、“东突”伊斯兰运动，则是

  扮位 体的组织 ，既是极端组织 ，又是分裂组织 ，同时还是恐怖

上义组织「，极端是指其都利用和宜扬伊斯兰教极端思想，鼓吹

f·圣战”。借此发展力量，实现目标;分裂是指都具有分裂国家

的日的。前者企图把车臣从俄罗斯联邦独 立出去 ，建立车臣共和

国，后者则企图将新疆从中国独立出去，建立 “东突厥斯坦

国 ，恐怖主要是指其活动的手段。即借暴力、恐怖的方式或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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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宣布为恐怖组织的 ‘.鸟兹别克伊

为例。该组织就是通过中亚各国的

跨国族群的活动与阿富汗的塔里班有着密切的联系。“它在阿富

汗设有司令部，几千名乌兹别克和塔吉克宗教极端分f在阿赛h

基地的营地中接受作战和实施恐怖 、破坏行动等方面的训练。此

外 ，他们也从塔 里班那里得到资金援助 、武器和军火.}p7a 位

跟随乌伊运动领导人朱玛 ·纳曼十尼在山芥中度过 段时光的人

说:“每大 队义 队的人来到这里— 哈萨克人、塔古克人、

乌兹别克人、吉尔吉斯人、阿拉伯人、车臣人、维吾尔人、巴基

斯坦人 、阿富9f人— 他们都想跟随他从事 中亚的圣战运动’

这清清楚楚证实了这些跨网族群与恐怖主义的关系。此人it揭小

了这背后的w要原因之 :“侮天他要给儿百人提供吃住，还要

给他们钱花”，有人说，为此 ，朱玛 纳曼 T龙大最贩毒 。从事

“海洛因运输牛意”② 又如印度多次指责巴基斯坦利川孟加拉国

及其木闰东部推动在印度的跨国R'怖二1义活动，包括巴基斯坦煽

动作为跨国民族的克什米人的跨国境恐怖 主义。还有的指出 泰

米尔猛虎组织得到了生活在国外的泰米尔人捐赠的成千土万美

元，他们用这笔钱来发展泰米尔一埃兰的活动、生话在国外的亚

美厄业人将他们的资金给予了生活在阿塞拜疆的同N民族兄弟

他们控制着纳 免尔诺 ·卡拉 巴赫 自治州的秘密民族 分裂 主义组

织，并说J述 ’‘这些组织在资金雄厚的时候，就开始计划恐肺

1义行动并在他们的祖居地付诸实施，从而跨界恐怖主义就出现

r”〔因为在国外他们 般可以较自由地活动，跨国活动就成为

跨
国
民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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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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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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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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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 “二个主义”活动的特点。加上他们有钱，往往买通边垅

人员、锌察甚至官员，而 “轻易取得地方的实权”，使问题更加

复杂①，虽然我们很难肯定这类活动是被指责的国家行为，但却

明撇反映了 “一个主义”与跨国同源民族问题是交织在 一起 的

    而在中亚 与我国新姗 ，不仅生活着大量语 言相通、风俗相

近 族m和同的跨界民族，而 几与我新福的阿勒泰和塔城地区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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嚷的哈萨克斯坦的东哈州 、t}我伊犁地区接壤的阿拉木图州

我南疆接魂的 吉尔 吉斯斯坦的伊塞克湖州 纳伦 州和奥什州

f卧尔 }一纳徐她 ) 塔吉克斯坦的 戈尔诺一巴达赫尚自治州等伪

黔}r
IF,是近年极端势力活动比较活跃的地卜 特别是在乌 、

、
宗
妞
极
端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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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交界区和中亚南部 与南亚特别是与长期战乱不if的

阿宫汗接壤，塔吉克斯坦、1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分别与阿

钓12(M, 984, 160公里的边界线，且乌.塔与阿还存在着数城

众多的跨国民族‘中亚地区的西南和西部 与中东 ，外高加索及俄

v斯动I%的车臣等地区相邻;其东部与我国新疆交界，彼此有9

个宗教相同 、传统相近、语言相通的跨囚界民族 。这 一独特的地

缘状况，为1paG极v势力的纯存和发展提供 了较为便利的自然环

境 长期战乱的阿宿汗与，卜亚的鸟、塔、 上 =国接墩 ， 一闰的主

体民族均与阿跨界而居，其中塔占克族占阿总人II的30%，约

有5，)万，比塔吉克国内还多;鸟兹别克族在阿富汗也占8% -

10%，约有150多力_塔吉克族和r11兹别克族构成了阿富汗北方

联盟的土休，与塔、乌国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②中亚的极端

组织几乎曾经都在阿富汗设有基地，"9' 11”之前，塔利班及

且鹿护的本‘拉登 “基地”组织，不仅向中亚国家输出极端主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口，见前引哎中'1i1I南业的恐怖主义和佘教极端主义)，l8-121, fns一148
臾

    汗  参见郁文明主编:吸中国周边囚家民族状况与政策)，213, 221 -222贞 北
京.民族出版1t.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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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思想和武器装备，还;寸。亚的极端势少J提供资金和:十培A,
一    有时A至共1司对塔古克政府进行武装挑衅活动，成为中亚极端势

一    力得以迅速发展的41要外部因家之 加之，中亚五同的主体民

    族 与儿他民族的矛盾错综笼杂地存在.独 之后、这此民族在充分

学有民族主权的同时 有的也滋长 r民族主义倾向，这影响到他

们同跨网分居各国的非主体民族，特别是同俄罗斯人的 民族 团

结 各国独立后的新宪法 又都把本同主体民族的语 言规定为国

语，在下部配备、使JO方面明显偏重」主体民族_如在吉尔吉撕

斯坦，卜各单位 一把手必须是占族人，不管其是否内行，而原任

该职的俄罗斯人或其他民族的人，尽V是本行业专家，也只能退

居次位”片

    中亚斤114相与之间均存在跨国民族，相Il.间对某些边界地段

走向和邻N境内某些民族聚居区归属问题也有争执。历史原因造

成的各国民族构成的多样性及民族分布的大杂居、小聚居、相tj

间跨界而居的复杂状况 ，导致相 互间族际矛盾和由此衍生的问m

错综复杂、尤其是中亚国家某-囚的主体民族在邻N的聚}'; [X_火

多集中n边境地帝 ，这为区域民族分 K或分离话动造成」分便利

的条件  这此都使极端势力有机会和条件在为本民族或部族谋划

利益的[]i下从事恐怖破坏活动 ，井在民众中获得 一定的社会攀

础 这此地区 (如塔 鸟.塔 古、吉乌边境跨国民族地 区) 目前

之所以是中亚极端势力活跃的重灾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种状

况形成的民族清绪在作怪

    我们不能不关注中亚地区当前的伊斯 兰极端组织 、包括维吞

尔极端织织的 状涅 i 仅举员 民代表 I的 如前i*有维 吾尔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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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君 (转软时明的吉尔吉斯斯坦政治体制》 载 《东欧中亚研究》 月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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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分子在该处受训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 兰运动为例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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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成立于1996年，其主要成员曾是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极端

宗教组织的积极分子。该组织在 1992年 一1993年间被总统 曰U

莫夫明令禁J上，其骨卜分子逃到阿富汗和塔 与尧斯坦，在那里义

以同族源、同宗教族群为主组成了伊斯兰发兴党、上耳其斯坦伊

斯’人党.’‘伊斯兰圣战”等组织。’‘乌伊运动”与塔利班关系 卜

分密切，该运动的总部就设A阿富汗南部的坎大哈，这座城1行也

足}3�利班的老m  阿富汗是 “鸟伊运动”最重要的资金供应地

蟒利疥也时常向 鸟伊1v动’提供资金.‘4提供人力物力的支

持 ，足 鸟伊运动 的最大资金供应者和武器、军火供应地于

    “鸟伊运动”在塔言克.巴从斯坦、车臣等许多国家和地区

设有军事训练营 20世纪 90年代以来也进人 f活跃期，发展 H

趋犯撒  尤其是90年代后期，巾亚地区极端势力的迅猛发展及

其与我境内外 ‘4东突”恐怖势力相互勾结，不仅危害厂中业地

区的和平稳定 、也对找新摄地区的安全.稳定和发展 ，造成 厂极

代严 币的危害 、可以说，新翩 “东突”势 力的发展乃 至猖狱、

幼r亚地区极端势力的发展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比如:，t，亚地区的极端分了为扩大势力范围和活动资金，加

紧与我境内 ’‘东突 恐怖 分子互相 勾结，进 行犯罪活动 ，向我

境内走私武器和毒品。由f阿富汗 塔吉克斯坦和车1战争，A

，{，亚民问流失有大量武器，这既是影响当地社会稳定的 大A

患，同时也为极端分子v集武器弹药向新E;渗透和走私提供了便

利条件 1998年4月6口、在履尔果斯【下岸我海关与边检部门

就在羊毛集装箱中查获军用手枪冲锋枪、7-弹、手雷等一大批武

器的偷运案。据事后抓获的罪犯供认，他们是受盘踞中亚的极端

织i之·东赛国阮委 mom..19, 和 “东字解甘织织 ’，的指派行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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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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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u 阶引 《中亚和南亚的恐怖仁义和宗教极端丰义》 195, 222 -223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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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地区的贩毒问题日趋严重，部分囚家不仅成了南亚和东南亚地

区所谓的 “金二角’、“分新月”地带向外输送毒品的过境通道，

而且本身也开始生产和加工毒品。，卜亚地区毒品问题的源头在阿

富汗。根据联合国毒品控制计划资料显, , 1999年，阿富汗全

国28个省种植瞿粟的总面积达到91000公顷，总产斌为4600

吨，其中包括了450吨海洛因，共占世界总产量的3/4,按照吐

界上毒品价格最为便宜的巴基斯坦 的批发价，这此鸦片价值约

23亿美元。中亚的 “东突民族解放联合阵线”.“维吾尔斯坦解

放组织，’等极端组织还利用吉、哈境内的 “中国市场”掩护身

份，与境内 “东突’分子联系，向新a走私毒品和武器。“有关

边境扣押毒品的报导很多”，俄罗斯对 经阿富汗边境进人的违

禁品”加强厂打击①。而且近年来，吉、哈两国已成为来自跨居

土 耳其 、德国、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反华维吾尔人激进分子举行各

种聚会的场所。1998年夏，来自阿富汗、巴基斯坦、土耳其、

.I'、 1k及新疆的极端组织首领聚集在阿拉木图召开会议。决定利用

店住在中亚国家的维吞尔人为 “东突厥斯坦伊斯姑运动”筹集

资金井招寡兵士的对象 2000年4月，境外 “东突 分子与多

名国际恐怖组织头日在巴基斯坦白沙瓦召开会议，密商进人中业

费尔 十纳盆地 ，并向新疆发展的计划 据塔吉克斯坦伊斯井复兴

党 位领导人接受采访时说，与他的新成员 一起在自沙瓦受训

的，还有 激进的维吾尔伊斯长分子，他们不仅活跃于新姗，

而且活跃于有大量维吾尔人居住的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

坦 ②。盘踞在哈萨克斯坦境内的 “东突厥斯坦委员会 曾在阿

拉木图召舆近100名曾在原苏军中服过役的军官和 十兵，策划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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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I参见前引《中Q和市亚的恐怖主义和宗教援端生义》，82,3曰等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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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支武装部队，以骚扰我中国西北边境地区。哈境内的个别维

吾尔极端主义组织还叫嚣，“解放东突厥斯坦不能用和平方式，

不能等待，要靠武力解决”。据美国国务院2002年5月21口发

布的 《2001年度全球恐怖主义形势报告》披露 ，1000多名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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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阿富汗、中亚和车臣训练营中受过培训的 “东突

合拟对我边疆地 区实施武装袭扰L可见 实际 卜.

势 力相 互 配

中亚地 区 目前

既已成为包括境外 “东突”恐怖势力在内的

我境内渗透的前洽阵地，同时也是 “东突’‘

吮股恶 势 力

恐 怖 分 子在境 外 的

个重要活动 基 地 巾亚地 区的 “东 突 恐 怖 势 力不仅 已成 为

同际恐怖组织的 a要组成部分 其话动对我新疆及西北地区的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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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稳定构成了直接的现实的最严重威胁。对此我们决不能姑息 、

放纵，必须从反分裂维护祖国统一、打击贩毒维护中华各族的健

康与人权、扫击各种犯罪，维护法律尊严的高度，协同中亚各国

政府及时、彻底地坚决予以摧毁 ，进行孤立

二、跨 国宗教极端主义与当代

      “新月形”动荡带

    新独 立的中亚国家中的前述有关 “一个 主义” 的活动又与

西亚、巾东等地伊斯 兰国家的原教旨主义运动连成一片，被称为

“新月形”动荡带。这是这股世界性逆流的源头和焦点地IS.其

发展与我闰分裂主义势力兴衰有 ft接和间接的关系，我们应对之

有所 了解。其 “只个主义”的交织中尤以宗教极端主义为突出，

他们反对伊斯兰世俗政权，迫求建立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

    阿拉伯问题专家 、法国前驻土耳其大使埃里 克 丹洛认 为:

“我们所经历的冷战结束也是中东地区一场新冷战的开始。从哈

萨 点带原经海膺和苏伊十运河到北非 一个穆斯林骚动的新月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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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今后10年主要的风泉区”。①法国 一些政治家

认为:“苏联解体和华沙条约消失之后，已失去敌人的北大西洋

公约组织显然就不丙像过去那样有存在的理由了 然而，不应忘

记，较为严重的威胁是海m战争暴露出来的威胁。最严重的威胁

是伊斯兰国家的威胁 它们生活在贫困之中。试图在穆斯林原教

斤 L义中寻找治病 的办法_这种控制不住的紧张形势将使地 ，卜

海 、作洲 、近东和 'h东成为未来几年 中的火药桶，，②，这种观 汽

认定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将是西方在 20叶纪末所面临的最严 币的

威胁 ，认为返回传统的极端 主义要求井非只是涉及某 个国家.

而是涉及整个穆斯林社会的  一个跨国现象。而民其 ‘’新月带”

涉及范围很广 例如，巴列维时代的伊朗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战

略盟左 ，也是美国中东政策的 个a要支柱。然而，z梅尼发动

的伊斯兰革命从根本上颠覆了巴列维亲美政府，在伊朗建立了神

权政体，」七政策是彻底的反美、反帝，致使美国在海湾的a要的

战略利益丧失 r，美国中东政策的 个重要支柱坍塌了。从意识

形态 卜看，瓦哈 比主义是 当代伊斯兰原教 旨上义的重 要思想 渊

源，1925年12月，沙特控制了整个希贾兹地区。1932年沙特阿

拉伯 I因宣告成立 从此 ， 个宗教教派 与统治家族结为 一体的

政教合 一政权建之 r。瓦哈比教派成为沙特阿拉伯居统治地位的

教派。如果说瓦哈比运动拉开了近代原教旨主 义运动的序幕，那

么1979年霍梅尼发动的 “伊斯长苇命，’则将伊斯狡复兴运动推

向高潮;如果说瓦哈比运动以反对奥斯曼帝国的泛神主义和道rc

腐败为核心，那么，伊朗霍梅尼革命则以反对西方化、世俗化

建立伊斯卫神权政权为宗旨。在伊朗的政治领导层，存在着务实

派和激进派之分 、这种区分在 1985年前后就开始右轮明品志孤

跨
国
民
族
理
论
问
题
缥
论

法国 《新观寮家》杂态，1992年fi月4日

1993年4月1日法国 (世界报)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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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务实派主张，只要在伊朗国内巩固伊斯兰革命的成果就可以

了，伊斯站革命成果的巩固需要大力发展经济，并且在国际上摆

脱孤立局面;与务实派的观点相对立，激进派则主张，不仅应在

伊朗国内巩固伊斯膝革命的胜利成果，而巨需要将这种革命经验

输出到铭个伊斯兰世界。在国际事务中，主张与美国作坚决斗

争，坚决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致力于解放耶路撤冷。1983

年6月，在伊朗精神导师箱梅尼去世后，务实派与激进派的矛盾

汗始趋于激烈。20世纪80年代开始，伊朗激进势力致力干输出

其伊斯‘革命模式，从事跨国活动

    伊朗输出其模式的 一些跨国活动政策给美国在中东制造了很

多麻烦和难题，使美国在海湾乃至中东的战略利益受到很大打

dt..也使许多奉行世俗民族主义的政权感受到厂一定程度的威

胁，在中东国家，世俗政权直接受到伊斯兰复兴运动挑战的有土

耳其、突尼斯、黎巴嫩、埃及、阿尔及利亚、伊拉克等。土耳其

从v尔住王M到奥斯曼帝国，经历了八百多年的伊斯兰神权统

治，因此，伊斯兰教在这个冈家有着特殊的影响。尽管1924年

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获得了成功，建立了世俗政

权，宗教被排除在政权运作之外。但要彻底地削除伊斯兰教在土

耳其的社会影响是不可能的。到20世纪80年代，土耳其出现了

  伊斯从党”.“伊斯长圣战”等原教旨主义组织。1987年1月，

t耳其急统埃夫伦警告土耳其 “存在着伊斯匕化的危险”。突尼

斯是中东阿拉伯国家中世俗化程度较深的国家之一，世俗政权与

宗教的矛盾随着其世俗化程度的加深而渐趋激烈。自70年代末

起 些原教旨主义组织开始公开进行反政府的政治行动。1977

年，苏斯和斯法克斯市发生骚乱，1978年。突尼斯市一些原教

旨主义组织与警方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在黎巴嫩人们也可以看

到强劲的 “回归传统”意识并转化为剧烈的社会行动的运动

黎巴嫩最大的原教旨主义力最是由什叶派穆斯林组成的 “阿迈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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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为 “希望 ，)和 “真主党”。这两个组织都以反对

黎巴嫩基督教势力的 ‘不公止统治”，反对以色列对黎巴嫩领土

的占领及美国等西方势力对黎巴嫩的千涉为宗旨，都以在黎巴嫩

建众伊斯、共和闪和伊斯竺秩序为己任。1983年一1984年美国

驻黎巴嫩使馆和西方驻黎巴嫩多国部队多次遭到原教旨主义力址

的袭击。最后，美国海军陆战队不得不撤出黎巴嫩

    再看看沙特阿拉伯，那单宗教的意义是异乎寻常的，从历史

的视角来ad .沙特阿拉伯的宗教与政治是 体的、互补的，一几者

的关系 直是较为触洽的 但自伊朗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进行跨

闪愉出活动以来，宗教极端主义对 1室政治的压力也在增大。麦

加事件就是 例。1979年11月20 1」 一群 “持极端态度 的

年轻狂热者r'i领r麦加大清真寺。与工室政权对抗了“天，结

果.这 组织的领导人穆罕默德 ·本 ·阿布达拉被击毙，另  一首

领米海曼被俘，动乱才算平息 在麦加事件之后的儿大， 卡莱夫

城和东方各省m继发生动乱，号召人民起来推翻土室政权，建命

伊朗式的伊斯狡共和国。1981年和 1982年，伊朗朝奴者在麦加

与沙特份察发生冲突。由此，当代的伊斯11复兴运动不仅冲击着

4行世俗民族主义的政权、电对沙特阿拉伯这样的以 《古兰经》

作为宪法的君上政权构成严重挑战。C纽约时报》援引一位沙特

阿拉伯工室要员的话说:‘’人们 一A在询问政府准各何时对这些

极端分子采取严厉措施。这己经成为 个要么采取行动要么输给

他们的大问题 ①可见，沙特政府已主张严厉镇服那些利用宗

教进 一步达到政治 目的的穆斯林极端主义分子

    这a反映伊斯’人国家内部的穆斯林不同派别权力集团的斗

争。这种由宗教而引起伊斯11国家关系的紧张，在一定程度I也

加剧了地区冲突。伊拉克由干抵御伊朗的宗教w出势力而 _1g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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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土参见1993年s月14日美国 《纽约时报》「



Chapter Three烈宏
Fammieni. lermnan

阿拉伯盾牌 ，不容否认，两伊战争的主要原因

在朝圣问题 1、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一 直 PIP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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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净擦;沙特阿拉伯反对伊朗的宗教极端主义势力 态度坚决;

伊朗指责沙特阿拉伯投靠美国是 “伊斯兰的叛徒”、伊朗原教旨

匕义大力支持苏丹原教旨主义政权，因而与埃及世俗政权的关系

  一度 f分紧张，穆巴拉克急统甚至称伊朗是埃及在这 地区的

‘头号敌人’ 1989年6月30 If苏丹发生军事政变，苏丹伊斯、人

民族阵线主席哈桑‘图拉比掌握 了政权。图拉比的战略是一方面

在苏少1囚内实施 “伊斯平化‘政策，建立稳定的伊斯介政权

苏少}的这一系列变化引起r埃及的极大不安，因为苏丹的原教旨

1几义势 力与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联系密切，穆斯林兄弟会最近几

年v力活动加剧，各种恐怖叮件接连不断  埃及政府一方面对围

内伊斯’儿极端势力采取严厉的打击，另 方面对伊朗输出 “伊

斯 ’斗Y-命”进行应对

    从 1述列举的少倩事实中已不堆看出当代宗教极端 卜义跨越

同界的链锁般复杂的交织状况以及伊斯 11世界国家关系的复杂

化，这ne也加剧了地缘冲突。塞缪尔 亨廷顿则认为，“在20

III 8d 90年代，在波斯尼rip .科索沃、马其顿.车臣.阿塞拜OA I

#f. fit斯坦.克什米尔、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苏丹和尼日利亚

部发生了穆斯林同非穆斯林的冲突” 刀折出 ‘4在20世纪90年

代，约 半的民族冲突发生在穆斯林之d1或穆斯林eJ Irfo斯林之

间。而2000年发牛的武装 冲突f卜   与租斯林有关的占到 2/3以

1 然而，穆斯林只占世界人[n的1/5(D.所以，也难怪拥有世

界M大的穆斯林群体的印度这样的国家，对恐怖分子武装组织的

  伊斯 et I份”表现特殊的 “州心 .呼吁必须采取预防措施

    为 Samuel P Huntington。一The Ape of Muslim Wam  Newsweek, Special Davus E

dition, December, 2001一Fehrmery, 2002,卜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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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笔者在认为这是客观造成的 “正常”反应的情况 「

    卞张更应对占少数的极端仁义者、恐怖分子与 般穆斯林广大群

众严加(X.别、以减少后者的精神旅力与反作川。但同时 ，由上所

述 .我们必须认识到，’‘二个 主义”恶势力是 一个世界范围的逆

流 ，L们之问有着复杂的相互联系。它不仅仅发生在中国边境

而是对 “新月形”地带很多国家的世俗政权都造成了不安定影

响 因此，我们只有结成国际统 一战线，共同反恐，反 “，个

i义”，才一能最终摧K跨国宗教极端主义所支持的各国分裂卞义

势 力

第二节  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

      滋生和发展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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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认为，结合宗教极端主义产生的源头地区的实际，从理

沦 I剖析其滋生和发展的十壤，才能得到启示 ，从而采取根本性

措施.以便彻底消解 ‘4一个水义，，的根a性因素

    一 、伊斯 兰原教 旨主 义

传统文化底蕴与现代性的矛盾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中的一股复占势

力〔所以谓之 “极端”，乃是就它L]标、手段及战略的 “性”和

没有0和性而言的 它坚决反对美国 “大撤旦” 干涉阿拉伯事

务，坚决反对以色列，它不惜采取各种手段以达到建立伊斯兰国

家这 日的。作为 种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它通过革命在伊朗

取得r政权，又通过军事政变在苏丹夺取了政权，伊斯兰拯救阵

线在阿尔及利亚大选中又几近得手。可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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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己成为一种 “生活现实”。20世纪90年代起的巾东地区，

则已形成一条从中亚经伊朗至阿拉伯再到北非的原教旨主义极端

势力形成的 “孤形动荡带” 这种原教旨主义思潮与势力的兴起

是有其特定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文化根源的

      首先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传统文化底蕴 与现代性的矛盾

    第 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J月革命的胜利对中东地区的影响是

1t.大的，中东地区爆发了广泛的反殖民主义斗争。但是、只有土

耳其凯末尔领导的马争取得胜利，建立了荃于西方一权分盆原则

的资产阶级共和冈。第三次世界大战后，中东的民族解放运动掀

起 厂新的高潮，特别是到 20世纪 五六」年代，埃及、阿尔及利

亚.叙利业、伊拉 克等国终 r建立 了独立的现代性世俗共和制

国家

    在 长达两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和反殆民统治的斗争中，西方各

种现代政治思潮，比如近代西方民主思想、民族主义思想、社会

卞义思想、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想等都曾在中东地区得到传播，无

不打 !_这此政治思潮的热印 如就政治结构来讲，土耳其基 J二近

代西方民主思想。建立犷二权分立的制度;埃及强调阿拉伯民族

卜义和 ‘4社会卞义”，井在此基础上建立源丁西方的急统制;伊

拉克和叙利亚与埃及的情祝有点类似，阿拉伯社会书义是官方的

意识形态;原来的民土也门则信仰科学社会 卞义、井仿照苏联的

政治体制建立国家政权。就经济结构来讲，各N虽存在不少的差

异 1有的实行资木 主义经济，有的实行国家、合作社和私人的混

合经济，还有的实行国家社会主义经济。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垦这此政权均具有现代性:它们依据现代世俗意识形态建立国家

政治体制，井排除伊斯兰教传统对冈家政治的 干预。但其文化结

构却是完全相同的 ，那就是以伊斯兰传统文化为主体的文化形

态 ，当经济的发展一帆风顺 ，牛活水平在不断改善，当他们觉得

统治者是在兢兢业业工作并代表着他们的利益时，宗教势力集团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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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会把伊斯兰的理想与现存的社会联系起来。而当经济出现较

大的波动，当物质财富的分配出现巨大的差异 。他们就会对现实

产生不满 ，井渴v实现伊斯兰的公平与刁义 一 先知和四大哈里

发时期的穆斯林社会 与政治原则。 f是伊斯11原教 旨主义传统文

化观念就与令他们不俩的现实尖锐冲突

    在经历第牡次世界天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五六卜年代的

革命风暴之后 大部分中东君主制度国家的土崩瓦解，目前只剩

卜约日、摩洛哥和海湾六同_在沙特阿拉伯这样的海湾君 r网,

石油被发现以前的 手余年中 。社会住话儿乎没有发生什么剧烈的

变动，但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后，一场规模巨大的技术革命席卷

全球，在外部的压力下，这些君主国都程度不同地努力在经济士

推进现代化。摩洛哥原是以农牧业为t的国家，但近 30年来 r,

矿业有 了迅速 的发展。1973年起宜布收回外 国人 占有的 十地 ，

妓励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 ，目前，摩洛哥已建立磷酸盐采掘和以

磷酸盐加7业为上体的「业体系;约旦则依靠西方国家及阿拉伯

产油国的财政援助，推行现代化发展经济计划;海湾六国由f-拥

有丰富的石油资源，最近20年更是利用,i额的石油美)c推行雄

心勃勃的现代化if划。尤其是沙特阿拉伯，(1 70年代 以来，连

续推行四个五年计划，力图迅速改变王国落后而单一的经挤、几

    现代经济发展至少在两个方面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传统文化

底蕴发生 了矛后:第 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与伊斯兰宗教

的特性有关 。随肴经济的发展，国家需要越来越多的 专门人才来

制定和实施现代化计划，致使大批受过现代化教育的人进人决策

部门，而这些人进人政治过程招致了宗教界的不满。一些宗教特

权人 1着到.他们已不能像从前那样对政治进行强有力的 卜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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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参见 《伊所兰教与现代化— 沙特阿拉伯的传统与现实)

杂志 1989‘2〕n

载 (西亚非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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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各种伊斯兰宗教集闭一般都以一种非常积极的姿态参与社会政

洽价活。正是由于这种有别FM督教等其他宗教的特性，尤其是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宗教特权集团的现实日标就是要夺取政权，建

立政教合 和伊斯11社会秩序。第二。他们认为有的上室的生活

吼落，社会的贫富悬殊以及由经济发展所引起的利会道德观、产1几

活方式的变化已经远远地背离了伊斯丛的原则，认为，政治上有

的世俗政权的极权统洽、独裁专制使得宗教势力无从广泛参政

R1'加卜政治腐败，国家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造成严重的社会

贫欲不均。这种政治现实与伊斯牡教 “社会正义”的根本信条

发，了尖锐冲突 例如，在巴列维伊朗，社会结构二部分之间是

根本不协调的，政治七的专制和独裁与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以及伊

斯华平等原则的根木对立，传统的伊斯兰文化与产生剥削、压迫

的资本主义水火不容。问题的严重性还在 于，巴列维工朝依靠专

制手段，依靠掌握石油财富，依靠西方国家的支待，在长近五十

余年的统治中 一次次地延缓了危机的演变和发I，这种矛盾的积

掣最终导致了1979年的事件，伊斯坎宗教集团就得以动员起反

对冈工统治的各种力最，推翻了工权，建立了霍梅尼的伊朗伊斯

平政权

    有此美国学者向政府提出建议;认为伊朗是中东伊斯兰原教

旨主义的中心，因此要阻比原教旨主义的发展势头、就必须继续

在冈际上打击、孤立、遏制伊朗，认为实际卜伊斯兰原教斤主义

已是一种利用跨国同教和同源族群的宗教极端主义，需要全球合

作遏制

    伊斯竺原教旨主义的兴起也与现代世界意识形态的大变动有

关.在伊斯兰教看来，孕育干基督教文化的西方意识形态与伊斯

圣思想和文化是格格不入的 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不符合伊

斯兰教义  西方政治意识形态认为法律至高无上，而伊斯兰原教

旨主义理论则认为这恰是对神的裹滨。另一方面，原教旨主义也

                                                                        69·



一、社会主义认。是世俗意识形态无，、与有，论是根本对立
卡比尔说:“阿尔及利业人民已显示出他们既反对近几年实行的

非宗教的资本主义，也反对这个国家 直在推行的国家社会主义

的w绪。他们向往公d乙的伊斯兰利会 ’工

    所以，-}1代的伊斯 11复兴运动是以穆斯林为 卜休的，‘已反对

现代世裕体制与西为的物质梢神文化的冲击，但苏、东事件以后

也对利会主义持怀疑态度 ，只追求重建穆斯林文化认同，确保穆

斯林社会在伊斯 ’人属性下独立发展为基本 日标 ，且是不隋以任何

方式实现 L述 目标的 场社会运动。而伊斯兰原教 旨主义就是当

代伊斯’汽复兴运动中的 种主要表现形式 但是我们看到，穆斯

林国家的现实是，没有哪个国家的统治者愿意为了维护伊斯兰的

纯洁而放弃现代化的努力，即使他们愿意，也无法阻挡村会经济

向现代转变的趋势 霍梅尼以后的租朗政治实践表明，甚至严格

按伊斯兰救义建亡起来的这种国家也不能扣绝现代化的诱惑 显

然，如果中东的穆斯林国家不愿放弃社会经济发展的努力，如果

不对伊断’六传统文化进行深刻的反省，那么，来白伊斯伏的原教

旨上义的挑战一一刊其世俗政治合法性的挑战仍会iA常不断地威

胁他们的统治

    伊斯件原教旨土义与人们称之为 “当代的 伊斯兰 “复兴

L义’既有联系。义不是 一回事_原教旨主义虽也是一种 ’复

兴力式 ，但它的主旨并不在干以理性精神进行自我反省。对传

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和批判进而达到宗教文化的复兴之目的，而是

在于通过暴力或某种手段夺取政权。恢复传统的伊斯兰政治范式

和伦理体系，进而在当代确立起神权政治和传统的社会秩序〔，们

伊斯认原教旨仁义毕竟生存片活动在20世纪木、21世纪即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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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这样的时代，它所面临的社会氛围是现代政治生活，它必然要

在某种程度 1_参 与现代政治结构和经济生话，在这样的进程中，

它的发展则必定受到现代社会氛围的遏制。所以，原教旨主义要

在现代政治条件下建认纯悴的神权体制if小是 件容易的事

    从目前，I.东兴起的原教斤主义力量来看，’色们都未能提出-

套适合现代社会发展的经济政策和 仁张。这一点说明，如果世俗

fl}族k义能够成功地而不是经过剧烈的社会动荡将国家引1现代

化之路，原教旨幸义便会失去其政治生命力，黎巴嫩 《使者报》

评沦说，如果阿尔及利业的伊斯兰拯救阵线掌握了政权，“则可

能以伊斯兰的名义实行比全国解放阵线更严酷的独裁统治”。任

何理论学说必须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相特合，才能具有强

大的政治牛命 力，我们看到，霉梅尼以后的伊朗，在总的政策方

面不断向更为现实和务实的方向转变，就是一个极能说明问题的

例子。从中东政治乃至世界政治的大格局来石 ，世俗民族主义仍

是末来中东社会的卞导意识形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政治努力

及其政治前途也必定受到种种制约和挫折。然而，伊斯兰原教旨

卞义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类力量是不会很快消失的

    总的说来，利益原则激起对社会经济与政治腐败的不满，是

根本问题

    就经济方面而言，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兴起乃是某此伊斯兰宗

教势力利用了人们对杜会经济现状及社会生活条件恶化的强烈不

满的一种反应形式。即是由于受利益原则的支配，经济搞不好，

人民不满意，经济的衰退和萧条便成了伊斯兰极端主义意识复兴

发展的十壤。中东穆斯林社会一直处于不发达状态，社会经济畸

形发展，石油虽为这些国家带来巨大财富，但也造成了巨大的社

会贫富悬殊 ，更多的财富集中在J层阶级，下层人民依然贫困不

堪  如在伊朗，造成报梅尼革命，不仅因革命前夕，国家经济曾

一度濒于崩溃边缘。就是在伊斯兰革命的13年后，情况如何呢?

                                                                                ·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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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N一篇题为 《德黑兰把自头巾换成了黑头巾》的文章说:“拉

夫桑贾尼执行的政策的目的在I把建立在社会士义原则上的战争

经济转变成为市场经济，但这一政策已经彻底失败。食方公布的

if货膨胀率是301/,，而实际 I可能达到50%或60%,某些食

品，如大米的价格甚至翻了两番。失业风刮谊全国各地，房租龟

涨，实际卜 家庭平均收人比1977年下降近 半 1991年.伊

朗的外贸逆差总额达 “”亿美元，掌握全国95%外汇储备的中

央银行资余周转出现R1难 ”这篇 文帝又写道: ‘更为严a的足 .

5月30-31 H,当东部 一个大城市发生骚乱时，瞥方拒绝出Ifl

干预，后来靠革命民兵把这座城市从暴动者手中夺回来 ”CO法

国 《报梅尼继承人而临的各种矛盾》一文指出:"df式宣布的通

货膨胀超过309E，似专家们认为，这肯定是低沽J一。老百件过

着人不敷出的生活 迈赫迪k名服务员，他每月挣125万吧亚

尔 (不到550法郎)，要负担妻子和，个孩子的生活显然是不够

的。G员们也是 样  结果，贪污腐化现象很普遍故至几乎制度

化  正式下作没人好好i，许多人却汗兼两二个职业 普通伊朗

人这样说:‘伊朗是 一个大同，伊斯J今教是大宗教，但这却 尤法

养话我们 ”·茗

    《阿尔及利亚处哥深渊的边缘》 一文指出: 最SSW务委员

会t席布迪亚夫1992年6月29口在安纳巴被暗杀 国防部氏哈

之德 内扎尔最近差 点被 辆汽车炸弹炸死，4名井察最近在

灯都郊仄被打死。 与此同时，就业人门中有 1/4的人失业，

涵货膨胀率高达40%，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外伺

已超过260亿美元。人自已接近26(N)万，而独立时只有 1000

万 对伊斯 探救阵线来iA 认是一种 作常有利的形势 、危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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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仔‘1月3。日法国《解放报》

1992年12月7日法国 (肚界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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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的威信以及社会的动荡对它都有利 伊斯兰教教长阿里 贝

载哈吉己发出了 ‘推翻政权  的号召 "(1J阿尔及利亚总理西

德 ·艾哈迈德承认:“我们的国家岌岌可危，我们的经济形势很

严重 ，‘，’‘我们的公民处境极其痛苦。他们觉得他们的命运不得

而知 他们根本没有前途 ”②海湾战争后，伊拉克的经济几近

崩溃 约LI的经济情况也 1分糟糕，到1991年底，外债达84亿

美儿，失业率在35%左右。就连沙特阿拉伯这样的石油富国也

出现了 ‘·财政困难 ，它因海湾战争必须支付给有关各方的开支

高达64。亿美尤③，且其国内生产总谊平均增长率从 ，980年到

1988年均为负增长。伊拉克由刁两伊战争，其经济损失达920

亿美儿。而海湾战争则义使其经济损失额高达 1300多亿美元口

总之，在这些阿拉伯国家中，经济条件与经济形势的恶化是刺激

伊斯 11原教旨主义兴起的重要因素。特别是贫富两极分化为原教

沂主义的复兴提供 厂契机，钾如像苏丹。苏丹已被国际金融组织

定为不宜再提供援助的国家，被联合国宣布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

家之 。1991年，苏丹全国缺粮 150万吨，老百姓 年中有两

个J」没有v食吃。这 自然而然促使下层人民到伊斯竺教中去寻找

他们渴t的平等、平均和正义的理想

    在伊斯兰N家里，4f"当 一个社会集团想要对现行社会制度与

政权提出挑战时，宋教总是作为 个强有力的工具 伊斯协学者

4H纳 路易指出:‘·每 1不满情绪和利益冲突导致一个伊斯-ft

派出现的时候，这个派别就以自己的立场为宗教信条，以教派为

1具.以自己的代m人为守教师.引往往以自己的领袖为救世主

法国 《快报)周刊，1993年」月1日

美取利1991年10月‘0日讯

1991年4月3 13美国 (华盛顿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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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代表，’J恩格斯对此也曾作过深刻的分析，他指出:市民

富有起来I'，他们沉腼 I.奢华的生活，对遵守律条满不在乎。生

活贫困并因此而保持着严峻习俗的贝都因人，则以嫉妒和渴望的

眼光来薪待那此财富和掌受。干是他们就团结在某个先知，即某

个 马赫迪的领导 「，去惩罚背教者，恢复对礼仪 、对 真正信仰的

尊重，并把背教者的财富作为给自己的奖赏而收归已有。白然，

过 r一百年，他 又处 I这些背教者所处的同样地位 。又需要来一

次信仰净化。又出现新的马赫迪，戏又从头演起②。可见这此宗

教运动的经济原因及其有关冲突具有周期性反复和长期性的特

点。但这种一般性的思潮与利用它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极端t义

活动是有区别的，其复杂性在 i有时又是相互交织的

    在巾亚，各同独立前后的经济困难也同样存在 经济危机及

人民生活困难的现实使中亚各国脆弱的稳定受到考验。也给伊斯

〕舟原教旨幸义的扩散提供了社会基础，而极端宗教势力的发展又

反过来严重影响了中业地区经济的正常发展。如历时 ‘年多的塔

占克斯坦内战使6万人丧生，80万人沦为难民，国民经济损失

达loo亿关元;1999年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的劫持人质事件。造

成 5001多人无家 可归。吉政府为此耗资达 500万美元。此外，

一此国家为打击宗教极端势力而采取严厉的防范措施，也影响I

外国的投资及国际问的正常往来，造成间接经济损失。在独立后

的10年中，中亚各国经济形势仍较严峻。贫富差距加大，有些

地方失业、贫困、拖欠退休金等问题非常突出。塔吉克斯坦的因

内生产总值 下降了2/3;苏联政府当年确立的经济保障体系已不

复存在 .诸如教育 .医疗保健和治安这样一此*1会服务休A的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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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9IYit.
  一英」伯纳 路易:(历史上的阿位伯人》.110页，北京，中国杜会科学出
1979

② 恩格新:《论早期基髻教的厉史》，截 《马克思思格斯全集》 第22卷。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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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一天不如一天。据联合国估计，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 目

前有70%一8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特别是在动荡的费尔

干纳谷地一些地仄的失业率已达到8%，这种情况使民众对政府

现行政策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有些人在各宗教组织有月的活动

的影响下，耳始寻求在宗教的基础上建众另类社会制度。各国社

会中存在的庞大的对 自己的社会地位 、政府及其所推行政策不满

的居民群休，也构成中亚地区极端主义组织的社会基础和极m主

义倾向产牛的社会环境。

    上述两大方面的根本动因，又是互动的。如果没有经济方面

的贫困落后 .贪污腐败，贫富不均。那么，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就

难以利川利益原则而动员起广大群众;但如果没有宗教特权集

川，特别是素以追求政教合 政权为特征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集

团的跨国泛宗教活动，则问题就有 可能逐步以合法形式解决 ，极

端主义势 力也不致 与恐怖 卞义结 合，成 为对 当代世 界最大 的

威胁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二、各种复杂的国际

势力的直接 、间接支持

    霸权主义国家和一些国家的极端主义集团谋求私利的错误政

策和 一些具有同源民族 、同宗教的国家助长他国的 护个士义”

的 “114际化 发 展，这是 近年 ’‘丫个 主义”得 以发展 的 又

原 因

    比如，在美国等城权主义势力图谋构建 “单极霸权’世界

秩序的 新于涉土义”推动 卜， 此极端民族分裂 卞义和宗教

极r, t义势力将一些国家的民族、宗教问题 ‘.‘04际化 的趋向

日益明 3  在科索沃问题之后 ，车隐问题的高潮再起不能不说是

  种对 “科索沃模式，’的响应。而类似的问题在 ”人权高干卞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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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霸权主义理论的影响 卜，会有增无减。同时，某此泛民

族主义和泛宗教主义的极端势力，不仅在通过暴力恐怖活动来扩

大事态从而造成民族.宗教问题的 “国际化”方而表现突出、

而n已经成为A权主义千涉他国内政可资利用的工具。

    有的学者把舫权主义称为国际极权主义。如俄罗斯历史学博

十业 沃尔科夫认为。N际极权主义是一个国家的政权机构中集

中了全球称霸手段的倾向，井利用这些手段对整个N际形势施加

影响，让繁个国际社会服从自己的利益，把自己的标准强加给其

他国家的人民，干涉主权国家的事务和用a力来压制对这种十涉

的仟何反抗①。他还预言，美国在经济上强大、军事上其有优势

和保障集体安全的国际组织软弱的情况下，将可能成为 个国际

极权国家。国际极端土义实际上是政治极端主义在国际L的另

种表现形式

    曰1斯迪书所写 《穆斯林中宗教极端主义的上升对中业和

南亚的影响》一文，认为美国支持巴基斯坦是搬起石头砸了他

自己的脚，因为正是在前苏联对阿富汗战争时，由于美国的支

持，北方伊斯件联盟就收到了大最资金和先进武器 后来该联盟

领导人阿萨德 ·别格失败后，“巴基斯坦一军清报局选中在巴学

习的塔利班分子取代其位”，“本 ·拉登也在资金和武器 f提供

支持 ，才造成他们终于 ‘·以军事手段攻击美国和世界 。现在，

不同N家首脑担心美推翻了伊拉克前政权可能引发世界范围伊斯

兰教和基督教的冲突也是正确的。它将给伊斯兰极端分子提供

个进行 “圣战”的理(f ‘·私下说，他认为对伊战争将会在西方

和伊斯赞世界之间制造一个永久的裂痕"ri，这不无道理_

    俄罗斯和前苏联高加素地区以及中亚地区.在苏联解体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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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报》

    ②

  ·76

千俄  w 沃尔科夫:《国际极端毛义》，载2003年】月30日俄罗斯 (fov

见前引杨恕译:(中亚和南亚的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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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的民族冲突、分离主义及领土争端问题仍在继续。格再吉亚

的阿布哈兹问题、Is美尼亚和阿塞拜i之 9j的纳戈尔诺一 P拉巴

赫问题均未解决，而车臣问题尤为突出。这些问题的形成既有沙

俄帝囚征服高加索地区的历史背景，又有前苏联处理民族问题的

错误积弊，但是前苏联解体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出J乙筋权主义和谋

求私利，以及伊朗 .土耳其等国某ilG势力对高加索和中亚地氏的

争夺，或暗巾支持 ，是造成这些问题难以解决的主要原因。除受

麦命德的传统地缘政治理念驱使外 ，西方霸权主义企图通过排动

北约东p控制欧业大陆另一 “巴尔寸”，其月的土要是为r争夺

新的战略油气资源地带，降低它们对中东、波斯湾石油资源的依

赖性 而伊朗、土耳其等国某些势力对这 地区的染指和渗透

则是为了推动重新 ‘绿化”这 一地区的伊斯J去扩张和泛突服主

义理念。这些争夺客观r_助长厂宗教和民族极端主义的国际化发

展 只不过俄罗斯虽然是 一个政治上尚未稳定 、经济上面临诸多

俐难的大N N.但它又是 一个核大国，这是以美国为9的北约集团

中0权势力不敢将 “科索沃模式”套用干车矩问题 上而已

      些m际势力无视中N政府向网际社会刊布的西藏人权自皮

书所述事实，别有用心地鼓动和听信流亡在外的达赖集团宣扬所

谓巾国政府在西藏 “践踏人权”、“没有宗教自由”、“人口锐

减 之类的谣言.制造 “西藏问题” 的 “国际化”。图谋利用所

谓 “西藏问题”分裂巾Mo又如美国在阿富汁反恐怖战争中逮

捕 了数百名新胭 “维吾尔，，基地组织成员，但却不移交给我国

因此 ，虽然 “9·II事件”后，美国出于保护 自身安全的需要，

不得不与巾国进行务实的合作，如2002年8月26日，美国权衡

利弊后宜布将 “东突伊斯兰运动 列人恐怖组织，但这并不意

味着美国霸权主义势力会停止对所有 ’‘东突”极端组织的暗中

支持，应密切关注其实际行动。再如南斯拉夫科索沃的跨国民族

阿尔巴尼亚族极端势力要求独立建 国，却得到阿尔巴尼亚政府的

                                                                          ·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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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南斯、*。然认为这种支。直接损害了其主权独立、危及
    了其作为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利用科

    索沃问题推行所谓 “人道主义十预”政策，发动了对南斯拉夫

    的战争，则使这 一国内民族问题的 ‘·国际化 达到了顶峰、这

种利用民族问题十涉他闰内政的所谓 ‘·国际化，已经成为危及

新世纪和平与发展大趋势的重要因素。美国场权主义势力从其全

球战略出发，为在中业获得更多的战略利益，除遏制俄罗斯、中

国和伊朗，正在积极谋求在中亚长期保持军事驻军，“改造”各

国政权外，还利用 ’‘美国之音 、“自由亚洲之声”等十多家大

功率电台，每天用维 、汉 、哈等语言长时间对中国新粗进行极不

友好的反宜传，助长分裂舆论氛围。根据美国的中业及全球战

略，当前阶段由于反恐怖斗争需要，美国虽然可能暂时停庄或收

敛对分裂中国的极端势力的支持，但必须警惕当其在中亚的利益

受到威胁时，或是由J更大的战略利益需要时，美国是否还会有

「9能暗中继续利用包括 ‘东突”在内的极端势力为霸权战略LJ

标服务 ，美国为牵制俄罗斯 、中国和伊朗在中亚的影响 ，一直V

扫句中亚国家推销白己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推行包括安全、资

源和推动中亚国家民土化在 内的新中亚战略。美国政府甚至认

为，中亚网家意识形态的混乱是一种进步 ，经常以 “人权” 为

名对各国取缔宗教组织、打击极端主义反对派的做法横加指责

有评论认为，“就美国在中亚的军事部署方式来看。显然不是出

」在阿富汗进行有限战争的需要。而是美国打算在这一地区长期

存在的清晰指T器，。2002勺g月弗匕克斯将军也提到美国 “在

许多N家有长期的军事义务”X

    中亚囚家独立后。山于其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和丰富的油气

济源.世界各力最中心出千自身战略利赫考虎.都不断加 大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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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前引杨恕译:哎中亚和南亚的恐怖卞义和宗救极端主义》.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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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渗透的力度。中东地区、南亚地区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极

端主义也对中亚极端势 力的发展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中亚周

边地区长期不断的冲突既助长了极端势力的发展和蔓延，也为极

端分子跨国行动、流窜活动创造了条件，周边伊斯兰国家也都制

定 了庞大的挺进中亚的计划。中亚诸国独立后 ，伊朗、土耳其 、

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周边伊斯兰国家的宗教极端 主义势力也加紧

r对该地区的渗透，在很大程度 上刺激和助长了该地区极端势力

的发展。特别是他们利用 与中亚一此围家有着 相似的历史.种

族 文化和宗教渊源等有利条件，对中亚地区宗教复兴影响甚

大。伊朗作为中西亚地仄的大国。历史上曾是中亚盟主。1979

年，伊斯兰革命在伊朗取得胜利井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权，

输出伊斯 兰原教旨主义也成为伊朗激进派的基本闰策。前苏联解

休后，伊朗在给中亚国家提供大量经济援助的同时，也加紧进行

文化渗透，如伊朗投资 10亿美元，在该地试建 T波斯语协会，

向这此图家派遗教师，招收留学牛等，最大限度地传播伊斯兰原

教旨主义思想。七耳其与除塔吉克斯坦之外的其他中亚四国均属

突厥语系，居民大都是伊斯兰教逊尼派，凭借这此优势，七耳其

积极向中亚冈家推行其政治经济模式，并开通了对中亚的电视频

道 ，饵天用土耳其语播送 7个小时的电视节 目;还专门拿出资金

在中亚培植亲 七势力，每年为每个 国家提供 1.洲洲一200(个奖学

念名额①;并与中亚的哈、吉、鸟、土四国组建了 ‘·突厥语国家

首脑会议，’的定期会晤机制等等，甚至不断向中国新摄推行

“泛突厥上义 ，试图将21世纪变成 “突胶人的世纪”

    还应该指出，“升个主义 势力得以伙存发展，还得益于个

人和各种组织的大最资金的注人。据俄罗斯国防部的资料.在高

    ① 倪国良著 (向西开放— 中国西北地区与中亚五国关系研究》 175 -五，6
贞，’之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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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索的阿塞拜班极端分子仅仅从中东国家就得到了大约2000万

美元的资金;从美国得到1.2亿美元。俄罗斯权威人士认为。也

有一此来 自近东和中东的关 于一些虚假公司的情报，这些公司通

过 一些西方融资机构参 与了对国际恐怖主义的融资，包括车臣在

内口①有 些伊斯书国家和中亚国家还或明或暗地支持 ‘东突运

动.’，允许其在本N境内建立民族分裂组织和训练墓地，向外输

出 ‘泛突厥士义”。中亚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对 ‘4东突 恐

怖势力长期奉行利用与控制相结合的政策。它们在对美国等西方

大国a权暗中扶植其境内的 “东突“恐怖组织，也不可能采取

过 少强硬的手段，而 吐还可能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 ，将这些组织

作为牵制中N的工具，其态度直接关系到新组的德定 。‘4东突民

族解放联合阵线”等极端组织竟能在哈正式注册，取得合法地

位，有些民族分裂主义正谋求取得合法地位。并以此为掩护进行

分裂活动 ，这些都反映了民族极端主义、宗教极端上义思想和组

织在中亚的发展的复杂性_

    伊斯段极端势力与民族分裂势力、闰际恐怖势力相结合的趋

势 ，包括泛伊斯 1全主义、泛突撇 主义的 ‘双泛”思想在内的中

业伊斯牲极端主义对新喂地试稳定的影响，主要表现是:1部

分两亚或其他地区的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利川中亚与新福

毗邻的地理条件，通过中亚向新疆非法输送书刊、音像制品等宗

教宜传材料;2 目前在中亚的 些针对新组的敌对分裂势力组

织继续传播 “双泛 思想，以 圣战”为名煽动宗教狂热，从

事分裂新疆的破坏活动;3 一些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利用民族、

文化和宗教情绪 ，与中业地试的泛突撇 上义和伊斯J全极端宗教势

力相互勾结。将中亚作为他们话动的后方和基地，伺机向新福地

区渗透  .搞恐怖 活动 .严 重影响 了巾国两北地 区的安个段宁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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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中9和南开的恐怖土义和宗教极端上义》 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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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合作声明，但尚需采取切实措施，有效打击三股势力

    另一方面，由3中亚极端势力对各国和地区安全的威胁日趋

严重，各国都已把打击极端势力在内的 “叶股势力”作为维护

国家安全的重要任务，加强 了与俄v斯 、中囚,美国等在地V.安

全领域的合作。从这一角度看，11.亚地区极端势力的活动虽然不

可能在短期内消除，但其对中亚各国和地区安全的威胁 (潜在

威胁)，从总体L看虽然仍较严重.但应当是有限度的。当前及

今后 一段时期内，中亚地区由于极端势力活动而导致严重冲突或

天规模动荡的可能性比较小。在国际反恐合作的大环境下，中业

地区极端势力为保存实力和谋求新的发展空间，其活动策略可能

会有所调整。经过连续多年的恐怖实践和作战经验，中亚极端势

力已达到了预期的战术目标:对中亚国家的战备和战斗力、联合

反恐怖协议的有效性进行了 “火力侦察”。确定了作战行动和秘

密掩藏武器的地点等;但在国际反恐的大环境下和各国政府的严

厉打击下 极端势力也止不断调整行动策略。如避免大规模正面

冲突，采用小股突袭，潜人居民密集住地，扩大毒品走私通道，

在通往费尔 干纳沿途建立地下网，招寡雇佣兵，从事秘密串联和

官传等。可见，中亚极端势力的话动虽然暂有所收数，但并未停

止，而是通过迁移、隐蔽或变换行动方式等手段，是在秘密积蓄

力量，伺机而动;各股极端势力也可能会逐步走向 定的联合，

月积极发展武器装备，可能在时机成熟时实施新 一轮武装袭扰活

动，因此 ，我们只能随时严正以待，准备打持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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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  新疆 分裂 组织 的特 性及

                “.极 端 主 义 孤 立 衰 败 论 ”

第一节  新疆分裂组织的四大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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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当代新疆分裂势力的性质、活动及攻击目标来

看。是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三位 一

体的，或称以宗教为外衣、以分裂为月的、以恐怖为手

段的极端政治势力 有的说，新疆分裂势力是五毒俱

全.且条条都有过之而无不及:I分裂新疆、建立东

突厥斯坦伊斯兰国家，是其政治纲领; 2 从历 史上起 ，

分裂势力就是靠利用民族排外和民族仇杀起家的。即所

谓消灭异教徒 、杀汉火回、杀 赶 千 “反共、反东干

〔指同族)、反汉”a,V3在宣传1利用原住民，把各族

共同开发的新疆T曲宜扬为 自古以来就是维吾尔人的国

家;4 在理论上他们借月J的是泛民族主义，即泛突厥

主义。日前有些分裂势力之所以同意建立东突厥斯坦t

其目的卞要是争取境外操突厥语民族的支持 :5 新胭

    ① 1英]A D. W 福布斯:《新吸军阀与穆斯林 (1911一1949年民国新任政洽

史)》，41页.剑桥大学，1986.转引自厉声主编:(中国新皿历史与理状》.174页，

乌香木齐 新皿人民出版社 2003,



分裂势力还充分利用了Chapter Four Char teriMicx of %mliu Spliltinp Or箫
的支持

    而我们将其最值得重视的特性归纳为欺骗性、分散性、宗教

极端主义特性以及多国依附性

    首先 ，新珊分裂组织通过任意杜撰历史来欺骗群众。煽起民

族情绪·’口:一是歪曲%Mia自古以来就是“维吾尔国家”。盆
召么 “维吾尔斯坦于1759年被满族征服者占领变为殖民地”， 家

什么 “1950年，它被阴谋归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名 断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维吾尔自治区·①二是攻击新。汉族人异
曰增‘，是“强制性同化”政策，“叹“维吾尔族，事实1已盗
成自己祖!'M的少数民族 ”② 对略知新疆历史的人来说，这种歪

曲是不值 一驳的。但为了有力消解其欺骗性 。我们建议对以下两

点原)11精神从青少年起，进行，盖性法定教育。即:第一，各族璧
t vl开发的新福是中N国家领土，是全国人民共有的新骚·俄国 云
人的考察都证明:新疆直到1757年清朝平定准噶尔部之时，在

北疆的主要居民还是准噶尔卫拉特蒙古人，在南、北疆分界地带

的“天山裕勒都带牧区”也是其同族土尔19特和硕特部萦古至
人·据当时实地考察的记载。J匕，尚“有“·满、“哈尔，占轰
人、锡伯族人”等等，至干“塔兰奇(即维吾尔)人仅有被政 竺
府从南祖六城迁来的八万人”L孰 这些早 于维吾尔族开发北援 的

各民族能答应这里自古是维吾尔斯坦吗?即明明清代平定准噶尔

前，维吾尔人的基本活动地在南疆部分地区，只是后来平准战争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D 傅仁坤:气新吸维吾尔问颐及其发展》，UK,一10 r1,阿拉木图俄文版

2朋1

    ② 达丽亚 巴拉巴诺蛙 (我们生活在星期 之前). A(哈萨克斯坦周报》
2002年11月29-12月5门连魏‘

    65 {俄 缭纽科夫著 马曼朋译:(准喝尔边区居民考》.载 《新扭大学学
报》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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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准噶尔部丧亡号称 “百万大军，’、北祖空旷。干是包括维吾

尔族在内的周边各族才逐渐扩散到北疆原准噶尔活动地城。从领

土属性看，新a地区早在汉唐时期已是中国中央政权下属的西域

都护m区，而维 爵尔先民回韶 91仕纪才迁来新福。汉代起，名扬

世界的张餐 班超等探险家已开拓西域，汉族与匈奴、乌孙等古

代民族进行了长期引发卫。可见，新祖是中国古代中央政权和现

代所居各族共同先后开发的。而历史 L以 “突w斯坦 ”命名的

共和国 一次历时为3个月，一次历时为 1年 8个月。这么短命的

分裂政权，又如何能与中冈政府历代的千年管辖相比呢少顺便指

出，境内外 ‘东突 恐怖势力的相关名称是源于19世纪末期才

出现的 “东突濒斯坦” (简称 “东突”) 词。这个概念是某些

老硝民主义者 为了达到分裂和控制新摄的 目的，而把新祖称为

“东突厥斯坦 ，与之相对应，今天的中亚诸国被称之为 ‘’西突

濒斯扭 “东突”恐肺势力编造所谓新盔是 ‘4东突厥”人的家

园的谬论，其实也是欺骗，历 史土名为 “东突厥斯坦”的共和

国井非只杀汉 ，而a与4"1族军阀厮杀到底 ，因而也是大杀 同突厥

语系的民族的 ②第 ，至干新祖汉人增多等人口的流动问题

这在ft}界卜越发达的国家越普遍，曾遍布美国的印第安人现在只

剩下小小 块保留地，前已提及，在开放的今天，在美国，因西

班牙人和业非移民日增 ，美国加州原自人已成了少数民族 ，难道

这就意味美国人被 “同化”、被 “殖民”了吗宁外国人都可以移

人，何况rft国人,1己在自己的领上上流动呢!正如我们很难想象

关国会容忍庸人街的美籍华人把这块地域说成是华人的领 仁，而

不准其他族体居住 一样。

    其次、需认识新珊分裂组织有分散性的弱点。以分裂中国新

跨
国
民
族
理
论
问
顺
综
论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① 马曼丽:《古代开拓家西行足迹》，陕西人民出版社.198]
② 前引厉卢主编:(新吸的历史与现实》，口，.191 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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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为目的的组织究竞有多少个，月前尚未见确切的公布数字。但

据境内外提及的情况看 。大大小小足有儿 }个之众，部门 不同

数字不同，有说 100多，也有说 80多 ，我们从所见材料统计 ，

A慎的说法是 30多个。有的资料提到中亚、西亚 、南亚、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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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活动”的组织共为41个①。这种大小组织数量的分散、地以

的分散都充分体现了新疆分裂组织特有的分散性 ，即不同于 般

国家的分裂势力大多凝w在少数儿个民族分裂主义政党和组织之

下的店况。虽然现在有些组织企图进行组合，但也只是个别几个

组织之间。我们认为，这最终难以奏效，更难以克服其分散状

况，新摄分裂势力及其组织的分散性本质是中国伊斯兰宗教社会

传统的多派系结构特征和”J史1新疆交通不便被大大小小绿洲分

割的经济结构分散等状况所决定的。众所周知，我国的宗教，基

本术经过资木主义式的近代宗教改革，1982年才有正式伊斯 、‘

教经学院，其成立前 ，新疆伊斯达教教职人员的培养主要是按传

统 左式由老一辈个人传带培养，尤其在边远封闭的民族聚居区，

经济的相对贫穷落后与宗教较深厚的传统色彩结合 ，使传统的派

系等根深蒂固的影响造成这种分散性的传承状况。有这种宗教背

景的新妞分裂势力也不能不受到这种影响，因此大小组织分 立

其这 弱汽是我们必须掌握的

    从已破获的或已掌握其分裂括动的组织的情况看 ，名目繁

多，势力分散。较有代表性的有 20世纪 80年代的 “东突厥斯坦

燎原党” 与 “中亚细业维吾尔斯 坦 青年星火党”，90年代 的

“东突徽斯坦伊斯 11党”、“东突R民上伊斯介党”、“东突厥伊斯

终解放党”、“东突厥伊斯兰A卞党”、“兄弟会”、“东突厥斯坦

巴 J  i大一} (LW家利益高于一切).192页，乌普木齐，新沮人民出版社，2W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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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维吾尔斯坦解放组织’①、“东突伊斯兰运动，‘等十

儿个、它们各自进行了分裂恐怖暴乱活动，或自制炸弹炸药，组

织分裂恐怖活动训练。其中喀什地区的 “兄弟会”部分成员

“曾在国外恐怖训练营受过训”，和田地区的 “东突厥伊斯兰解

放党’则接受成立一「阿富汗喀布尔的境外恐怖组织 “东突厥斯

坦伊斯兰运动”②的指挥，声称要以暴力恐怖手段解放 “东突厥

斯坦”，建立 “伊斯兰国家”。该党在和田地区有 16个分支机

构③ 它们相互间虽也有联合的行动，但其分散性难以凝聚

统 -

    他们的第布大特性即共同表现出进行恐怖活动的残酷性，以

及与极端宗教势力结合的特征。但其中，至今仅有 “东突伊斯

11运动 已干2002年8月26日被列人厂美国国务院的恐怖组织

名单。这是因为其活动已威胁到美国海外机构人员的安全。面对

其指向美国的恐怖活动及其与境外基地组织的勾结，美国2002

年8月29日的 《华盛顿报》专文刊登r《美国指出中国西部一

个组织搞恐怖阴谋》一文。文中称 :

    美国驻北京使馆今天说。有证据表明，与中国政权对杭的一

个新祖穆斯林组织一直在策划对美国a吉尔吉斯斯坦使馆发动恐

沛袭击、

    26 9，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宣布，“东突伊斯兰运动“被

列入 了美国国务院的恐怖组织名单，该组织在 美国的贵产被 冻

结，这满足 了中国政府长期 以来的要求 阿来蒂奇说 ，该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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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  该组织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代表于2阁2年9月‘日在阿位木图

召月第 _次代表大会.与“中亚维吾尔联盟 合井成立维吞尔斯坦人民党

    留  主4为新翻喀什地区疏助县亚甫泉镇维黔尔族人艾山 头合苏木，在阿A汗

化名阿不都 穆罕欲德 90年代以来，他因多次从事分裂活动被孔专政机关tfA，

199]年清逃出境

    汉 以1参见厉声主编 〔新妞的伪史与现实卜 363 -366贞，乌爵未齐 石搜
人民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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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手无寸铁 的平民实施了基力活动”

    美国驻北京使馆的一名发言人作了进一步表态，指责

“东突伊斯衅运动”与本 拉登领导的 “基地”组织勾结，

“策划对美国的海外机构发动袭击，如美国驻吉尔吉斯斯坦首

府比什凯克的使馆”。他还说。’‘东突伊斯兰运动”应对中国

发生的200多起恐怖事件负责，其‘卜有姗炸、暗杀和纵火等，

造成 至 少 162人死 亡 .440受伤 美 国 体 馆 发 言人说 他 不 了

解有关 ‘·东突伊斯兰运动”策划袭击美国驻比什鄂

具休情况 。不过他 说，两 名涉嫌策划恐怖活 动的

砰运动”成员今年5月被吉尔吉斯斯坦驭逐出境。1

坦方面证实，这两人企图对外国驻比什凯克的使馆、

他公共场所发动袭击。吉尔吉斯斯坦外长阿斯卡尔

夫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有人怀疑他们企图又

测公司的一篇文贪，题为 《美国在恐怖分

调 一致》。副题为 《美国赞同江泽民对中上

场》。在 8月 25口和 26口对北京的访问中

蒂奇说，经过认真研究。华盛顿认为力

称 ‘·F叭M”，是一个 ’‘恐怖组织 ，它

兄便诏 阴 断

东突伊斯Jj
尔吉斯斯

市场和其

艾特马托MiI,
，国使馆尝
图，土面a

              月

国战略，麦
与北京论翌
分子的立

务卿阿米

运动 简

对 没有 武器 的平 民采取

暴力袭击，不计任何后果 。去年一年 ，北京儿乎都在设法使华

盛顿和其他国家相信，中国新疆地区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和

其他维吾尔分裂分子属于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的一部分。该文并

林 :古尔吉斯斯坦最近雏逐了两名维吾尔好战分子嫌疑人 ，据说

他们参与 了今年 6月杀害一名中国外交官以及 一名中国维吾尔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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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的事件ll
    众所周知，其实，与国际恐怖主义基地组织、宗教极端主义

组织联手的新ri分裂组织远非只此 家，新疆分裂组织多数都是

“”个主义，，纠合在一起 “二毒俱全，’的 它们不仅对，1，同，而

且对中亚和美国这些反恐世俗国家及其公民安全构成的威胁 ，是

同样不可忽视的，否则终将纵虎为患。必须充分认识新a分裂主

义势 力是我们前一 4所述 “新月形”国际伊斯兰宗教极端主 义

活动的 部分，其对世界的危害及恐怖手段的残酷性是同样严

重的

    如 “维汗尔斯坦解放组织”(又称 “维吾尔斯坦解放组织中

央委员会”)，成立71991年，总部设在阿拉木图，在哈萨克斯

坦、吉尔吉斯斯坦设有多个分支机构，宗旨是 “解放维禽尔人

民，实现维吾尔斯坦独立 ，近年来该组织越来越趋 向于以暴力

于段解决 “新疆问题” 如2000年3月，吉尔吉斯坦 “维吾尔

泞年联盟”丰席因拒绝与该组织合作，被该组织成员枪杀在家

门曰。200(〕年5月，境外 “维吾尔解放组织”成员。为筹集资

金，绑架了一新疆商人，勒索 10万美金，并杀害了该商人的侄

子，之后又纵火焚烧了比什凯克中国商品市场。5月25日，恐

怖分 子策划并实施了对新疆人民政府赴吉尔吉斯斯坦处理纵 火 、

绑架案的 1作组袭击事件，造成 】人丧生、2人受伤 .行凶后，

恐怖分子潜逃至哈萨克斯坦，月于同年，月，在阿拉木图市杀害

了2名执行清查任务的哈萨克斯坦警察，另外，1997年2月5

13至9日，“东突伊斯兰真主党 等恐怖组织策划、制造 了伊宁

打砸枪骚乱事件，恐怖分子高喊 “建立伊斯达王国”等口号，

袭击平民，捣毁商店，烧砸汽车，杀死 7名无辜群众 ，使 200多

人平拐. 30多辆 车摺 毁坏 在移 方杏获 的 “东突伊斯 书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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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引自《参考资料》mot年9月2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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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之前 ，新疆发牛的各种东突分裂破坏活动已经多以极端恐

怖形式出现 ，其基本特征类同干中亚极端势力的残酷恐怖 活动

这此 ‘东突，恐怖势力为了实现其政治日标.扩大政治影响，

多次策划组织骚乱、暴乱事件 和打、砸 .抢、烧 、杀等恐怖 话

动，对新谧的社会稳定和人民牛命财产安全造成 了严重危害。如

1996年5月12日。 东突’，恐怖组织策划r对全国伊斯兰教协

会常委、新珊政协副 I席 、喀什伊协 主席阿荣汗阿古的晴杀。当

门清晨.阿荣月阿吉和3划L f在去艾提杀尔清真寺做礼拜的途中

;ffi4名恐隔分子袭击，恐肺分子对阿连刺21刀，其儿子被刺13

刀，两人均致重伤 1996年8月27门，6名恐怖分子身着迷彩

服，乘 车到叶城县汀格勒斯 乡政府 ，割断电话线，杀死副乡长和

在此值班的一名释察:随后义闯人该乡 村，将3名治安员和 1

名水管员绑架到10公里外的戈壁滩上杀害 1999年 10月24日

凌展,恐怖分 子携枪 支、大刀 、爆炸燃烧装置。袭击 了泽普县赛

力乡公安派出所。2000年2月25 H，新疆警方在莎车县卡琼乡

3村抓获7名恐怖分 子，并在恐怖分 了家 中发现一地道和地下

牢，地道长7米，高2.5米，地道后面连结 长12米.宽 3. 8

米.高2米的地下室。并在地道内缴获手雷38枚，电雷管22

枚，爆炸装置I8个，炸药 17公斤，拉火管20多个①。事实证

明，“东突”势力为I达到分裂祖闰的目的，不惜采取恐怖暴力

手段，残害尤辜、危害社会;不论是从其追求的日标 活动的方

式手段及活动的危害程度上看，这类恶势力都是地地4r4的分裂

工 R务院新闻办公室:《‘东突’恐饰势力难脱罪责》，2002年 】月21日

                                                                      ·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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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势力、恐怖主义势力和极端主义势力。我们以前所叫的

  新摄民族分裂势力” 是 种习惯性的称谓，而后 来的出现的

“I疆独’势力”则是仿效对 ‘·台独”、“藏独”势力的称谓来称

呼新粗的分裂分子，日前NI内媒介广泛应川的 ‘·‘东突’恐怖势

力”是m务院发表 《‘东突”恐怖势力难脱罪责》 1皮书后 、对

新摄分裂势力统 一的称谓。实际上，为 了反分裂牛争和确保新疆

安全Q定的需要，也可以将新疆 的各种 “东突”势力称为 “极

端主义势力”。以」这些例案都表现 r新福分裂组织进行恐怖活

动的残酷性和极端主义特性

    新疆这类极端主义分裂组织的第四大特性便是多N依附性

堆外新疆分裂势力经过近几年的分化组合，暂已形成以中亚、西

业、欧美为基地的三大板块 ，但因前述分散性木质 ，组合也是不

稳定的 它们在不同地区和闰家有不同背景。活动方式和程度也

有所不同 应当说。支持新骊分裂势力的政治力量 (公开或暗

中支持)主要有美m为主的西方 国家某些势力、伊 斯 兰神权m

家和世俗国家的伊斯兰极端势力等多国势力 他们本身存在诸多

矛盾和分歧，为什么能在新疆同题上达成共识?这应从两方面来

看:从支持它们的政治力量看，虽程度不同，但确各有所求:分

化.西化，弱化和搞乱中国，各得其所。新疆分裂势力为乞求

钱 、人 .武器 、训练基地等支持 ，不惜多国投靠。这种组合是狼

狈为奸，齐有所需

    新疆分裂势力在境外的生存环境以中亚为主要依附地，中亚

新福分裂分子之所以能在中亚生根发芽，自然有其一定的社会基

础和政治基础，这主要表现为一大基础:中亚有数量较多的维离

尔人和不少大小分裂组织;当地一些不明真相的同信仰民族对其

有同情心理品''v地政府有时也态度暖昧。从对新疆的影响来看，

中亚的新姗分裂 势 力对新福稳定的威胁 比较现 实;共 同边 w

3300多公里，地形复杂，雪线以上占相当部分。嘀所最近的1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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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一个 (阿拉山LI两侧)，公开通道多 (陆、水、空)，秘密

通道更多

    除厂乞求外国，新祖分裂势力潜伏于同族维吾尔人中。维吾

尔在中亚的人数.根据 1997年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州民族会

议蒯秘书长提供的资料，估计约有38万人。据苏联 1989年人LI

普查资料，当时分布在中亚5个加盟共和国的维吾尔族人共

262643人，其中在哈萨克斯坦 185300人、吉尔吉斯斯坦36800

人.鸟兹别克斯坦35300人、土库曼斯坦 1300人，塔吉克斯坦

只有6(N多人。据哈1999年人口普查，在哈萨克斯坦的维吾尔

人为210439人，比10年前惜加13.57% 照此推算，再加 卜近

年流出的或可能漏 计的维 离尔人 ，找们估计口前在中亚的维 吾尔

人约近40万，「片境外维吾尔人的2/3，境外共约60万左了.

    I fi 维舒尔人大部分是IB世纪至19世纪由新呢迁移人的.

18世纪中期，清朝平定白山派和卓霍集:ti 波罗尼都叛乱，不

少维族教徒随和电逃往‘1，亚。以后。和卓后裔多次潜人天山南路

作乱，失败后均挟赓维吞人流向浩罕汗国 (今费尔下纳谷地)

四 世纪中期以后，沙俄借与我划分边 界的不平等条约中 “人随

地走’的条款，煽动或胁迫 10余万维吾尔人迁至俄方七河地区

定居 少部分是在1961年苏联制造的伊塔事件中进人中业的维

菩尔边民 有此是苏联解体后以各种理由和身份进人中亚的维 舒

尔人，41.人籍和定居情况不明。从整体七讲，中亚维吾尔人受教

育水平低干当地主体民族，除在哈萨克斯坦有官办维语学校外，

在其他中亚国家基本上在当地主体民族语言的学校接受教育

    中亚维吾尔人除零星散居者外。主要集中在两个地区: 一是

与找交界的 匕河地区，其中包括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州和吉尔

吉斯斯坦的比什凯克地区。二是 鸟兹别克斯坦、吉尔 吉斯斯坦 、

塔俨‘克二国交界的费尔千纳谷地。这两个地区的维吾尔人在人

种、语言和民俗等方面存在 一定差异，这也造成其分散性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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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河地区的维吾尔人主要来自北祖，从人种学角度看，有此蒙古

人种特初，维吾尔族语言和习俗保持较好。费尔干纳地区的维吾

尔人主体来自南疆,与前者相比则多 些欧罗巴人特征，在语言

和风俗方面吸收 了较多 鸟兹别克族成分 ，通过对多种来源的资料

分析可以看出:顽固坚持以武力 ‘解放新盛ll的，多是苏联时

期老牌反华民族分了和20世纪90年代逃亡中亚的新分裂分子及

文化层次较高井靠分裂吃饭的其所谓 “民族精英”，而早期定居

巾亚的维吾尔人，因有 一定社会地位，收人比较稳定，商人和

般人多以利益为准，多不热衷于暴力活动。有相当多的境外维吾

尔人未到过新疆，不了解新疆解放后尤其是改革月放以来发牛的

翻天II地的变化，在育目的民族认同感的影响下，分裂组织说什

么，他们就信什么。值得重视的是，也有些维吾尔人承认 “中

国是自己的母N'，反对其他维吾尔人分裂新摄的活动，并对与

我加强经贸合作抱有厚望。此外，在中国国内，分裂分子则依附

干被萦蔽的同教、同源民族群众的支持，为之提供扩大队伍的

土壤

    在巾亚的维吾尔人基本上以聚居为主，他们在居住地成 左的

许多组织I了以 “维吾尔族独立 或 “东突触斯坦独 立”为 日

标的新疆分裂组织外，还有许多 般民间村闭。其成员大多以新

疆原籍 为基木特征 ，多是维护本群体利益或传统文化 、习俗的 自

我保护或民族文化团体 它们在新fair-la上与分裂势力有根木风

别，其中有个别组织。在公开场合还能旗帜鲜明地反对新摄分裂

势力，但是，敢肾 “民族叛徒”之嫌 、公开反对新履分裂势力

的组织数量极少，势单力薄。因此只能依靠这些少数。争取多

数，反对分裂分子的少数。这是我们做境外维A尔人工作的切入

点。可见，分裂分子想依附的同族群众井非铁板 块，特别是其

群众基础是以欺骗 为底座的，井不牢固

    至于中亚国家官方对新祖分裂组织基本采取利用与校制相结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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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提出过程度不同的自治要求，如在哈萨克斯坦的维吾尔人曾想

在七河地区建立自治州，当局既不想满足他们的要求，又担心正

而压制会使其矛头转向白己，在境内外引发哈、维两族冲突

1994年后，经我国多方工作，中亚国家向我承诺不许维吾尔人

分裂组织在其境内建立 “流亡政府，’。后在面临宗教极端、民族

分裂和国际恐怖这气大威胁的当前，中亚国家态度更加明确 ，积

极要求与我加强地区安全合作 ，如哈方在美国奥尔布莱特访哈时

明确表示不支持新珊分裂势力，这无疑是哈方考虑到如支持新福

独立，生活在哈萨克斯坦的儿十万维吾尔人也可能会要求独立

    但我们也清楚看到中亚国家也不会轻易因中国而开罪西方某

些霸权势力。不会白断财路，从而对已获得美国等西方霸权势力

暗中扶植的维9尔分裂组织采取强硬手段。总体fI其外交政策

的主旨是深化与我睦邻友好关系，维护本闰战略利益。不想因公

}支持难成气候的新盗分裂组织而影响与我总体关系，更不想因

此在木国激发 “民族独立 浪潮。即中亚国家 目前乃至今后相

当长的时期内。对其境内新吸分裂势力的毯本政策仍将是折中:

维护木国稳定与发展 ，争取西方经济援助，保持与伊斯兰和操突

厥语国家的团结，深化与我友好关系，使本国维吾尔人组织为其

所用，并根据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的需求不断调整。如国内外形

势无实质性变故，一般不会放纵使其恶性膨胀，也不会采取特殊

手段予以镇怅，总体是作为与我在关键问a土的斡旋筹码

    这样，新福分裂势力在境外只能依附某些国外政治势力和国

际恐怖上义、宗教极端主义组织，乞求资金资助、恐怖分子培

训。比如:他们与 ’‘乌伊运动”训练恐怖分子的墓地素有联系

“鸟伊运动”曾在阿富汗的巴尔赫、赫拉特、瓦尔达克、捕格哈

尔等6省设有训练营，教官多由本 拉登提供，除在阿富汗广设

军事基地和训练营外。“乌伊运动”极端分子还在塔吉克斯坦、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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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和车巨的训练营接受武装培训。据俄 《真理报》2002

年 9月 16日文章说 ，中亚地区此前零散的伊斯兰原教 旨主义分

子已决定组建 一个统一的组织— 中亚伊斯兰运动。该组织1涂了

包括众所周知的 ‘鸟伊运动”外，还包括来白乌兹别克斯坦、

.片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车I和中国新疆的分离主义分子

1999年初，本 拉登会见 “东突厥斯坦伊斯 11运动’‘头日艾

山 买合苏木时，要求其 “一切行动要与 ‘乌伊运动’和塔利

班协调"0“鸟伊运动”等极端组织为实现在中亚及我新A地区

建 之统 一伊斯 竺国家的 目标，还积极与 ‘4东突厥斯 坦伊斯 兰运

动”、“维爵尔解放组织”等极端组织联系.大力支持我国嵘外

  东突”分 子的活动。这些极端组织多在撰地接受过诸如爆炸 、

暗杀加实战积 果经验的训练，有的已成为本 拉登 “基地”恐

VDy11织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8年，"I伊运动 派遗数 t名骨 t-

已经潜人我国境内，建亿了}多处训练基地，企图 与境外的恐怖

分 子相互配合对南疆地区实施武装袭扰活动。大量事实表明，新

姗发生的大多数恐饰暴力事件者是由境外极端组织 直接策划 、指

挥，由境内的 “东突’恐怖分子呼应配合，共同制造的，包括

最极端 、最残酷的手段 “乌伊运动”极端分子在 乍臣培训营地

接受的训练是决速袭击警察哨所、对现役军人的恐怖袭击以及破

坏交通运输线等，而其在帕米尔恐怖培训中心的训练内容则包括

使用各种武器 、进行各类破坏与恐怖活动、实施爆炸 、劫持的能

力和在极端异常的情况下白焚的技能。在境外，“维吞尔解放组

织 同样从事恐 饰活动。如纵火焚烧 比什凯 克中国商品 市场 .

井枪杀2名哈警察等事件①

    境外以跨国族群为代表的新疆分裂分子在对 “乌伊运动”

N恐怖组织的依附 卜，另一方而为 了长期港伏于同a中开W新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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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内活动，他们还从思想领域对同教、同族青少年拉拢房蚀，欺

骗引诱 ，他们称为 “新，代力量”的培植。如在南扭一此地区

大办地 下经教点，广收塔里甫 (经文学牛)，强行 向青少年灌输

反汉 .排汉意识，叫塔里甫带塔里甫滚动地扩大组织 。导致一此

青少年学牛成了激进的热衷于 “圣战”的恐怖分子 如东突伊

斯兰运动在阿富汗喀布尔创建了 “移 民圣战经文学校”，专门招

收各地维努尔族青少年。这些青少年先在阿克利亚经学院接受宗

教极端 主义思想的教育 ，然后被派往阿一巴边境霍斯特军事训练

营地接受36个课目的军事培训，主要包括现代城市战争理论、

爆破学、飞行原理以及各种武器的使用方法，然后潜人国内。有

的编人塔利班的战斗序列，驻在即喀布尔约25公里处的德萨拉

卡训练基地，受本 拉登、塔利班和艾山 买合苏木的双重领

导，经常参加阿富汗内战，有的还被派往车臣、克什米尔和中亚

的费尔寸纳等地参加 ‘·圣战”。该武装力M配备以AK-4 7半自

动步枪为士的轻武器。在德萨拉卡训练基地，‘·东突伊斯兰运

动”成员随时可以使1月本 ·拉登和塔利班在该蔡地的大炮、坦

克、高射炮等重武器进行训练。"9·11事件，后，其武装力量

成员被打乱、打散。部分逃清到巴基斯坦，与当地宗教极端势力

合伙做生意、办宗教学校，安插从阿富汁逃到巴的 ‘·东突”成

员，井给部分成员办理有关出境证件 ，伺机向新胭渗透。由此 可

见其多国、多重内外依附开展活动的特性

    必须改变4内新璐分裂势 力的生存环境:如 (1) 目前影响

新疆稳定的现实威胁是恐怖暴力活动，但影响新摄长治久安的潜

在威胁是在文化精神领域，是盲目的民族认同。应利用分裂组织

分散性弱点 ，各个 击破。同时必须用法律手段打击欺骗性分裂宣

传话动。大力保护和依靠被分裂分子打击和杀害的各族群众，尤

其是其本族坚定分子。坚决遏制新福地区经常发生的群休骚乱

这类事件的起因有时只是曰角、事故等，却能引起几百人甚至上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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爪赢乱.其基本原因就在于有些人~.长期以往，就会
造成祸根。(2)政策导向必须鲜明。过 去在新获推行 文字改革、

普及普通话 、基层下部学维语等有利于民族[4j结的政策，应 该说

是行之有效的。现在不少基层干部 “孔雀东南 飞”，或 干部住在

县城。旱去晚归，不少人不做维语 ，难以与居民交流。必须有激

励机制。不能对那些为边a “献 了青春献终牛 ，献了终身献儿

孙”的汉族下部不闻不问，没有优Z政策。(3)改变基层政权

软弱状况。尤其是南姗地区，虽儿年集巾移治大有好转 ，但仍有

在工作组撤出后出现反弹，难以保持基层地方政权权威，应长期

轮派 1作组。(4)遏制地缘 、文化 、宗教 、民族心理异向变迁

新骚 与内地隔有漫长的经济弱化带，在文化 、语言、宗教信仰和

族源方而与中亚各国共性较多，应注意通过西部升发战略的实施

与内地的经济联系，加大其向心力

      对 r影响新骚稳定的填 内外因素有 飞个基本判 断: (I)影

响新9稳定的主要因素在内部，只要把新疆的 工作做好，就能保

持稳定布(2)从历史经验0 新疆的动乱只要没有外部势力的

直接f预，就成不了大气候，防止新骚问题N际化是维护新摄稳

定的关键;(3)由于新a的地缘和人文环跪特殊，内外因素对

新姗稳定均有很大影响，所以维护新9稳定的关键是防1h.内应外

合。从 目前分裂与反分裂斗争的总体形势及其发展前景来看 ，新

疆仍能保持夫局稳定，但小范围骚乱及恐怖暴力案件难免

    要从国家长治久安的角度加强有关理论问题的研究 ，发展经

济与文化交融关系，以经济发展促进新楹各民族文化交融，用经

济利益手段加强民族关系。应当强调各族共治，在加强发展边获

地区经济的同时，要加强历史教育和巾华文明的影响，尤其要充

分重视跨国族群对新姗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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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应对三个主义的

主义孤立衰败论

拍
四
.

    我们主张对极9主义进行全方位孤立打击政策。孤立首先自

然要严惩首恶 以军事力量歼灭之。极a势 力大部以暴力恐怖活

动为手段 。破坏国家政洽、社会秩序。威胁人v

W.事发突然 ，危害极大。只有加决反恐特殊部队

才建设，才能有效震吸极端势 力。最大限度地维

齐民族的团结统 。这也足目前世界各国的共识

关国早在 20世纪 90年代就建 众了一个由司法部

有关单位参加的反恐怖 协调机构，井组建 f

  海豹突击队，、‘a雳小组特警队”等专业反泥

书件”后 关囚防 人学 义根据反恐斗争的实际{

立的国土安全部，辖有专门的反恐特种部队。印

收到 一定效果。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亚

必须报据各国国清利反恐需要，组建有关打击极

构和特种部队.制作详细的对策和预案 同时

:WW I厂X笙, 新

专业机构和人异
杜会的稳定和

主要做法 如

直接领导、各霖
fio-贝雷帽’誉
iMo  "9 "、 11r, hh'Y f It居
的特殊部队也麦
家和我民也ifff
主义的专业机

按照打击极端

势力的要求和特点，有计 7、有针对性地对担负维稳任务的特种

部队进行戒严、追剿、搜捕.堵截、伏击、巷战、车战和反爆

破、反劫持、反投毒、反袭击等反恐沛科目演练及特种训练 必

要时还可组织一定规模针对极端分了的军事演习，切实提高处置

各种复杂W况的能力。打击严惩首恶首先是一切为了人民生命安

个，符合 “以人为本”原则。但是仅靠军事武力不足以消火

  .个F义 ，必须以全面的 ‘·孤立”政策使之衰败。世界民族

分离思潮对境内外新姗分裂主义活动有着重v的影响。认清这一

影响，对我们全面、准确地把握反民族分裂主义斗争的实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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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标本兼治的有效措施，逐步铲除民族分离思潮在新祖生存的土

壤，维护新疆村会政治稳定和长治久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认 为，应对当代极端士义的 “极端土义孤立衰败 沦 ，必须

从境外到冈内全面施行 “孤立”，使之衰败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在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时，对

信教群众遵守国家法律的公民意识教育重视不够，有关法规滞

后，非法宗教活动长期得不到有效制止。鉴 于分裂势力多与宗教

极端势力结合 ，加之跨国界蔓延的伊斯兰复兴运动迅速向我境内

渗透 ，境外反共势力又利用朝0和国外神学院进修等宗教渠道 ，

培养 了  一批具有分裂思想的神职人员返回新祖 ，也通过这一渠遭

把 大傲反动音像制品和书刊带人境内，因此必须从严管理非法宗

教活动。某些伊斯兰国家采取与新祖分裂势力这种扩大感情、文

化和意识形态1相互认同的做法，使我打击境内外分裂活动的斗

争不可靛免地碰撞到与这些N家的相'i关系。但是我们与伊斯介

肚俗国家政权仍存在有共同反对宗教极端主义的共同利益。因

此 ，借此共同打击与孤立极端主 义分裂势力仍有可能。总体应执

行 ‘出境松、人境严”的政策

    追逐狭隘民族特权阶层经济利益与政治权 力是新服分裂势力

和世界民族分离思潮的共同真实目标，但他们打着民族和宗教利

益的旗号进行分离运动，必须进行揭露。特别是近年来，中央政

府为新张的能睐、交通、通讯、水利等基础设施项目投人了巨额

资金。自治区为发展经济制定了 “一黑 (石油)一自 〔棉花)’‘

战略 然而 ，有关调查表明，刨除物价因素，南服农民的生活水

平只相当于50年代末，北张农牧民的生活从1985年以来尚没有

明显改善L，国家的巨大投资改变了新张大城市的面貌 ，但广大普

通农牧民却称之为 “看得见、模不着、用不上”的 “形象 「

程”。国家在新张投人很多，但国家下程没有明H提高他们的生

活水平，没有给他们带来明显的经济利益。这为揭露分裂分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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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造成困难，相反使分裂势 力 “独立就能改变一切”的政治 口

号在群众中容易产生共鸣 。所以必须进行特殊扶贫开发 「程 1训

民族群众尽快富裕 。这是孤立分裂势力的墓础工程

    前述有关探讨表明，极端主义是囚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 毛

义.民族分裂上义公流合污、’一 毒俱全”的当代逆流和威胁人

类安全的恶势力 ，他们在一时一地可能表现得相当猖撅 ，也可能

在 个较长时期中挣扎着存在 但终究因为其本质伟背当代和平

民书时代发展主流 ，违背世界)

违背广大信教群众迫求适应现1

人tI期望，因此蛙终必然A丫

个 1义 的大罗地网

法 协调 的权 力矛 盾

舔本质，并依靠和保护与之对立的同教同族厂大群众

利益 ，世 新

活的现实雾
口速衰亡，盆
措施   一 映

织一是Wfc..
交对 会1在矛盾，履
同族的无 姗

I,是不断委
奴性等罪婴
逐步缩小盆
众吸引到 论

发财致富，特别是以流动机制组织愿意到全国各地的聚居民族地

区群众，去经常加人劳务输出队伍，而大收实惠，使之汗阔了眼

界和生活追求。我们认为，这样是使极端 主义逐步孤立衰败的较

好途径。再摘要综合论述几汽，包括建议

    首先， 个难解的死结是 “暴政 ”旅迫引起反抗 ，还是宗

教极端主义导致暴力恐怖，我们认为，更重要的还在于，即使政

治现实A要改变 ，暴力恐怖 t-义针对平民也不是 王当的手段 ，所

以，应先从理论观念上孤立 “二个 t义”，然后从行动 上促进国

际反恐统 一战线 ，不仅团结周边 国家，也包括 “新月形”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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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反对 ‘·飞个上义”的伊斯冷冈家的世俗政权

    如:本 拉开1997年3月在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网记者采访

时称美N政府是不公正、可IF和残暴的政府 ，因此一个穆斯林必

须用 ‘圣战 来清算美国所犯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本 拉登

所说的 ‘4罪行”主要有 几: 一是海m战争后美国在阿拉伯半岛

和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不仅威胁到伊斯兰教两大圣地 (麦加

和麦地那)的安全，而ft美国经常利川设在伊斯兰国家的军事

基地宋下涉中东事务，粗暴地压迫阿拉伯人民‘二是美国在海m

战争后继续凭借武力对伊拉克实行制裁和野蛮的轰炸。造成人in

主义灾难;吮是美国在阿、以冲突,f, -贯支持、偏袒以色列，美

N对以色列周边的阿拉伯国家进行控制、打击和分化也完全是为

了美国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利益，而完全无视阿拉伯国家和巴勒

斯坦人民的合法权益和民族尊严。在本 拉登看来，美国所伤害

的是伊斯协教和全休穆斯林。因此也只能以伊斯兰 “子战”和

恐怖的方式来报复美国，包括报复支持美国政策的美国纳税人，

即所有的美国人。但连美国人民也不放过，则引起世界各囚人民

的公侦 尽管批评美国中东政策的并不限于宗教极端主义，但人

们仍然不会赞同本 ·拉登的思维逻辑和行为方式

    新疆分裂势力与%r.教极端主义有密切的思想联系，必须把极

少数人出丁政治需要利用伊斯兰教的行为与真正的和平伊斯兰教

严格区别开来。真正对美国和西方安全构成威胁的不是以和平为

4旨的伊斯从教，而是假借伊斯脸教名义的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

主义 宗教极端主义鼓吹 “圣战”，使 “圣战”成为国际恐怖主

义最重要的 卜其。就伊斯兰教而言，所谓 “圣战”主要是指当

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受到外部势力的严重威胁时。应当为保卫神圣

的信仰而进行白卫性的反击。这种反击包括武装斗争，但不限于

动武，义正严辞的谧责，揭解非正义，也是 “圣战’ 的应有之

义，称为 “舌的圣战”、“心灵的圣战”，这在伊斯兰教典籍和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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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文献中早有定论。此外，净r非什么人都有发布 “圣战令 的

权利，历史t的 圣战”通常是由国家元首或众T所归的宗教

领袖发布命令 然而，在宗教极端主义的随意解释 F，今天世界

各地的所谓 “圣战”可以说是面日全非，实际 1己成为暴力恐

 
 

娜
四
.

的

别

的

怖主义的代名词_如在俄罗斯的车巨.车臣叛匪以 “圣战

名义可以肆无忌惮地进行暴 力恐怖活动:在塔古克斯坦和乌兹别

克斯如，暴力恐怖主义势力在外力的支持下不断在 “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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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义F从事各种暴力恐沛和武装叛乱话动;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

卜 由I中东和平进程久拖无果，悄怒的巴勒斯坦穆斯林青年在

绝叩之 卜经常用 ‘4人体炸弹  的方式袭击以色列平民，这种

  杀身成干”的行为同样被称为 “圣战”号而本 拉登团伙更是

号0i 斯林在全球范围 内对所有 的美国人进行一场全 方位的

  i.战 。木 拉登所说的 “x战”也就是国际恐怖 主义，企图

以 “圣战恐怖 使美国和世界不得安宁

    总之，宗教极端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相联系最严重的后果是

使4力恐怖主义合法化，企图用神圣的宗教来证明暴力恐怖的正

义性 人们看到。在所有暴力恐怖主义肆虐的地区，传统的

“圣战”观念已被污染泛化、极化，而与暴力恐怖儿无区别

  圣战 可以不沦场合，不讲条件，不择手段，不顾后果，而这

此也正是一切暴力恐怖主义的基本特fif。所以，尽管伊斯兰教确

有 . 战”之说 但世界广大善良的穆斯林也同世界人民一样

坚持反对 切形式的恐怖主义①。这就必须联合一切国际反恐力

f4l.严惩其首恶，消灭恐怖组织骨十分子

    还要宣传宗教的本来宗旨，相互和睦、求同存异地相处，揭

薪 ‘·几个主义”极端分子的仇视异教异族及犯罪行径。如在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昊[s炭: (伊斯谁原教旨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与19际恐怖主义辨公沙 载
《N外社会科学》.2戊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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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畴经》说:“我为姆个民族制定一种供献仪式，让他们有所

遵循，绝不是让他们为这事与你争论。”〔朝欲章，第67节。译

文引 自马坚译 (占兰经》) 《占兰经》 又说: ‘·对 }宗教 ，绝 无

强迫 ’‘(黄牛章256节)

    应该宣传并相信，全球化时代，民族间相互白觉融合的过程

也在继续，历史卜众多的古代民族融合、消广于其他民族之中的

现象比比汁是 ，否则我们今天的世界上还 不知道会石多少民族L

II如人类的语言在不断减少 样。从远古历史的数l厅种变成今

天通常认为的6o( 余种。当然，随着经济 体化和干乱E.全球化

时代的到来，网际之间、族际之间的交往H益密切，H放性H益

增强 .民族的发展也加快 了速度 民族只有在充分的发展11，才能

自觉地融合，民族只有在自觉融合的过程咔j才能自然地消厂

些语言学家预测，再过 1al年，人类的语言可能只剩 F 600种，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气然，这井不盘味着再过 IOU年世界1的

民族也大4t地减少.因 Jlcio毕竟只m界定 民族的因素之 .4l

是，民族最终急是要逐步融合到消r的 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

到，多民族国家内的民族问题需要通过村会发展，如构建.完浑

各民族 一律平等的保障机制。长期坚侍，逐步解决。改变Ilf:$[H

家格局的民族分裂t义总体说来已鲜有所走向低靡.经济 一休化

冲击所激发的经济民族主义或将做出适度反应。保留、传承和发

展民族文化以及在现代化进程中寻求自我的文化民族主义将会普

遍高涨，这些现象将构成世W, EC族问题的主要发展态势。同n#,

跨冈民族问题增多的趋势也必然导致人类社会对解决这类民族问

题的高度重视，通过和平方式和加 决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建立社

会平等机制来调解族际关系与国际关系的选择已是人势所趋，尽

管这还将是长期的过程

    其次，要有大政策.大行动一比如在囚内边疆地区用特殊政

策4立广泛的群众性统 一战线。统 一战线的核心力量是反恐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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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武装力量和新珊建设兵团;统一战线的群众基础是被新疆分裂

分子叫嚣的 “新盗自古是维吾尔人闰家论”徘除在外的其他各

族;最后大力争取 一切有可能反对分裂主义的维吾尔族群众。大

力提高各族人民共同开发新肠、共治新FI的主人翁感。建立国内

统 一战线需要力度极大的、能使群众有实利而争相投人的大政

v、大动作、大措施。如要坚决顶住分裂分子的攻击.法律保护

和政v支持兵团在南谧的安邦与扶贫开发任务;给子安置群众贫

困少数民族的汉族企业、农场以减免税优惠;给予政治表现好的

维吾尔群众最强有力的人身保护和扶贫优惠，以政策导向分化分

裂主义的荃础

    新恤分裂势力最泊也最仇恨新疆建设兵m，因为这是他们最

大的克层。世界L发达国家，多数是通过 “屯垦拓荒 的大规

模移民运动而把落后的土A民族聚居区带人现代化的。比如美国

先把土著居民地区土地国有化，然后廉价卖给蜂涌而至的移民，

仅 “两下年”.就让这些移民中 ‘·诞生了成千1万富有的拓荒农

场七”戈 与之相比，我国对建设兵团和长期在边疆的开拓者，

政策倾斜就太少了。应该让他们尽快带动全A人民的现代化，大

家忙奔小康，那么，分裂分子就没有因封闭而贫穷落后的群众可

以利少日r

    我们主张在边姗开展 “富民发展 1几程”与宣传 ‘·极端主义

孤立衰败论”。在应对 “几个主义’‘方面，特别是恐怖主义手法

方面。不同A家有共性和特性的政策借施，均T作为我国的借

鉴 如美国自 "9-11事件”后，采取在军事上、情报上对基地

组织及恐怖主义首要分子以坚决彻底消灭为[]标。决不留后患，

在世界范甩建立反恐统一战线，jI切断恐怖组织 一切念融户头等

  ② 何顺果

3引页，北京
《美国边妞史— 西部开发模式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2M

115. 341一345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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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丫 ‘
一    等措施，又如印度则除了军事打击外，强调建立一种特殊部队

他们主张 “根据吠陀的传统进行特殊 f作”，认为恐怖主义也是

个 “个胜化问题”。最终解决需 “人性化的解决办法’‘，要按

  在瑜伽的影响卜统 一的影响、一体化的赚响、和谐 一致的影响

— 冲突 般不会产生”这些古训进行特殊工作①。这类不同应

对措施对干打击与孤立 ‘一 个主义”都各有不同作用 我们认

为，根据我国有长期从事群众T作经验的特点，最好开展干部及

1作组长期轮换的 ‘富民发展 I程”模式，对南疆等封闭贫141

地区，长期高薪聘请政治素质好的、经训练的特别 上作组，组成

严守 布大纪律八项注意、爱民如T的了弟兵特殊部队，去为群众

致富忘我 1_作 ，为带动当地贫困的榴斯林群众致富服务，if个而

进行使他们远离 ‘4_个上义’的启蒙工作，共内容应进行方方

面面的规划

    贫穷是分裂主义分子得以借「J存在、滋十和蔓延的温床。大

力发展经济不仅是争取民众、加强民族川结和保持社会a定的根

本途径 ，同时也是孤 立和打击少数分裂分子、根除其牛存繁衍的

社会基础的玉 I&乎段。这不仪是 一个亚大的经济问题，更是 个

N大的政治问题，所以，要从发展稳定和国家安全全局的战略高

度追究致a不决的原因。认真对待经济发展问题 ，确保民众得到

更多的实惠;要狠狠检查对落后地区.边远地区，特别是极端势

勺比较活跃的地区经济建设投人的落实情pit,帮助民众真正摆脱

贫困，走向富裕，不晰提高其物质生活水平;要继续引导民众把

主要精力集中在发展经济、追求富裕牛m1。实际卜，这是 项

争取民心的实际工作，要真正认识，失民心，则失天 卜 般情

况 卜，经济搞上去了。人部分民众的生话好了，搞非法宗教活

动.参 与极端4q织 的人就少了，极端组织被孤 众的可能便会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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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或战乱

    在我国，必需加快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切实打牢民

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物质荃础。江泽民同志指出，‘·少数民族地

区和边m地V贫困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势必影响民族的团结、

边境的巩固，也将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 ” “在国家未来的发展

战略中.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将摆在更加 突出的位置 ” “实施

西部大开发战略是我国下个世纪发展的一项I大战略任务，也是

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重要历史机遇。从现在起有关部门应加紧进

行研究 ’嗯 要利川西部大开发的有利时机，加大对新理特别是

南姗地区的投人 加强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尤其

要采取有效潜施加快贫困地达的发展，干部应如解放初那样严格

纪律 、千方百计切实关怀提高广大民族群众的物质文化和生活水

平，梢心建立销售网站、信息网站，国家帮农牧民货m的销包，

搞好与内地、边境的贸易，协调组织好内地发达地区对新疆的对

曰支援 ，充分发挥新妞 “内外外联”.“东进西出’ 的优势 ，带

动地区经济的增长;要加大对边疆的支持力度，在投资项目、税

收政策和财政转移 支持等方面实行优惠政策 ，逐步建立长期稳定

的群实到贫困户个人的资金投人渠道品为群众多办实事、好事，

训群众真正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把党和国家的关怀与温

暖送到少数民族群众的心坎 L,让民族群众看到国家开发 目的确

是为 门’大人民群众谋福 利，用事实粉碎分裂分 子的谎言，孤

守之

    在我国，由刁利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不

晰深化，也出现了各种社会现实f9m :下岗失业人员增多，就业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① 分别见(中N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9), 244 -261爽 北京，民族出

版礼 1994年 (中央民族I作会议赞国务院第三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文付
生》 化京.人民出版社 ]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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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大;农民和城镇部分居民收人增长缓慢。有些

群众的牛活还很困难;收人分配关系尚未理顺，贫富悬殊增大;

民t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缺陷;

一些党员干部的形式主义、‘言僚主义作风还相当严重。基层十部

有些腐败现象还比较突出，造成丧失部分民心。而极端分子往往

都是利用这些问题 ，搞欺骗宜传，传播极端思想，甚至拨弄事

作，煽动群众的反政府情绪，以达到其险恶的目的。尤其是在有

宗教信仰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这些问题常常会成为民族极端主

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分子煽动民族情绪、宗教狂热，借机滋事、甚

至引发骚乱和冲突的借ue鉴于此。要从源头上消除极端主义，

都必须认识和高度I视这些f-l Im。结合实际，加强监督机制，制

定有效措施，妥善加以解决

    第不。孤立 “三个主义”，必须防止极端主义思想对青少年

的侵蚀和渗透，要加大对民族地区尤其是基层乡村教育工作的投

人 ，有计划、有步骤地扩建、增建中小学 ，免费向青少年提供学

习机会和教材，减少他们去学经文。抓好民族地区教师队伍的建

设，尤其是在大中专院校和偏远 乡村的中小学 ，要真正把那些对

党忠诚、政治可靠的民族 卜部放到教师岗位L，确保教师队伍纯

洁。应坚持在中小学大力推行 ‘双语制”，尽可能实行 “民汉同

校’，从少年开始培养各民族间的认同感、并培养国家祖域认同

观念 。

    要深人持久地抓好民族宗教政策教育，要加强用维语积极、

深人 、广泛地开展以党的民族宗教政策 爱国主义、民族团结 、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宗教观为主题的正面宜传教育，用健康的思想

文化占领边摄 ，占领民族地区思想文化阵地。要加强对宗教事务

的管理，杜绝非法宗教活动的滋生和蔓延。要从m头寸打击分裂

势力及城破坏活动，就必须严格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

依法加强对民族宗教事务的管理。伊斯兰教极端主义也并不是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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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 而是由争夺权 力的不同派别的民族和宗教组织的混合

要把反对分裂 、打击非法宗教和暴力恐怖活动纳人法律的范

，坚决杜绝非法宗教活动和极端宗教势力的港透 .依法取缔地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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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经文学校等非法宗教活动场所，防止宗教活动的极端政治化倾

向。要把好宗教人士的选拔和出国朝奴关，做好宗教_1层人土的

1作 对民族文字宗教出版物的印刷、引进和发行及对以少数民

族历史、文化等为题材的出版物，要进行严格管理、审查，防止

“份个主义”宣传品的传播。力争把各种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要加大对边a历史知识特别是各个历史时期维护统一、反对分裂

的各少数民族英雄的宜传 力度 ，引导各民族群众正确认识历史上

的民族关系，IE确处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现实关系，牢固树立

  几个离不开”和各族人民共同繁荣的思想观念。在充分尊重各

民族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基本权益的同时，要始终强调国家利

益与人民利益 一致，各族人民共同利益高 上一切的原则 ，牢固树

立以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为最高利益的观念。要深人开展以维护人

民利益.维护法律尊严、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为基本内

容的 “四个维护”教育.积极主动地与破坏 “四个维护”的行

为作斗争，孤立之「

    要加大对基层农村宜传工作的投人，加速广播电视事业的发

展.努力推广汉语及干部维汉双语水平，确保群众随时听到党和

政府的声音，A受到党的政策的温暖，在关键时刻能紧跟党和政

府 要及时发规 、收缴和销毁各类反动宣传品，严惩分裂分子;

加大对敌反电台的干扰，加强对因特网的监控，坚决反对和制止

以 “泛伊斯 砰主义”和 “泛突R卞义”为摧础的极端思想的宜

传渗透，提高各族千部群众的识别能力。增强反分裂的自觉性

要加夫对外宣传工作的力度。根据境外 “东突“势力的活动情

况，有针对性、有取 点、有 目的地扩大对外宣传的内容 、范围，

扩人我国的政治影响，抵制极端分子的反动宜传，积极争取世界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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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不同地区间的权 力和利益分配不均的间题等。都需要慎 a处

理，认真解决。要重视做好驻疆汉族和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下

作。在新珊各民族1925多万人口中，维吾尔族约占47%，汉族

和回族、哈萨克、蒙古等其他少数民族占53%0由r闹独立、

搞分裂的主要是由境外跨网族群巾的维吾尔族的极少数极端分了

领头，所以，做好汉族和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其他少数民族群众

的1_作，要制定 一些有利于稳定新吸汉族和少数民族人门、增进

民族触合的优惠政策，如鼓励内地人才到新疆带动少数民族致

富，鼓励新吸同信仰少数民族相互之间通婚融合，鼓励维吾尔族

岸年到内地流动经商，参加劳务输出，以促进思想开放，逐步改

变 目前维 、汉民族之间文化上、心理 ]_和社会生活 L的隔阂状

态，为维护边a稳定和孤 叙民族分裂分子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另外，只有各国共同努力，联干行动 ，加强边境管控，逐步

缩小堵寒 “几个主义”的生存空间和国际化企图、逐步孤立之

境外 “东突”势 力 口前主要 盘踞 在西业 的 士耳其，中亚的哈 、

吉、塔，南亚的巴基斯坦 、阿富汗以及美国、加拿大、德国 、澳

大利亚等地.、因此 ，r从源头 卜堵塞 、清除和打击其活动，就必

须a视 做好 上述 国家的 工作。争取他们 不支持或尽 量少 支持

“东突”势力的活动。要加弦 清报合作，为统一行动 、联合打击

创造条件，防止其建立武装据点和利川所在国领上从事针对我国

的分裂活动。对有此国家或明或暗支持境外 “东突”势力、及

时与其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外交斗争。尤其是要注意做好对美国

的工作。美国为实现独霸全球的战略 目标，长期以来对中国采取

既封锁、遏制，又接触、合作的政策，企图 “西化“、’。分化”

中国。不过，美国有时也需要中国的支持，需要在国际事务中借

助中国的影响。我国应充分利用这一点，采取有理、有利的外交

斗争，迫使其放弃对新吸分裂势力的支持。这是孤立极端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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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战略方向

    对境外维吾尔群众的争取和对 “东突”势力的分解孤立下

作，需要特殊关注，建立非武装特殊部队。我国新疆的分裂破坏

活动之所以难以根除， 个重要原因就是其组织和策划主要在境

外。11前，移居或流亡境外的跨国维吾尔移民大多分布在中亚 、

」耳其和欧美等地。在中亚，大约有 40多万 人。其中，哈萨克

斯坦大约有23万人ni 如何分别瓦解极端分子和争取叮团结的

群众 是杜绝新疆分裂主义 .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 ，维护新Rut稳

定的 项重要工作。因此 ，必须正确区分分裂组织和普通的维吾

尔人团体，对普通维爵尔群众和团休、要由这种 “特殊部队”

仁动去做下作，积极争取境外大部分维9尔族群众对我打击

  东突”恐怖势力的支持;对较温和的 “东突”组织，要通过所

在国积极 ‘J之接触、谈判，晓以利害，做好分化瓦解 了作 ，争取

其成为放弃独立的 一般组织;而对有暴力倾向的 “东突”组织，

顽叫 持分裂祖国的维吾尔极端组织 ，则要准确掌握其罪证 ，及

时与其所在国沟通，’a决予以限制、打击或取缔

    总之。只有从各方面打孤立战。最终极端 上义才能衰败 ，不

能光馆武力剿灭与军事行为。这就必需在加强反恐武缓的同时

建 在特殊的 “非军事综合部队

困 (哈萨克斯坦2以X年简要统计年鉴》，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2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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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跨国移民流动及其对

      国家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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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与 当代流动模 式与动 因

    不同族体的人口迁移。尤其是跨国流动迁徙是全球

交往最普遍的形式和特征，只不过历史上的人口流动迁

徙和现代全球人「J流动的广度 、速度及原因各有不同t

各具时代特征而已

    从最简单的Al,义上来说，迁移指的是人口的移动及

其临时或长期的地理位置1的变动。人类总是在迁移，

而且不断进行着长距离的迁移。在现代迁移的背后，存

在着的 一般推动因素为:蔽得胜利的军队和霸权冈占领

新的领 i 被击败的和被逐出的人们则逃到可防御的地

带以及更安全的地方;生活困难或不满足现有丁_作的人

子找新 工作;被迫害的人寻求避难所;追求企业发展的

人以及充满R险精神的人向国外投资等等。本童剖析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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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迁移的一些典型历史形式、原因以及对迁人地和迁出地的影

响。认为凡主动性的迁移，最主要的本质动因是追求利益。而对

国家和社会的影响— 迁移所带来的影响相当不均衡，但其主

流 或者说就积极与消极作用的相 比而言.是促进发展的，而 巨

脚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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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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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了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以及维持全球劳动力市场及补缺的迁

移流制度 (institutions)
        般认 为，人类历史上大多数迁移形式是以两种差异为特征

的， 一种是地理位 置差异 。一种是社会差异 :1句中心迁移和向边

缘迁移;精英 ( elite migration)迁移和民众迁移。现代早期的迁

移多数是从区域性向全球的过渡 17世纪以来，在东欧 、南欧

和中欧，澳大利亚、普鲁士、俄罗斯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冲突导

致了种族群体在不断变化的版图中多次重要的迁移。重商主义取

向的国家和帝国吸引了熟练劳动力的流动— 例如，荷兰人迁向

德国和英国建设陆地排水系统;彼得大帝将技工和造枪炮的 不人

带到俄罗斯帝国。而巨，俄罗斯人从18世纪开始向东大规模迁

移，导致了沙皇帝国在西伯利亚腹地的殖民高潮。不过，这些迁

移中的大多数都还是区域性的，而不是全球性的

    历史 I真正称得 I具有全球跨国流动规模的人 口迁移是现代

早期与民族国家的形成和殖民化、J业化相联系的，较廉价交通

费川和规范可靠的交通道路开通也是原因之一。但是，造成迁移

洪流的关键原因还是经济上的。一方面，欧洲在 丁业化过程中产

生了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土地丰富但缺乏劳动力

的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和嫩民国同时又出理了爆炸性的1川k化

跨越大西洋的大规模的国际迁移发生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和第一次

fit界大战之间。据估计，最多流动人 LI在 1850年 一1914年之间

有 5000万、最低在 1821年 一1914年之 间有近 4600万:其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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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0 万来自欧洲，大约2.，万来自亚洲。大多数去厂美国①

    1880年之前大多数移民来自北欧和西欧，而在 1邵0年之后

的大多数移民来自南欧和东欧，尤其来自意大利，这种改变反映

出地理位置的变化_在这个时期，不列颠群岛移民占全部移民的

卫/3强，欧洲农村的穷苦人向外迁移受到许多方面因素的促进

尽管法国采取限制性相对严格的出国政策，但是，在 19 世纪中

叶，英冈、瑞典和德国对境外移 民的限制解除 了，而且国家机

构、J会、慈善纵织和殖民团体都提供境外移民资金帮助。英国

J一1840年成立了殖民上地和境外移民部 (colonlall五nd和Em】-

盯献]O nDep叭mellt)，卖掉了在澳大利亚的土地，并用这笔资金
资助对外移民。地方利率也为穷人的绳外迁移提供便利条件，德

冈也采取 了类似的方法，尤其是在澳大利亚和拉 J美洲。境外移

民寄问的汇款在帮助亲戚进一步向外移民中也是 一个重要的因

素、在这此方面，迁移模式逐渐被制度化。在18到20世纪的大

部分时间里 (1760 一1914年)，经济因素是造成迁移流的主要推

动力贫 旱期的宗教迫害以及 17 世纪遥远海外财富的吸引己经

训位〕直接的现实因素:对许多欧洲人来说，美洲有着不同的经

济发展和施展机会。欧洲跨边界的劳动 力迁移有着悠久的历史

而风，这些劳动力流动是与工业化和国家建立的动态过程以及大

西洋两岸的迁移过程重叠在一起的。尽管如此，仍有大量的证据

可以表明，19 世纪晚期的欧洲 工业化、逐渐扩大的国民经济差

跄以及穿越整个大陆的铁路的修建收人推动了一种新的集中的区

域迁移浪潮的出现

    亚洲范围内的迁移模式呈现出类似的全球性和区域性迁移流

相结合的趋势。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除 r那此朝向经合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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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 ·英:截维 麟尔德等著，杨雪冬等译

贞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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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囚了内迁移以外，亚洲迁移水平是报低的 在70年代 迁移

流不断加速，QI迁移目的地从欧洲转向了北美、澳大利亚以及海

湾囚家 随着东欧和前苏联解休及其限制19:迁移制度的废除，世

界{ 人批114家又开放41书展了国际迁移。尽管所有这此流动只

不都足全球Vt的，但是，儿乎没有f{么国家没有过这样或)Jg样形

式的迁进和迁出活动_急的来说.与前现代时期的迁移相比，'」i

代迁移流 可能在地理范围 L吏加广泛 ，而且更加全球化 ，长期性

移民伴随着合同下人 同到来 寻求避难者、留学牛.探亲等也

有 I' [NW增加，这些行政规定的种类越来越多。并且越来越复

杂，为边境控制机构增加了 1作压力 政治反对派、避难者会留

居国外，川学牛会在完成他们的学业后变成当地人，很难进行准

确Vi i I-  Al通常的非法Mt迁移使得已经破碎的画面更加复杂化

然IN 明Q, 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 旱期出现 f印度 、中I习. n

木和爪味的i人向美国、英国、法国.德闪及荷 在亚洲、非洲

友加勒比海地区的狱民地的人规m迁移 这是真止的个球性

J工移

    中冈人人规模地迁移海外是在明代中叶以后 也就是在地理

人发现之后勺“据 般估计，从 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1年太平

洋战争爆发前夕，中国人办出国累积翅过 1000万，平均侮年/I

10力人以i 而人数也仪.ti全球国际移民人数的 10%左

了 上不过，如果把中同的海外移氏放在世界国际移K的背景

卜来看，巾国的海外移民在时问1比全球性的国际移民要晚_近

现代中闲的海外移民卜要迁社东南亚冈家和地区，这 以域属丁

，I- N的周边囚家、处F世界经济沐系的边缘地带，而在世界纤济

体系，卜Ll地带，P t1I海外移民willp少.11 m在美国，他们种成为

修建美国铁路以及在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中的骨 于劳动力 ，有 人

斤11本  z从什界 n华人) 2虫.南岛出版子12IX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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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在1848一1888年共40年问，离开中国的移民约为 235

万;在1815 -1914年间约有120)万移民，这种赚钱的移民交易

是由中国南部的商人经营的。据美国移民部门估计，“二战”后

至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移民数量至少在2500万以上，而战

后迄今的华人移民则不超过40(万，仅占世界移民数的12%o

目前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0%以上，而从大陆出国者则不会

超过20(】万①。由此可见。中国不是典型的向外移民的国家 这

一方面反映了中国传统的封闭性，同时也与 ‘二战”以后各国

的移民政策有关。大体上，北美是华人移民的首选去处，其次是

澳大利亚、东南亚和西欧，也有少量华人移居拉丁美洲和

非洲②。

    日本人的迁移— 其中的一些迁移也涉及到合同劳工— 开

始于19世纪60年代，那时的明治复)E结束了日本人与世界其他

地区好几个世纪的隔绝。在 19世纪70年代，出现了一股认日本

向夏威夷和其他南太平洋岛屿的迁移流。19世纪末，日本国内

经济萧条推动了向外迁移，而且，人们开始流向北美西海岸，包

括加拿大和加利福尼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这种移

民的限制使得这股不断增加的迁移流转向了南美，在南美，日本

人在秘鲁、阿根廷和巴西建立了大量的居住区:最重要的是在巴

西，在1908年 一1941年间，去往巴西的日本移民达 18. 8万。

据官方估计，1900年一1942年间的总体迁移人数约有62万 〔外

务部，1971)。移人日本的人数比这个数字小得多。但自20世纪

70年代中期以来，亚洲范围内的主耍劳动力输人国则是明治维

新后大发展的日本 .还有新加堆 ,文莱等。饮些汗移受到次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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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参见庄国土:《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3，2页，广州，

社，2001

    ② 《关于非洲的华人移民》，载李安山:《非洲华侨华人史》
出版社，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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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快速的经济发展以及内部劳动 力市场}9缺囚素的邹劝 .J见，

移民活动反映国家的发展状况

      气代比在出现 种k$有多样性fl I V,杂性的州巧交义+11相]b

响的 .既有经济性 也有 Ih经济比的个球性和区域性迁移模式 这

此全球移动的核心是利益原则利经济因素w动的光向经合组织国

家的移Id. -IK初是k域件的，从西方97M f9西方U国，然后扩大

列个球层次，从发展中国家列发达国家。在50年代，迁移日标

tv足西欧，但是.后来转向了北美和澳人利亚 另外，全球性

迁移还集中在中东 其他的大规模迁移是Ix域件的，而且从60

年代月始，在东南亚、西Ip Tn 09仆、拉丁美洲和中东范围内取得

J一决速发展  宁阴川异，当代许多迁移受到跨闰界的劳动力市场>z

作的驭动，跨闪界的劳动力d丁场是依馆作止式的和既有的，以及

11式的和制度化的安排建立起来的_

    不断变化的历史迁移模式也伴随着迁移人曰构成及其就业机

会的变化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大多数移民的下作是

公少翎陡务行业中的体力工作以及制造业部门的肌话壤活。然而在

经合组织成员国中 在80年代和90年代.这两类经济部门萧

条 西方的经济表现出后 I'. rI卜化形式，其迁移也呈现出后 卜业化

形式的某'特征  越来越多的移民进入91私人服务'IV和家庭服务

作中.于J亡交性移民数墩和就业机会增加 此外，还有掌握熟练

技术的、受过良好培训的专业人员的稳定流动，即精英迁移 山

I跨1闷公司的同际业务得到r扩展.1h711.1'1家移民机构已经把IT,

点转向掌握熟练技术的工人，这此迁移月始增加。如四方范1V内

的江移以及从发展中Iq家流向西方的IC=的 4人才外流  19联

合闪引算，在战后的失儿十年甲，熟练劳动力的闲际迁移人数约

为30力一40力 梢英迁移的卞要来源是来自欠发达囚家 关1IV

吸收 i 12万精lyk d移 吝，英闲+i11加拿人分别吸收 rs万 人 从

70年代川始.海湾国家已经变成」’熟练劳动力的玉要输人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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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移民跨 国流动的影响

    移民跨国流动对有关国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虽然也伴随产

月」-一此全今无法解决的棘于问题，例如前述与 几个主义’‘

勾结的跨1叫放群和移民集川，但从世界大址跨国移民的 4流石 ，

是从事积极的劳动。正常的生话，对移出与移人国经济、文化的

全球交衬与发展也主要起着积极的作用，因而成为小可抗拒的时

代潮流

      FI先 ，最深刻的影响可能发生在跨 国族群的义化、精神领域

以及由此促进全球所有国家 t沛义与管理职能的提升与新发展 ，尤

其将深刻影响民族N家的发展道路与方lbJ ，可以说 ，所有17家，

即ift界曰L乎没有It么国家或地区没有卷人全球化运作机制，或

没有输人和输出劳动 1) -随着苏联 、东欧剧变，以前因意识形态

相勺_封锁的 一此地区问也已经加人r迁移流行列。尽件这此迁移

流大部分是流向经合组织成员同的，但是也不完全如此。东南

亚、巾东和IL作、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内部的迁移也足

}要的模式 所有这此地队都开始被锁定在全球性和区域 隆的迁

移模式内

      n前在我们时代的人形成 厂截然对 在的 _少〔属性 精 英分 f

  力足世界公民，他们夫天部同全世界保持联系 (在功能、衬

交和文化方面)，而另一方则为过着部族生活的地方群体，他们

竭力退守和控制自己的地盘，在这此地盘上他们抵抗从遥远处影

响他们生活的安观 为吊r 被称为 “移民时代 ’的、.呀今社会，可

渗诱的功界和民族 文化的日益多丰yf七使民族 单一化失2‘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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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中川社交科学杂志朴缤 《社会转刑 多汇化名民族社分》。264欠 化从
什全科李文献出版丰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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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大，欧洲i4̀多人已跨越国界 1班，建立跨闪家庭以及相关社会

经济联系 ，这此人具有多w认同和跨 文化的资质。VF多人拥有两

个甚至更多的公民 身份，政府峡试I?}阻止，却不起作川。文化交

流和跨义化婚姻进 步加剧了这种混杂意识。[前这种经验从然

涉及的人比例还不大，租 自是全球化的 个4本方面，而且将不

湘「扩散 个人在政治 I和文化 I J,-ti该只属寸一个民族国家的原

则将逐渐不再行得通  而且，跨国迁徙，经济全球化，全

交流等跨国活动处理得好，也有削弱民族 1:义的可能。个

统政治和阶级 身份的认同越来越淡漠 ，越来越 归附 丁各种

或者玉归个人，这实际I就是政治生活的个人化和分散化

份和忠诫变得吏加多样时， 一囚公民或民族的概念就

(unILnulIe) ,而同时， If I_界某个部分发生的if件.决定

能够对全球遥远地方的个人和团休产生驭要影响”.毛一 在

跨国流动成为潮流的时代.各国政府要找到合理的战略来

球化的世界，就必须对14家的形式和功能进行调V.管理

功介EI干益纷w与突出，与现代民族N家形成的时代41I比，

国家权力以及领 仁现在处 」更9杂的关系之中  各国政府

家议卞日程的跨国界问题的过N中

x"114 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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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化没有带来 国家的终结”，反而推动 了各种职能调整战略的

出现，而门在某4e方而推动 厂闪家的更加积极的发展

    当代族体跨国迁徙流从民族视角来说，西欧冈家到Y1前为tl

已纤形成 了多民A特征，形成 了重要的 作欧洲移民的利群 }1本

出阶次有 厂贡VITT 的外来人「下社群 。关国在m 次世界大战之 前达

到 了迁移的最高峰 .而现在美N J)在接近从那以后从未经J万过的

  比 46左克格里 C Negm.} , 1992,阮刚甲砂dlnng沙俪 四加伟
势 1-w 川南w内l,m,. Glob山,anon ai司南 灿tion 啪ie. 5负.剑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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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宋VII人1}水平，民族闲家的自 ld_因以前含法迁移带来的影I啊

以及非法迁移将带来的影响而需要敢新界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拧制其边境 与管All It人「〕的能力已小丙能够满足要求 r  C且 ，

公民身份和民族认同的概念T要 级新讨论，以适应 当代个球迁移

模式和义化全球化  似是，在许多情况 卜，这此讨论所要达成的

日标it:7t:7t没有弄清楚 在20世纪80年代，西欧各Al儿乎都加

紧 厂对移民和公民 q份的法律限制。相比较而言，迁人北美和澳

大利亚的移民不断琳加，而u呈现出一种史具决定州的变化.即

移民从以欧洲血统的人为主变成了以拒洲和拉美血统的人为 I

近年，欧共休各因的困民有5W 力人居住在国外，而欧共体各117

有IM)多力居民来自欧共体以外的国家和地区，此外还有旱先

移民的第 代和第 :I后裔 于 足，一 方面是他们的政治 .法

律 社会和经济权利问题 ，另 方面足他们在文化方面的归属观

念，这两个方面的关系v出厂若卜6大的问题、如当代西欧引会

已经发牛r移民少数民族的边缘化和111此!nr来的劳动分 1种族

化 战后初期，两欧各国都没 有认识到未来移民的长期后果.

ail只足把外来I人人境石做是暂时性的现象，认为当电建完成，

不再急需劳动力的时候，这此外翰 1人就会返回自己的Is家 因

此，西欧社会几乎没有采取f卜何在丰I会和文化 L使这此外来移民

融人、.1,地社会的措施，共至根本不把最终融介这些移民“.呀做 个

适名日标。主流社会对外来移民的州斤，使移民处于文化和衬会

!的封闭状态。山I义化背呆差异.缺乏起码的社会经济条川，

外来移民无法融人当地主流社 会，成 为处 丁边缘地位的少数民

族  八劳动力市场卜，外来 1人也只能从事那此本地 I人不愿意

I的妓艰苦. 资M14( 吊小受人炸Er的卜作 沦为劳动)I. liiii

I的let FU'  f4;=Ail，20 III+ so' I代以来，欧洲.别造业部门的

劳动分 卜已经越来越基1种族成分 收人较高，需要掌握较多技

能的熟练 1人7目以达本囚男队公民 .1而收 人较低 .不需要多少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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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 11熟练 I人则更多地来自移民.外籍 I人构成的群体 。劳动

为按i!rt种族分层的现象已经非常明显

    据有的外囚学者说，近年来。针刘移民的种族9力行为时有

发月_在德国，新纳粹针对移民的人身攻击常有发11;在法囚，

占移民人日 半以〔的北」{二移民，成了种族暴力的主要日标;

zone年夏，英格、乙北部奥尔德姆.利兹、布拉德福德等城镇连

续爆发 (’针对亚裔的种族搔乱。甚至在移民较少 、且有长期宽容

传统的瑞典 .挪威和愈大利，也发生 厂敌视和迫害外来移民的现

象 除r一此极右翼政党之外 此主流政治家也提出了 “零

移!(】( zero im oigrariorp 政go,因此，西欧各国近年来都采取

f严厉的移民政策，对移民竖起 更高的法律和物质限制的壁垒

这址因为民族国家内部 一部分原有居民把公民权及其所包含的各

种权力.利益和机会视为既得利益，不许外来移民染指。特别是

钊川‘此来自欠发达国家的移民，不许他们分享国家福利这块蛋

糕  这样，民族国家己经被置 l一 个两难困境之中:拒绝移民，

它将面临个球化经济的巨人厅力.在日前Itto内人「丁曲线呈卜降

趋协的m况 卜，西欧需要吸收外来移民满足经济发展对低层劳动

h的需求，特Y'[W Cl多本国公民不19从t的职41, ;接受移民，就

怠味nil他if)分享政治经济利益和平等，如果把他们推向边缘 、

推向贫困，厂It使他们改善自己地位 增进自已财贫.改变自〔五

生活水平的希望 再落个的时候，人们内心积w的愤怒和仇恨情

绪就必然会详找齐种4l道发泄出来，社会民族矛盾就会激烈，变

苹这种刊会秩f}:和社会分层的可能尸1就不可ig免

    移民的地位和权利问题还表明，Id族川家门面临若自q合法

州的危机  按只印喻贝马斯的话说.就是 政治系统尤法 在R彻

一

 
 

一

 
 

一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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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经济系统的控制命令时把大众忠诚维持在必要的水平”。①

不管承认与否，规模可观的移民人口已经成为西欧社会的术久部

分。过去所设想的 “政治疆域与民族活动区域大致重合”的民

族国家已经不复存在。移民的权利地位已经成为民族国家内部社

会冲突的直接诱因。根据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冲突理论，权利、

财富和声望的差异是产生社会冲突的前提 当生活在一定疆域中

的一部分人，因为种族出身和文化背景的差异而被排斥于当地主

流政治和丰晗 生活之外，不能和其他人享受同等的政治、经济权

利，自己的文化习俗、生活方式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而被当地的

主流社会视为异类的时候，社会的冲突和分裂就不可避免。当一

部分人没有权利、只有义务，而且收人低微的时候，他们必然会

对政府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发生怀疑.并且把这种怀疑变成现实

的反抗行动。因为 “一个统治制度的合法性，是以被统治者对

合法性的信任为尺度的，’②

    在移民问题上暴露出来的民族国家体系的危机，证明了丹尼

尔 ·贝尔所说的 “晚期资本主义”在 经济、政治、文化三个

方面的互相脱节和不同步运转”③。我们认为，这也可能就是马

克思所说，世界全球化时代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一方面 “它迫

使一切民族— 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

式，’; 另一方面 “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

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④。因为与资本、技术

和货物的全球性流动对民族国家体系的冲击相比。人口流动对民

蹄
国
民
族
理
论
问
月
组
论

    ① 【德」哈贝马斯著 刘北成、曹卫东译:《合法性危机》.65页，上海，上

侮人民出版社。2W
    ② 【德」哈贝马斯著，郭官义译:《重建历史唯物主义》，287页，北京，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20p

    ③ 二美〕丹尼斯 贝尔著，赵一凡译:《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58页，三联

书店，19890
    ④ 《马克CB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54 -2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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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国家政治体系的冲击最为直接、最为严重。因为构成现代民族

囚家的最根本的两个要素是领土和公民。其中包含两个原则:作

为民族成员的公民之问的彼此平等和民族国家领土的不容侵犯

民族国家全部制度机制都是围绕着这两个要素和原则设计建构

的 民族国家十预和控制经济与社会的能力是在领土范围内实施

的，对外部行为者的控制也是i&过对领土主权和边界的管理与控

制实现的。民族国家的各种权力都通过公民身份的授 子以及公民

人身财产安全和公民权所包含的各种意义而休现出来。民族国家

存石:的合法性基础 ，就是 它的领土和人民，其存在的终极意义也

脸为f在它的领土a域中牛活的集体的和个休的人— 民族和公

民  注是由于这个原因，民族国家竭尽 切所能，顽强地固守着

它的阵地，在市场准 人和劳动 力自由流通 1士 1必争，绝不退

训，使全球化进程与民族国家体 系之间的张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

程度、所以授子移民平等的公民权利，民族国家自身的种族结构

和政治制度都必须有 一个相应的变化。这种两难抉择，既表明民

放国家进人f危机过程，也表明在个球化进程面前，民族国家并

I卜足尤助的，在传统权利和职能受到最严重威胁的同时，民族国

家月没有失人其主休能动地位，依然卤临着选择和机遇。所以，

我们认为，积极跨L14的移民流动结果，或将最终迫使发达资本土

义N家实现多民族社会所有种族文化a团及其成员在经济、政

治、文化等齐个方而的 一律平等，刀保障利会所有成员的人权和

尊严，才应该是多民族社会民土政治的终极目的_这可能是劳动

力和移民跨国流动从深刻的促进人类发展的内油所存、

    当然，移民族群促进纤济、文化全球化发展的功能也不应忽

视    旱期的万动力跨m流动促进了移人国的f业化。而且跨114流

动多数与I_OIL速度成11比_如:瑞典 1880年后进行r非常陕

速和成功的1DIY {匕 们是 }]这  一时期，L的向外迁移水平也相“.下

高 泊 19附纪 70年代 ，27力多瑞 典人离开瑞典 2‘其他 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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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外迁人数高达 总人曰数的 .2% ) 在接 F来的儿 1年中，这

利,n,力4 tL-- x7- fi:. 19 Ill纪 80年代江出人数认 36.3万

士潮 .江 人瑞 典的 人数村}当少 :19 ttl纪 80年代 是 6.5万鉴I
气『初是83万 然曲，iL入水平保持于浮相 、.1稳定.以至 于到 20

IH:SL 30年代 〕业化大发展刊迁人人数实际超过迁出人数的3倍

多  相对 卜欧洲其他国家来说，法国城市化的步伐相 、.呀限 有人

  II认为. 为英M刊德国提供 大批芳动 力的农村人 {1的迁移 II

到20 [11纪才在thI月  7I始 由1农村 I人不IT-Int离J}农场.法国

资本主X从国外输人分动力，1)l此.被迫创造出了 个I人阶

级’ V囚在 1851年有38万外囚人  而在 1911年已经 I AP-0

卫】6万 存、11代经济发展中.跨因劳动少J流动成为各囚调转劳动

Ji Ir场需求的币要l段 如20 III L h'Y叶新的令球性和Ix域vi

的让移.人多数是向中东的移IC 在，!，fi.. 1974年石油价格的

!涨使得耶AI 八油 乍富但人{r稀少的国家产月 了对劳动力的显I

茄求.从20月卜纪 60年代，卜期起 ，大绒的埃及人和突尼斯人迁向

II汕 I'--PIS的利比亚，f�到 80年代 旱期，石油收人不断减少以技

对移民政治忠诚的牛比合特致这此卜域性移民减少，而东亚和南亚

的H]需求却不断增加  这个地卜的统治扦认为这此新移民更加

,111,1.从    印度人  4加拉人和巴4斯坦人.包括许多掌拆熟练技术

的 1人也月始向西部迁移，斯甲、 '、.、 p和4日性宾的家庭 女佣人以凌

6服务行业中 }作的妇女也f干始迁移  在科威特 .卜塔尔和阿拉

伯联合首长囚 .外国人的数fit实际 I超过 了本国人11

    {1人曰r降和老龄化发达!日家则补充f币休力芳动者的{，大

字缺..n前，移民」对人曰城 长产牛.5要的捉进们川 ，从Iflf减

轩 J’经合PI[织成员I W Z-: All化Pi�'带 来的影响 .j 点的义W

跨
国
民
族
理
论
问
题
综
论

以一Al,前川《个球人变丫.. 110-412. 416-419 0

I'价一,f于会转明 多1吐旅多JI之化村分手才35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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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认为，石不同时期，移民对经合组织成员国经济产生的影响可

能挪是积极的_从实际情况看，很明显，如果没有大规m的移

民 50年代和60年代的欧洲经济将遇到重大的劳动力缺乏问

题  持续的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合理的低通货膨胀这 作常特

殊时期的情况的部分原因在于，低报酬的移民不断地流人底层劳

动力If)Xj，从}fU抑制 f紧张的劳动 力市场带来的通货膨胀的结

w   '-1然也有 些国家采取了作移民手段解决这些问题 如有的

西欧的跨囚公司已经解房了自已国家的1人.它们将职业.I作

岗位扩展到低 I资国家 例如，90年代 ，瑞 f. 瑞 典的制造 商

将59力个I作职位分散在A欧和北美.同时将56万个职位扩

故到J以也地方，仁要在亚洲和东欧.I

    而JL跨ICJ移民流动也有利于特色贸易的发展。为此 日的澳人

利业有此城市.如布单斯班.阿德莱德和堪培拉I正存建立人为

的店人街  山*尔本的大企业和执政当局联合起来，要把特定空

IiQ‘东方化， N"If华的地 面和地图 I清楚地划 出唐 人街的界

线，同城1Ui他部分区分月来 这是 华人特征 作为艘异的

明与d Id据    市镇规,91W 把不同族群II:lx_的存在.t做城市跃观中

的异1闷情调或京有刺M的要素，例如意人利都灵的圣萨尔瓦里欧

附近或前血提到过的唐人街。不过，fl某些 h9况 下，这种情况也

会在街区邻 啾内引发关系紧张的负面影响 ，如东伦敦的斯皮塔尔

林尔兹 此有饯的中产阶级被这个地V异国风情的名声和切史所

吸引，在此购置房地产，就把当地来自孟加拉的居民给排挤走

J，引起民族关系的 些局部矛质〔不过，其士流的积极作用是

远为币要的 总之 .v流动发展青定会产」 系列问题 ，但那是

前进中的问a,足向前发展中的问题 ，解决 f就 可能是 个崭新

的局而  比如.4 ZIN有关这类跨同族群的Fj]颐八有此 方而已有

t金胞叫报》 }99J G川J1 24 H 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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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解决 他们原土流民族与较 早跨冈迁来的少数民族问矛盾就小

突出.但小同族体移民本 身之问的矛IN却呈 !升趋势。这 与少数

族裔人曰的比丑 1升相关。据美国 2001年人曰普汽表I川，'9今

x国的种族构成是:「于人占69.1%,  JUM j/F牙语的美I人rl

12.5%,  1 }H裔美国人占121%，印第安人及阿拉斯加原住民

1; 0 7弘       亚 裔 羊 因 人  乃 士 平 光 盘 石 4e曰 Y. 3 6喘       宜 仙 ，七

  两个以I种族的〔Ii 1.6%  2W0年，平均每4个美国人

  1人属 卜少数族裔 在加利福尼亚州，已经出现 r 少

「多数”的现象，即自人人“的比例不到50% ,少数族裔

多数 (讲西班 A:诉的美N人J片33% .非洲 裔美 冈 人rli

]G裔美冈人.Ii 12%) 而在1990年加州自人人ri还占3/4

因此加州已成 为美困未来人曰构成的  一个缩影 除加州

价
惭
抓
加
:
外 全关I00座 hi大城市中，已有 半的城市中自人成J’少数

如果把拉1裔芜国人作为 个独S的人群.硕汁到2060年7月

1 [I，I' l人将成111美N总 人Cl 49.6%的少数 到2070年 7)门

}}，还将会降允46.8“ 少数族a多数，’现象将在全国出现.

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否会使t国的价f肖观.政治和社会出现相应的

变化?许多人认为，这址不可能的。[A]为美N员然种族很多，似

却只有 种上流义化存在，种族X化只能被6+1化和吸收 美I+J拉

丈阶人的 名汀员说 “听有移民的价俏观与所有美国人的

样 在这 个国家早.移民被主流社会同化是有厉史的 移民希蜘

如此.他们想成为美国的 部分，芙国想要的 切也是移民想要

的 ’f4 'F少，我们认为，从美冈的听史进程石，美闲种族的多

样化.汇化多IL化是必然的发展趋势I  Ihr人曰成分构成的变

化.种族关系的模式也悄然发1=?i变化  以前美囚种族 子后的黑

、 以;T娜 、从21KH}年11A人日}Afk国种A理状》 载f囚外计会科
2W2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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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模式逐步被打破，由1讲西班封语的美国人和亚裔美冈人数的

  1八，使得少数种族内部各集团因为政治 .经济利益的冲突而关

系紧张，如黑人与朝鲜裔美N人之间关系较紧张  佛罗以达州的

m,人’i西研勿语美洲人，尤其是与，If巴移民之问的关系也很紧

张 2001年6月洛杉bA的市长么举就是 个很好的例户 在此

次选举中、自人候选人哈恩打败了西疥牙裔的维拉瑞戈苏.196

1来自黑人的支持，他获得 了80%的黑人选票和 60%的自人选

奈，这两者加起来使他处 J一不败的地位_而黑人之所以支持哈

思，原因之 就是害怕讲西班I语的美国人 日掌握 自仃长的权

力，黑人111 X就会失人影响 为 而哈恩 卜任后 ，I月小打算 留任身

为燃人的市N察局长，又忿恼 rK持他获胜的黑人引区 1

    !1前讲西班A语的美国人小仪人数众多，dli 14R 力强，此

外宗教对他 们的影响 也很 夫，他们 中 70% 的 人信仰天 卞教，

4?y的 人旬周 尤 次教常I 综观这 人群对美冈政治的影响.

双突出表现是: 足他们积汲参与政冶.活跃 工政坛; _是对总

统和地方选举的影响  他们 在国会中成 p西班牙语A党团.以农

现活跃，就他们关心的移民、教育、减税.仟命更多讲西班牙il;

的美1a'六员等问题.于〕布f万总统月展付话” 可见，当代肚KlIq

家格局的内部结构将发」1丁益明CIS的变化.阴着叶界纤济和科技

的发展以及齐个国家的fl益坪放，有 一定民族性的跨国移民族群

问题将突出起宋.件I I -将小渐改变那此所谓 “单 民族国家

的社会 “同质性” 多民族 、多族群国家中国民意识的同质化伴

合‘J民族 义化多样性的异质性发展，将肋着不同政策状况和经济

社会的个同发展状况而不断双向相对晰强  不过 ，美冈人对这种

人{1变化的趋势 表小接受的人数 ( . I介，iPI持相反观点的 只Ili

1队协 、叮‘T.nL比 卜 匕6

.w eek 五JvC _ 1 999-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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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此外认为移民 “损耗” 了美国经济的，已从 1994年的

63%卜降至38%叭 J是美国出台r 个企w促进少数族体之问

融介而不突出一个种族身份的政策，即多种放观念_在种族关系

相对宽松，种族融介比较好的地区，选择 “多种族”的比例就

高 ‘多种族人 ’这个概念的使用，使人们重新思 考与种族、种

族关系相关的问题，如将近2%的人选扦自己是多种族，这无疑

会打破原有的种族格局 不过，这是一此少数族裔组织和领异人

不愿石到的，他们史强调各自种族的认同感，这种政策异向能否

有效.尚待现察 《纽约时报》对此的评论是乐观的，认为足

“牛上会和环境的力ht，而不是生物的力斌影响 r人们的种族认

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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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_节    构建中国特色的流动发展与

          国家精神疆域理论

      !述tit界跨国流动的功能原则。对建'i，干子网I阅内流动机制也

有同样参考价值_试想，历代华人漂流冈外.为祖国造就过多少

y.命梢灸和海外赤子，为冲破中国儿干年的封建枷锁和发展囚家

经济 .制度建设.功不 7没 ，ILt味着进步、发展;当代中R的

  民 {流 则是意味粉中囚 干年封闭的农饮人R在接受利会化培

训喻.进人 1业和城市 文化圈的 种刹 会进步;近年的 留华牛

0I}}uW}it0 x掀起 户川Ada科技开发热潮，Q味t'. -I'I14 H放的成

就和向囚际化现代社会格局的迈进  但是中囚辛I会总体看来还是

>p4日划的社会 史化结钩 一，1呆在 个地方的农民何 咔于手力呀

花晓离 傀美囚 忿数人接受 ‘族裔多儿化 》 《光明日报》2吃期 年，月了

mid. nL. ,,、 浅 1,m", "a.& .n31 2t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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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分不适11.的 综观“.针忆引起地缘冲突的极端民族r义.民族分

小仁义，几手无不是以争夺长期定房的聚14区领 全为日标的.将

  卜权囚家的领上否作民族领t的俗误观念，> i It这此极端卞义

的 I襄，(Ii发达的以流动为特(II的国家和地Ix ,则较难有这种 L.

堆  因此建在合理的跨国’J卜巾Al的合理流动发展机制.足"S 1l多

民放多兀义化囚家怜IV,体制改笨的$+!F要、从紧迫的间题之

    今大的个球化员然表现出西方世界在经济.科技和文化方而

的先进MI，1,11时包含着政治I-IW谋t=f0位的野心，们JF, I人

发展，IIIEI家上权独守的自仁性li川 世纪前已下0T 69 11 Ifli语 尽

T3存(I强 "i弱势的Ix  q 阳址I}tl源 tr场、芳动力.n ht本要

*. Ls,,不r:J能完个赘握fl西方世界的于中r 特别是从前 ,r

的叙i妇4见，移民浪潮使历史I的两左 ‘写手卞囚 将4来J9多

14i gc41l被移民闪家社会政治 经济.文化的冲击.这会使发达N

家的种族、民族、写芯教和文化适应问题突出起来，各民族交汁的

增名也会使相灼适应过程中的民族问题注经济.z化等方而突出

起宋    即使对没有移民问题的多尺族同家来说 国内.仃场经济的

发展所推动的族际 交了曰J益将切和人II流动以及经济利益的 交

织  也会晒过 义化观念 .价爪标准 .lj为方式等闪w大现出民族

问题琳多的趋协  这足当代民族发展阶段不可避免共至足必须经

Iii的过科    月放是民族发展的前提.民族交flint多也意味tr}fMT

点的增多，而如何使这种咔擦成为相勺适应的咐合过程血不是成

为相h对办 共辛分裂的原Ill，卞要还取决川11家如何市时Iff势

地ju过构建tihX平等的ttr VI制和政策来IIFJ-T和解决KY一、‘】题，

如何变革Iii家竹理机制以增强对I1内外流动族体的骨理.处理能

力  闪此 必须充分认识构建流动发展理论的玉要叶

    当代，齐国的学科都11不断跨越川有的知识边界. IN家边w

hl 与国际时话.中IN民族学界也理应对前述这类与发展.川14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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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多元 多民族社会密切相关的重大论题及其学科发展方向， f以

充分关注，我们卞张的族体流动发展论属发展民族学范畴。目的

尚处构建中国发展民族学阶段。这里我们 只探讨其中的与流动发

展理论相关的方面。根植于不同国家相异文化底蕴的同学科除r

基木规范，都会有自己的特色，尤其需要有独特的视角和对理

沦、方法的创造性运用 ，井将其同本社会需求的 目标、理 沦内容

的价值和科学性进行整合。中国发展民族学及其流动发展论的视

角则不应是 单纯 的学 术研究 ，而应是从维护 ‘同 个地球 、同

  个人类”的共同利益原则出发，寻找 “发展”的规律性途径，

应足为本国和世界的不发达人们群体和平美好生活奋斗的行为的

  部分勺

    在理沦框架构建方面，中N发展民族学首先急需参与国际对

话，需要客观地研究与吸收国际 1环绕 “发展范式 展开的各

种争论愈见的介理内核，月在剖析世界现实发展状况的实W资料

耀础 卜，结合与时俱进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有关理论，积极鼓励中

国学者探时与尝试创建各种符合发展规律井有利于人类、特别是

有利」欠发达地区和人民平等发展的科学发展范式和理论

    首先，从 西方 “发爬范式” 的实践看，虽然的确有此国家

FI动地或被迫地接受了资木主义体制及it价值观，但无 a)争辩的

卜实是:西方 发展范式 的多极论所」张的个球化发展是一

幅多兀化I创景的观报，H益得到长期受西方力R挤压的非西方社

会的认同以及亡们多兀实践的证明。所以，我们总体上同意不能

用强权推行资木主 义扩张，多极发展证明 了全球化发展进t.同资

本i义 兀 中心论”的即离，表现为多种主体共同参与的特

点，使 “反中心论 的多极沦n 始在全球化发展理论中取得 r

与 ,i，心论”抗衡的 力2. tt至有形成多种 力量的阵沂之势.

且 力鼠在干: 是符合 r全球化进程的本质，即个球化发展不是

  儿同质化而是多兀化，不是资本主义的 夕L化.而是多种文明

  ·12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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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状况说明，全球化发展 “绝不仅仅是 个同质化力墩，无沦

是在全球化所有主要领域中，还是领域间，各国之间有着相当大

的差别”飞 __是 “反中心沦”者的左派立场使其长期站在大多

数人的 边，扮演着 “中心论” 霸权 的挑战者角色。这种角色

决定f其更具有立足基础与节新意识 用多种文明或文化替代

儿休制分析不仅能够把现实存在的多儿的全球化主休包容进来，

而1吏能加深对人类共同命运 的认识

    但同时我们也不认为世界将 尤限制地 ，不受协调地 多极发

展 ，而汰为，既然是 “同一个地球 ，同一 个人类 、全球化发展

将会延续 多儿 文化发展中求同，普 同文化发展中存异 ’的辩

能发展方向 正如 《共产党宜言》所说，“过 去那种地 方的和民

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

各方而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柄神的生产也

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 了公共的财产“②，这 沦断在

  /7相往来 的全球化时代 日益成为现实_比如r不仅 当代生物

At命科学 、通讯技术等自然科学己成为不分东、西方的 ‘」七创 、

i&M .共享 的现代 答同文化， nil各国不同的传统 民族 文化

也在形成更厂泛的普同文化，即这个多元世界虽不叮能 一休化

但却会受到全球化发展这个 “1仕界协iii化系统 ’的制约，在矛

后.冲突和对话协调的反复过程中互动发展几

    其次，对资木 T义的经济 .文化应具体分析 ，区别对待_我

们认为.其经济优胜的方而可以进行 “嫁传” 以利 于欠发认她

    ，详见 千英一截纷 赫尔德著 扬啼冬等译;《全球人变争》，522贞 北

什会科学交献出版补 2阁卜

    如  夸马克思思格Wi选集)，第 卷，255血.化京，人民出版针
    “     ,OnE 编 (中国西北跨1引亡族文化变计研究》 6-9A

版刊 . 2q13

}973

北京 K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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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说，资本主义的 “大工业”“它首次开创了

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的每一个人的需

要的满足都依赖于v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

的孤立状态”①。马克思充分肯定了交往变动冲破 “孤立状态”

的资本主义的 ‘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和 “资产阶级，在破坏

    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方面”，在斩断 “人们

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封建羁绊”方面以及在 “开拓世界

市场”，促进对世界历史的全球化发展方面都曾起过 非常革命

的作用”;肯定了资产阶级用社会化大生产代替了自给自足的自

然经济，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大大解放

和发展了生产力，“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

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

大”②。特别应重视马克思提到的，只要社会还处在 “不是出于

自愿”的分 阶段。人们就必需迫求 “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

度发展 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

在这种社会发展阶段，资产阶级的 “商品的低廉价格”像 “重

炮，，，“它迫使一切民族— 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记 一一采用资

产阶级的生产方式，’; 另一方面也指出: ‘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

工具，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

去.，③。并同时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衍生的劣质文化现象，包括

.‘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利害关系”、“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④等

价值观念。而马克思 的共产主义美好 的全球 “发展 ”设想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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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一卷，6，页，人民出版杜，
    ② 《马克思思格斯选奥》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③ 《马克思思格折选集》，第一卷，37-39, 256-255页
1973

252-253, 256页。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37 - 39, 40 - 1页 北京.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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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到生产力极大发展之后，人们就要冲破资本主义休制，使

  睡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 ， 随自己的心愿”选择 1

作，这就是 ‘全人类的解放 但这种共产 主义个球化发展也是

需要 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 与此有 关的Qt界交往的普遍发展

为前提的 ，即共产 主义美好的发展前途也 “只有作为世界NI交

衬流动这种 ‘世界J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 也就是说.

必须依 雀全球的移民、文化 、科技等全面的交作流动  我们 汰

为，这也是我们主张流动发展 沦的理沦从础

    这电也DI见，马ii!, A在论及共产主 X发  f时.也肯定资本土

义‘'I产少J 的充分发展也是符合 定历史阶段发展规律的

侧这也说明，“全球化 发展不是只有资本主 义制度。王如我们

也不能强迫人们都信仰共产主义  一样，都不能把 ‘发展”右成

1哪 个或哪 此囚家独新天「的 “一极化 _必须尽A3大努力

使现存的 多极化 的机界建 在起平等的经济政治新格局，这

个过程电可能就 是马克思提到的使资本主义社会 革命化” 的

过V.!和 “全人类解放  的  一段发展过程。这样，按马克思关J

资卞 I义'Iil"-方式的积极作用的评价 ，我们认为现实的多儿发展

范式III,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经济i作.A至it某此经济制度闺

以为欠发达国家和民族以 “文化嫁接，的形式接受过来，尤其

对」各种封建传统文化较根深蒂固的IN家和民族，可以利川资本

I义的这 方面 ‘作常苹命的作月]’，捉进确实阻碍现代发展的封

建传统价值观 和制度的变 竿，因 为 “发展 是不完全按人的愈

战、为转移的，不竹说话的人出干何种政治命场，无论如何都绝对

击要 产力的 “发展 ’ 不过在纤济 卜吸收的同时 ，对资本 L义

劣质粕神 文化也 Z须按 马尧思所批判的那徉进行抵制 即我们所

说的 是应择优 嫁接 同时抵制资本in义因扩张本质而掠夺

弱小1闷家和民A的邵类劣质义化; 是应勺动 “嫁接 .促使资

本卜义发达国家也4'得不变苹西方文化中的劣质义化，而 ‘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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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相 片价值观的优质文化 通过与克思所说 “革命化” 重新

喇造其在未来发展中的形象，否则资本 1义就 ‘不能11,存下

火’ 应该看到，现代资本辛义国家肺A生产的社会化和个球化

发展，也已 w接‘了本少社会主义的义化和政14.如有的在

逐步放弃传统的民族歧视而局部 嫁接 民族 平等政策 ，促使

阶级 X-15有所缓和_而 且，如果不以 “求 同存 5F”的 光阔胸 坏

讨待异义化和嫁接优质异义化，无论是强制推行一几发展范式的

  方，还是维护 自身无障碍性特色文化的 方 ，共至坚持极端 百-

义的民族 与文化的 方.都J.丁能会不断发性_尖锐复杂的内部的或

相 与月司的冲突而导致 一此难以顶料的后 举，影响世w和平 民 I

的 卜流发展趋势

      义化 “嫁接 ’比起 “吸收 ，J、光足词意 I更形象， 盲要似

调吸纳的自觉性和新文化模式的培育等内涵_我们汰为，日本对

佛教、儒教以及西方愈识形态和社会组织形式。进行的是 种混

合的义化 嫁I犷 模式 然后加士门本地方色彩对之进行改造

使之适合I I本 文化 ，但 并未改变休现 为社 ix群众的神 圣礼不曰义

式 、对大皇权威的尊崇等等日本文化 与制度的传统特色 中国在

{I会 i义政治体制 下11在 “嫁接，资本 i义某此1r场经济模 犬，

lL lid r我们所说的 z化 ‘4嫁接”发展范式 ".令出界、价几齐种

宇1会，11齐种 z明 vv 4有这种或大或小的 ‘嫁接 ’NA,象.只不过

1’度 深度不同，规w小一而已，虽不排除个别的失败.了叫卿卜

物界 植物界多数 ‘嫁接”品种衬往多能f0,育出新优品种 一样 ，

文化 h动 ‘嫁接”的 卜流方 向青定是能够有利 f个球和 平发展

的 种发展M式、亡应成 为进化论巾的多兀文化 “嫁接 发展

理沦 而t)动嫁接和文化全球交融发展的4础也是依靠人与信 以

的流动实现的

    国际经验已证明、为 r ‘解决多文化同家中的实际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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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学 (Y化人 类学 )是 “不叮或缺”的 y,包括以 ‘文化和

发展” 为研究对象的发展民族学 及流动发展论，也是 不可缺少

的 我们应 当鼓励从本 卜实际出发，结合对辛1会科学理论的规范

要求，进行有关发展民族学的本上应川理沦的探索  我国要求社

会科学理论 与研究既有社会效益，又右学术价佰，这4木接近国

际规范.不过，国际上对理论的科学性的真理标准和价值标准规

定柑史乓体 、详细，包括从解决实际问题的视角鉴定在理性以及

址.IT有经济价伯.社会价值、充A探索性的理沦价值.伦理价

价 等等z  从这方面看，40年紧张的发展活动已使义化举足

轻币的地位得以凸现，囚际发展人类学在20世纪80年代已表现

出明异的贡献:人t学者的方案因符合之化背景而有效;修改那

此受社区不满的经济方案;搜集制定汁划、政v必需的第 手资

料;VI,价和十预文化和社会效果 从而国际仁发展人类学家进人

到最前所未响的广IN领域、m至如农业体制、生态资源性理、居

化规刽.卜 商、医、教育等等 ‘作正式部门”.把文化.引会

结构与 发展”连A 一起，扮演fF发展进程.寸，的重要角色m

  个球价植观 调查项目.曾搜集 43个L日家和地区的社会公众

价仇现和信仰方而的资料，id明 ‘文化、经济和政治变项之间

存在紫密相连的关系”f、.卜国有56个K族，经济、文化筹异和

不卜iJ 统足下争的事实，经济发展必须 {分重视 ’J义化 、政治 1

作联系 这就{分需v发展民族学家充分发挥n用。通过适介中

囚多K族社会的流动机制促使民族传统 与现代化能相 a:适应，关

汁文化的中心作川 一Y:的功能和相当大的6t IV能 力.不.J能转

、展Ak I}{

前引 气人类学的n势》一文

、关N人文社会科学研究A果的评价机制) 载《美国人文社会科学现状与

3刀交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阅1

前引{人类学的趋势》，78 D{
前引 t社全转'Pi  多文化多悦族针会) 47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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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化以求发展  川此，多民族多兀文化利会在发展经济的各项 1

作中，需充分利少U发展N族学及发w学家，有效鼓励他们{I民族

地区的智襄rl作用_

    另一方面，真理性和各种价值都要求实践来检'5.取决于足

否能解决社会实际的本质问题。我们从第 飞代领 导人 “以人 为

本 持续、平衡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视角和多年考察民族地区

的感受出发，认为我国多民族多兀义化社会有 :大 丈际:多民族

地区农牧业经济还 多处 I小生产状态 ，相对发展缓慢  义化封

闭.尤以疑居民族为甚 ，如果封闭的民族 义化、民族心理 ’J千流

义化的隔阂 门深，则相异文化的民族之间潜伏n民族关系恶化的

可能 政治 t:虽国家给 矜了各族平等地位.但有的民族却谨寸传

统封建社会的习俗、权力观念’J残余制度，这些势力仍在起不小

的作用.就会存在少数分裂主 义和极端 主义势力利用民族地区的

1̀}刃'J落后」J东南沿海汉族地区的差距，煽动民族不满情绪的IT I

能 要改变这种现实状况求发展，迫切需v利用发展人类学创建

两方而的中国特色理论和西部厅发中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 仁作:

  妞各族共建中国流动发展机制及理论; 几是各族共塑中囚国家

粕神幅域观念及理论 限」篇幅，简述如「;

      首先，对于长期受封建社会束缚的中囚来说，必须 充分认识

人类发展的历史本质就 是 “动”，充分认识流动 胜变化是 ‘发

展 必不rIj少的因素。而流动包括 经济 贸易、i地等肆产州的

流动、人[I I的流动所带动的观念、义化信息等众多方而的流动

们 至今在中国主要生产毯础的 1地既属固定 ，农牧业人员本质 I

尤法流动， 般科会流动只韵在个人或集川获得了其他地Ix别人

的 t地或45济转TV而从卞其他职业时刁能发广仁 所以，中IA农牧

业引会t今的传统价值体系是‘J封团的稳定均衡相适应的，倾向

J一八总体 iRLLG斜t会的变迁 这也包括有此少数民族 义化传统

如找们调研的日南藏区，多追求当J部，当 “自”.当 ‘{伶侣’.

      飞飞4 ‘

跨
国
民
族
理
论
问
硒
综
论



防叩晰队.
  Drv 1,'T ln,
「脑例而毛朋明川m阶I阳、阳曰汤u尹FIn..InR
nod rnrtnn,a inn of际腼“川印Lrl闹 Domain

认为商仲动机贪婪，即使能够容忍，也琴今多f,以鄙视，这样的

文化价f改观在多数封闭的民族w居区11常普遍，要发展经济.必

须件族共同f.以消解    不过 PI族等If,商流动族群 则价值观不

同 经济也比Jti也w居族阿发达 喻 f-发扬    ix想.中囚的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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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为协史 1还有 点可以酒过科举制度 ‘优则引

戍 J一千自年宋人们 ‘发解 泊求的希 V之1..和光明

k (III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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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邓小平等伟人以反当代引领中国人民走向变节的右

A地的领袖人物 哪个1: wts厉I与N外交11流动而勇1“嫁

援 他N发达制度 z化的代 表人物!经济 .文化 发展” 的规

律队作川力就脸依捧 合理流动’对封团的冲击

    标池.关ICJ经济 暴发式  发展的著名 西进1左动 .这足马

克思所}.1定的 “自山殖民地的本质 和 ‘硝民地w荣的秘

密’.被称为‘下6人的移民运劝 文  书然，我们坚决0 4以杀

Vk fYIti r&"ki代价的 fl人道政策，但 l'f CA 0N接  itMii动发its

手段的枯神实质 特别是III进fii教育领域的卖地 、龋地试点 过

去的11发.仪停留许移民人曰流动，当代应进人生1卉资料的多种

所有111IN动改苹  加g人、澳 大利亚也都以 赠地 发展模式

投资修钦路 .办 :校，获 授地 基础 匕 各项 事业发展 ‘4突

d锰进 沐  我国「.丁 嫁接”而不能照搬 必须 t分注tt的 点

足根据‘川W少数民族的t地观念和文化传统，我们认为汉族移民

小泊介人’封吧族地区农牧民有价夺色彩的农牧业耕地分AL.移民

月发 Iy,应介人明淤为穷芯农牧民和聚)V.民族发展服务的菜础津

一 }.尔 毛兑思 {资水沦P,染上)i. 8'7贝  化京，人f亡出版引

2 又 11是林加处  韦德尔编  Sony. In N]neleemh ceMun 4eo
fill tl 俄亥俄人罕出版引 1975

」 何顺果升 吸又1叫山翎史一    V4部开发帷式研究i. 2版 J83

日1，妇卜

一「「大、争出版引 2IX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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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和文化教育 、新闻传播 、农牧业加飞及其流通领域 ，并尽量吸

收当地民族参加 ，从而形成流动机制，井促进城市化 但我国现

在的实际状况是西进 刀发力度远远比不上当年的发达国家。如果

书年能坚决支持建设兵团少「发、扶持南疆，顶住一些民族主义压

力，又何致I有今大南北疆的巨大差别。井让分裂主义势力在封

闭w居的贫困地区有空nJ贴?又如何会使满腔热忱西进支边的技

术人员和十部 ，因得不到政策支待，处境远远不如未 支边 的同

f ，只能感叹 “献了青春，献终 身，献 了终身献儿孙 ，造成想

力设法 “孔雀东南飞，麻雀也追随”的西进反流现象 这难道

不值得从决策上深思和认真改进0.49在分裂势 力处处钻空发展的

严峻形势 下，这种状况还要延续多久，

    另  一方面， 一个国家或地区，城市化锉度越高，农牧民流往

城镇越多，意味着农业人[]越少。整体经济越发达。当代发达国

家城市人 口比例 般尚达 8O% -9090而 封闭的农业纤济需

要 种「大的振动和冲击，才n(能释放出劳动力，向外转移 这

种足以改变传统农业的动力，正是 「业革命”，以促使农业机械

化a 然而我国H前还在个人承包 土地的小生产阶段 ，农民土地

不能买卖 ，不能 长期停留在这种状态。如何能流动、聚集成大月

产规模.礁作易事。需要试验1仕界发达国家已取得经验的各种流

动模式②。我们认为。耕地也可以像福利分房、企业所有制改革

  样逐步形成多种听有制 农牧业大生产化和城市化 ，又能推动

教a 科学义化和医疗卫生事业的个而发展，从而人们生话方式

和思维方式便会 汗放式的改变

      巾国1了经 加人 T, WPO.，  I·N 的纤 济发展 已 与国际接 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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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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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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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顺果)t  (VA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城市化》 绪论第10贞茂64 -65

化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I VY9
    2    洋见陈解下: (国家中西部发展政策研究》

国际经 qp 化京 经济骨理出版村

V 几食 对欠发达地仅m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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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 ，不仅有史多的，',N人v走出Fl门， hl{I还有大批的外Id

人橙到中囚宋。中国是人L」大国，有大批的专业人才和劳 卜，

西方发达国家将 持续需 要 些外国劳 下补充 国内劳动力的 小

足 .因此对中Hi这样人[I I负州沉 甭的大国应 主要执 行 与m织迁

出易 .迁人难的移K流动政策 11代人 曰迁移对减 少失业有着

相当人的影响 当然，出国迁移也存在劳动力中有熟练技术和

受过良好教台的那部分人的流失，们联合国贸发组织的报告

说，它带来的经济利益是向国内汇款。仅20世纪，0年代以

来，发爬.卜国家每年汇出与移民有关的总汇款量为数A亿美

儿 特别是观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外来移民日增1山产牛的

  社会问M 迫使他们在解决 “体制的不平衡 ”、“群体融合和

经济平等 以及维持 “种族 胜地”等各方面作出变苹，因此

我们认为，大生产必领依靠的同际移民将成为资本主义前述

“苹命化 发展变 节的主力军 而 K如果在国外锻练过 的移民

今后回国，其素质的提高 ，意义不Of低钻

    is次，关干国家精神w域问题.在传统政治中，加强国家的

政治统 通常采用的是现代化过捍 ，如城市化 . J业化以消解地

方传统，或者用主导文化逐渐消除文化差异和政治抗拒，或者在

政治代表的民族份额分配」实行多文化书义，进行政治动员则多

以阶级为a础，代表某阶级的政党用阶级的政治要求维护政权或

在选举中成功  的确，这些措施在 定时期起到了应有效果 但

足个球化进程使阶级界限模糊，个人、困体选择机会增 多，多种

认识世界方法的出现 传统政治的弊端，如腐败、育僚主义等口

益明显.冷战的结柬，意识形态压力的骤减等使得这此个人.川

体币新确定自我身份的归属 “全球化越广泛.个人的141体选择

对那种独特件 (几】们qll巴1郡鸿)的支持越 大。地 方选择的独特 险也

】37



Co川尸n阮
IAnomiinnl Im

比丫u踌川nol.

、而T;meneuonsl F:IhnieG阳u加

越明淤叭 也即新认同政治对传统政治的冲击主要来自民族身

份.地力身份以及宗教等义化团体身份问题FI益突出，使得身份

政治由边缘问题变成 了当代政治的中心问题.造成因对国家忠诚

转移而引发的国家政治危机、分裂危机，从Ihl往1l使发展的成果

因分裂、动乱而毁 p- - ii. 因此，我们提出，为巩固国家摺域

必须塑建国家精神疆域理论。即当代41会，仅从军事上守 I{领上

疆域是远远不够的.当代不仅需要发展经济 .塑建文化 .研究政

策，而 Fi-必须从根本 }消解国家 .政府的政 治合法化 的危机 因

素，必须千方百计塑建起各族人民从心理上.文化上对国家a域

认同的民族精神，并柞为公民法定要求，进行原则性规范，又士具

从本精神进行法制化建设  首先，我们所R出的1阅家精神摄域期

建论，绝不是1X1,把对闲家法定领 互_的认同观着作是 种纯精神

观T.,来加以窗传教育:而是认为它是 种涉及主权114家保护法

定领 1主权的法制观念，'4!明确纳人洗律保护范围 比如，现在

的反分裂法仅涉及台湾，我们认为，在I让界 ‘·护个主义  和跨

1川民族 (族群)问题此起彼伏的时代，应在 定场合完沸反分

裂的法规，应更明确地强调，凡居住 f中国疆域内的公民，即包

括台湾在内的巾国各省、自治区、特V领上」的公民.不论属何

国籍、何民族、都不得从事任何分裂中1.4领 上和蓄愈将中闲个民

领上歪曲宣扬 为某民族领土以达到分裂日的的话动 中1+4政府打

击这类分裂活动属捍 Pp{i国神圣领上七权的严M tt,是.1，国内

政.CU从法律 I完A国家Of域统一、安定的保护机制

    其次，在当代形势 卜，应认识中国的分裂势力.除 j一台独.

还来自 此将国家个民性领 曰 f意乍曲宣扬为某一民族领 1的极

端 民族 丰义势 力 托 手段就是利 1月民族 洁绪 A煮破 坏国寂粘神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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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这 法制观念，使这 法制观念动摇.从而瓦解和动摇国家领

  I)am统 安定的基础 ，为武锻A乱准备条件 必须认识到这是

比山接武装v动分裂网家领士更阴险的于段  闪此 ，冈家应该通

过齐种教科 hi 地方法规和影视传媒等一切渠道，代代相传地把

公民梢神 1_认同同家姗域的塑建作为爱国主义最基本的内容和要

求，进行攫盖州灌输和全民教育 必须对各族公民从?fl少年时代

起便培养成具有N家精神疆域法制观念的、遵守这 一公民基本法

的合格，川11人

    第 :，我们同时认 为.中国各族 人民的v聚 力，以及 “国

家兴厂、匹火有资’等等这类中华主流文化底蕴的传统关德，

都址国家精神疆域观念的裱础内涌，但是任何优秀文化底蕴.都

S?'; "I代代相传地、与时俱进地结合时代现状加以烟建,如果只满

足曰少J史I_中国具有目大凝聚力，而不研究新时代如何塑建新的

IV lk力，)Jg么.原卞流的文化 形态就 不 定 不被 “支流  卜扰

共全如果被 “报 澎不报忧”的习惯严 a麻痹 .小进行 文化0建 ，

久而久之末必不会 “断流” 这是我们应该以现代优患意识明智

地11视的问题

    这同时也就必须以人为本.关心各民族的生存质徽，构建民

川dff机制，严厉有效地克服以权谋私、贪污腐化这类传统政洽

弊端，特别是苹新基层政治，否则国家精神F域的基础就潜伏着

分恻.崩溃的危机 囚此对边疆地区的扶贫款 .U建款的监督要

大力加强、对挪川，贪污的，要从严处置  只要对当代己经发'I

的囚家分裂、LE在进行的要求民族自决和动乱以及伊斯11复兴极

端 }z协力的从哈萨克草原到 “中东地区 场新冷战 的 孤

形危陇 }} In it,实略加扫视，就下难发现，当今lit界1突破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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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精神疆域远比通过军事攻击分裂颠复国家的现象频繁得多，危

险得多_

    因此，多民族多兀文化国家的发展1_作，必须以全球多儿文

化多种民族在矛盾 与协调，{丁发展的实际作 为镜 子，充分认识，j代

国家不司能推行同质化、 体化 .也无必要 “.下生产力极 大发

全球交往极大频族之后.民族最终都要消丫 当然也不能因

此忽视协调化和培育国家普同主流文化

LI放纵各种极端 主义泛滥 因为领 1

，更不能以多元多极为借

民族 、种族集团等术语的

音义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 前苏、南解体后人们才发现，对

Jt政治地理 单位所[[A]有的脆弱性 .讨去 井没有真 IF的认识到

当代分裂 主权 N家的 手段最普 遍的是利用 民族 性将 国家领 I育扬

为民族领 t 否定 仁权 国w领 土 主权 观 念 的 民族 领 1观 格

展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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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攻击冈家情神报域的重要武器，另外就是利用经济落后与

  人权 、政治合法性危机等等问题,破坏 国家认同，攻破国家

梢神姗域，所以.只满足于用军事手段保卫领 上疆域是远远不够

的，必须pA建4家精神rzi域观念y进行同步理论构建、也'Ir以

说，这是劣代各种极端主义思潮和发展的时代特征决定了多民族

国家需 要拓展与此相关的 、卓有远 见的闰家精 神rv,域的理论

创新

    以 上都是新世纪中国发展民族学的时代性重任。民族学家，

发展:家有责住与时俱进月b创建与推行适应多元文化和协调民族

关系的应月1性发展理论与相关实践模式  而其中，对11，国这样尚

有多处相肖封闭的民族大w居区的多民族国家宋说，充分认识流

动发展论和国家精神翩域朋建论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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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新世纪国际关系的特点

、“一超 多强”新发展格局的

    形成与跨 国民族

    随着人类进人21世纪，世界各国及不同代表性势

i1都有一种紧迫感，显然新tit纪综合I1力竟争的状况、

关系Jill今后长期国运之盛哀。无论是当代发达同家还足

作为当代国际格局中另一方的发展中国家都在根据新的

国际形势特点 ，积极谋划新世纪新的N际关系战略，从

而使世纪初叶的综合国力竟争呈现自热化 ，各方都必须

面对114际大竟争的伟力和机遇    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

的多极化加速发展，多极化格局在综合L}力对比一1_表现

为 ‘ 超 多强，’的特征:美囚算 a惟 的超级 大囚 ，

欧盟 、日本、中国、俄罗斯各算一强，第一世界作为战

略整体力星也可算 一强。在这种N际关系格局 卜 矛店

交错 ，利益a叠 ，美囚应是国际关系的轴心和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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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外政策，中美关系在战略或安个领域的共同利益和百接联系

增加 J一 这是个积极因素 们布科 12001年 10 )1 18 Fl抵 1海

参加APEC峰会后的动态，反映出未来亚太局势的新方向 布什

的I海之行传递出如卜政策信息:美国的安全关注焦点从海洋亚

洲转移到内陆亚洲 09 - 11’恐怖袭Jf 「子把冷战以来美冈

相对轻视的 本土防御 ”提 川到 一个前所 未有的战略高度.进

而催化 rN际关系的演变。即从冷战时代— 冷战后时代— 进

人囚际恐怖i义与反恐怖斗争的时代，孕育着 个新的国际政治

格局的出现。从地缘角度看，恐怖活动的重灾区主要是中亚.南

亚.中东与东南亚的部分国家 这 一地带又曾是陆权理论和文明

冲突沦所描述的欧亚板块的结合部，这使人义联想起r 度被冷

落的地缘政治学说

    国际恐怖活动的嫉起，加1恐怖活动‘J经济衰退4为影响，

以及IW际恐 陆活动手段向 NBC (核生化武 器)的升级 ，使IN际

战略态势酝酿着反恐饰.反箫条、反贫闲成 为新世纪冈家安全 [

程的玉要任务，使大国之1司就战略与安全问题达成共识的月能Na

在增大 1997年来势凶猛的亚洲金融风暴.1999年中国壮南联

叨使馆被炸、2001年中美撞机、同年9月11 日恐饰分子袭I关

囚这类牵动国际战略格局与地缘战略态势变动的等等事件，以及

N Pi,安全或经济领域未来n(能的Tr大突发事件使中国建 J )(完片

外交决策机制或国家安全快速反应机制的必要性突出起来。 E客

观条件的变化，使中闪 Z须a视对国际发展大势的战略把握 ，制

定人战略 、人思路_，1，华民族的新世纪赶兴，将 与世界巨变或1咙

略格局的转折时代和伴随。”划七事极化进程更趋复杂化，这对了「

何国家、任何民族而言，部面ir,紧迫的冈际关系的竞争 .它既是

政治初慧的较.IS,也是发展意志的考验 ，f「何挫折 与弯路其后 w

都叮能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可以发现 ，目前世 界各主要力hk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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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肺准末来5一10年这 关键时期 设法为21世纪综合f+U力竞

争抢先手。从美N把 21(tf纪初肴作维持只

位期 ’，俄罗斯视未来 5年为其强国战略的 _C-t -4f" m
地 位的

经济 新牛期 .欧 W崛 起 w组 计 划 的 ‘跨 越 性 时期

到 日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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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而对中国它应是进人实力大国的 “机遇期”，在这 国际大竞

If,时期，由 f发展基础不同，N际战略力借对比短期内不可能有

太大的变动 但是，某此战略关系却 叮能进行不同程度的调整 、

应对，而这些均依靠对国际关系中 些问a的深刻认识，我们认

为，Jt中跨国族体问题 十分关键

    n: '*前情况 卜，多极性世 界发展将愈益成为美 国以外其他

强闪甚至包括 些 中小 国家的共识 。但 “单极 ’企图与 “多

强”趋势的碰撞可能史激烈。合力 “制超” 的局面还会发展 ，

对 “ 超 的霸权战略会有所牵制 。从而不 同程度地 削弱其

全球形响 力、但瞬息万变的世界巾相互 关系始终存在某种不确

定性 如中印两国综合实力1几升速度加快，就可能加强现存

“多强 ”结构及实力;但这对 口本易 I滋生某种 危机擦 ，从 而

影响对华 关系或使其理种不足;如俄罗斯刻意加强与中 .印关

系，则叮能引起美、卜1等14家的某此疑虑:美国则将不时玩弄

其传统伎俩，设法利用矛盾，分化 “多强“.则最主要的是利

用台湾闪题 民族 问题 。特 别是边姗跨 N民族 (族群 )问题

制约中国。而跨居国外的中国跨国民族.1月的某此分裂分子，小

时向外N别有用心的势力乞讨经费支待 用作其向国内同源族

人进行分裂活动的经费。从而使矜国民族 (族群)问9很易

介人国际关系领域。所以跨网民族研究是战略践研究之重要内

容 、当然，美国也仍会炒作 “，1了国威胁论 ，视，卜同为潜在战

略对 手，从而使多极化进程 史趋势蜓杂。而实际 至中美综合实

力差即大.根本不存在中国威胁性，而眺经济具有4补性，也

存在通过战略对话 、增信释 疑，使 中美矛 盾 与摩擦共有 ltJ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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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 I蒸n n慕段争    4k4frj1、形态、此涉、、际
关系走向的r. 4题 ，也还需跨居世界各地的华 人群体 ，包括 此

社闭性小群体 ，发挥积极的影响作用

      ，1，国应争取在世界经济进人新增 长期时，ft同东亚 起成为

全球 叶产业转移的主要地区  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 上「在推动

附界f=,济步人新 轮增长周期，大规模 竞争在经济领域的展 J卜

将引发 个球范围内的人规v结构 玉组和产业转移 、因 为，美 、

欧  日等国劳动力成本高，国内市场和对饱和;其资本在本冈范

围内的重新配置，将更多流向余融、电讯、传媒等领域 以及石

油 、汽车、航空和制药等产、1匕 mJ传统制造业，包括 一些高技术

产T}l的中间环节，将加速向其他地I{转移 东业以其纤济技术丛

础和低廉的劳动力，更可能成为新的制造业中心。11 1囚就可能迎

来百年 遇的重大发展机遇

    在国际 人竟争的背景下，军事实力作为综合国力的甭要纠成

部分，必然受到各国的高度关切，各国军事装备水平可能发牛某

种 大的 吃跃，各上R大国在军事领域的投人会明显增多。如，关

国已讨划术来6年增加军费319()亿美兀;俄罗斯2001年新增军

费600亿卢布，今后1L3P其军费占GDP比重将tflIf 3.5%; f]本

将继续保待 ‘第 几军费大国’·的势头。在推进高新军事装备研

发与部 署方面，各土要大同可能更多地瞄准导弹防御与突发什防

御技术.太举技术以及信息技术的军事应川 ，武器装备升级换代

势在必然，从而使国际军事安全环境经历更深刻的变动_这 一方

而意味着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高技术常规武器在我周边地区扩散

的状况短期 内恐难 以得到有效遏制。另 方面  美 为维 持其

  一超 军事大国地位，坚持月发和部署NMD,势必刺激起新 -

轮军备竞赛。在这种情况「，军备水平的普遍提高也可能促使推

进1*随战略’J安个对话，从而使大和平局面得以维持 血某sit拥

有 免自认为拥有军事忧势的国家也可能表现得更加自信.[(II of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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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q军事战脐更富有进攻性和挑衅性 如，据五角大楼 (2002

联合展毕》披露 ，美军战略正由准备打赢 两场地区战争 向 全

方位 战争转化。日《2001一2005年度中期防卫力员整备计划》

也已明确r张实行 ‘攻防结合”战略

    巾囚周边环1i$:总体稳定.周ill地区力髦结构也相对镜定 即

美、日.俄 、印和东盟六大力长无

试内丝本格局不至干失衡 这将为东盟继续发挥

川提供 可能性 〕地 区 多边 合作地缘 组合势 头较强 责

潮流;区域经济联系吏加密切，加强区域合作已成

政V L流 ，其机制将 不断得到充实和完善_不过，

同时，我睦邻外交仍有相当难度，美对华政策继续

澳军事同盟 双锚 其冈内常有一些政治势力明

囚两岸 关系向着有利干统 的方向发展;区内也有

综合国力持续增强所滋生的忧虑短期内尚难消除;

。支配地位.奥
平衡器，·作 ，
各方寻求以91ft
1卜日益成为

各方共识和

应关。与此甜
深关J、，蒸
。里卜优，，蓦
些邻国因我 国

'An内战后轰
币建问9涉及美势力已与中国西部近在咫尺，这些都将不同程度

地使我睦邻友好外交而临考验.、何况世纪之交的国际形势与经济

环境毕竟仍是在隆隆炮火伴随中变化发展的

二、“冷和平” 时代人权 、

民族 、宗教 问题 的 突 出

    在 ‘告别 冷战 i年后的今大，却面临了 “冷和乎”时代

人们发现 2。世纪最后儿年的两场 “战争”-— 以 ‘对冲基今”

为代友的因际投机资本对亚洲发动的金融战争和以美国为首的 比

约发动的高科技信息战，提Tr21世纪经济安全与军事安个的

新内涵、即不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军事领域，战争手段在向 专业

化、知识化和信息化发展，丁业时代的武器无法打赢信息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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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业时代的产业结构、金融结构也尤法与高科技结构相抗

衡 N力大竟争的形式 手段已与过去4'可同日而语，高科技与

征融现代化将是一个国家跨世纪的两个轮子 . 个大国必须是经

济4, Kai大国 科技人国，否则将无法消除国民经济的突发叶

“械痪”危机的.r能州

    A力新社会思潮的泛起，从 ’文明冲突沦 到 ‘第下条道

跻" I “从J三权有限论”到 “新 「涉 」义 ，从 ’_比约新战略概

念”的出台到臼美 “新防rU合作指针 的定调，这标志着某此

发达IN家已初步为 21世纪的国际政治 .经济、安全建立 f 套

理论枢架、其特点是可能以人权.人道、人性、人的安全为包

装，为发达N家武装 f顶别国内政或弱N经济找理沦依据 国际

社会各种极端主义思潮、可能在更大范围内蔓延。一方面，全球

化在推动人规模产业转移的同时，西方坚持向发展巾国家输出政

治自山 卜义  推行 新 干涉土 义“，将 为极 端政治 、州会、宗

教、民族思潮的孕育与扩散4下危机、另 方面。14包括某n发

达国家在内的 些国家，自认为被主流社会抛弃的社会群体生活

水日吵」Wr降时，就会产尘构成各种反村会、反个麟化邹极端上

义思潮的社会.精神从础_其主要特征衬:往表现为反刘自由vi

易，汀扬保护 1义、种族 I义、排外I义.地区仁义等，当被各

种极端政洽势 力.宗教势力利用时，甚至诉诸暴力、制造恐 沛」

义  所以.IA际社会仍处汽.岛风险的 ‘·冷和平 环境中.人类

尚远未告别冷战的某此 本质因素

    冷战之后.鉴1前苏联的解体及东欧集团的易帜 ，以及随之

ld产牛的 Af极结构  的消亡 ，国际 力址对 比早 ‘ 超多强”

的态势  科索 沃战争爆 发使国际战略 力址 龙J〔是军 书力廿有

    头沉  的现象 ，‘ 63;” 的 力v更强 了，攻势 更猛烈 了、在

人囚关系格)，舀之‘{，，这种群雄逐鹿的高低格差显而易 见，作为

    超 的 处卜1.能自冷战后 曰「内urf振雄风.有其国1勺1司1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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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文化、军事结构重组的深层U础。近年L经过社会经济结构

币组，产业、贸易结构实现 r专业化、知识化，经济增长流e的

积淀，转化为巨大的国力存毓l并月始消火财政赤字;文化结构

1人才高技术化，理沦超前化  这是欧 、口等发达国家望尘莫及

的，并将使这个 超级大囚”在 2I [U纪初仍能保持战略优势

fl I这A作说 “ 超”的战麟优势是绝对不变的 实际 I对 个

国家战略力斌的评估，需要考察综合摧本因素 概言之，它包Ai

  个国家的发聆模式、文化魅力.同际影响与军事实力等等 以

前苏联为例，其之所以曾成为 “两超之 。是因为当时前苏作

为 11 1月苹命 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故乡，国际影响巨大，员经

济相对篇于美国.但其文化辐射力曾相当强，而且也拥有 一支不

低1美国的战略军事力坛 再以日本为例看，20世纪80年代后

则，签于当时H本经济咄咄通人的L扬势头，再加上日本钊本国

义化的弘扬 .以及 导致 11本经济 “赶超” 成功的经济体制曾被

111界银行V, r. *li“东qrj式”的高度，49有可能在20世纪末跃

居 “极’的宝座 但90年代泡沫纤济的崩泄，及，997年席卷

亚洲的企融风蜂，使 日本的 “东亚经 济模式”破绽 百出.与羌

国经济待续自月的增长截然相反，从1叮使构成 极”的诸大要

素劝 日本不复存在_当然，11本仍然保持着 一定的发展活力 与势

头  在军事 、安全等方而，fl本将 “联美入、下 .“借创针晓海 :

在经济 1，通过结构a组、企业掩汗.加人科技投人.月发毕失

产品及11兀国际化，与美欧争Ali低;在衬会义化体制 「.搞放宽

限制 ，发挥本国传统文化优势。建设新 代 !I本模式 ，已要」升

为 “极”「内倾向是很明显的

    国际关系与国际利会中的n11 V,不是由单 一因9IN是山多qf因

A捉成的.因此对于未来同际形势的趋向.1召义要拼意美国这个

    超’的战略动向，!司时也必须注意民族.宗教与齐种极端上

义，关注经济 能源,地缘战略、囚际军拧与裁军等齐个领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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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  但不能否认，相对来石，很多问题的消长、变化都会与

超极大N更多地有关

    21世纪围绕着欧亚大陆与 11两洋，，的地缘政治与经济争夺

将更趋激烈 北约东扩’衬诬美 “防卫合作新指钊“是美国在欧亚

大陆的两条战略m链 美国势将填补中亚与外高加索地区的战酪

真宁 ,八一̀1R俄罗斯的战略空间 ，这种地缘战略扩张， 方面有浓

币的能源战略的投影，里海的石油开发及几输汕管道的铺设，对

k囚来讲，是制定对外政策时必须考虑的地缘扩张与海外油源两

大战酪问题 另 方面，利用人权至1.宗教F7由r'号I支持他

国跨囚民族自决.分立，将是美囚I要的策略手段 这会1I有关

地区后果严 鱿地埋 F助长宗教极端主 义、恐怖主义与民族分裂 卞

义的祸根。前述新月形动荡带 ，特别是中亚地区的 系列恐怖事

件是与人因关系休戚扣关的。因此，.1，网、俄罗斯及中业等国为

维护领十完悄、国家 卞权 、民族团结及社会稳定 ， 十分关注维

稳，反恐，势在必然 围绕国际关系的 “单极”与 “多极”的

矛巧或冲突将愈益激化，美冈在力量 卜的 · 超 地位决定了

它必然要追求建V单极霸权世界。而诸强力肚的分散则决定 r只

有横向 “合 力’才能图存。 1年来 ，美国通过 打伊拉克而控制

户卜东;出兵科索沃而影响巴尔J一斗威慑朝鲜而扩大在东北亚的

军争存在 显然 美国在当今全球范旧内所具备的作为 超,

的灾力地位，诸强还未有能接替美囚的力量l不过、v丁自身利

靛以及囚际格局巾FL相依赖性的增强，决定了诸强会在谋求力址

均势的 “多极 思维指异之卜.调整对外17腻勺利政策

    建守和平稳定.公-If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原本是第 于世界国

家包括 此社会丰义Iq家长期为之奋斗的 一个战略日标_它们稗

经通过民族解放斗争、亚非国家万隆会议、不结盟运动、石油斗

争等等 对4H̀民1义体系.霸权主义秩序和美、苏冷战秩序进行

f 一次又 次的冲i1t 这些11争使殖民体系瓦解 使和平共处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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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成为普遍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使联合国特别大会于1974

年通过 r (关 J建 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宜启》 和 《行动纲领》，

it为扫破超级大国争v世 界的旧秩序做出 了重要贡献

    围绕跨世纪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同题，发展中国家与某此发达

囚家的矛盾将有越米越激烈的可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N家在国

际秋序的建立方而握有两张牌    一是在冈际政治牛活中打 “人

权牌”，特别是在地缘战略要地，以 “人权高上L权”为幌子.

推行 “新 下涉上义”，其巾包括 占很大分量的利用跨国民族制造

分介、动乱，企图突破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安全 与土权的这最后

  道防线 另 一是存国际经济生话中打 “人性牌 .特别是在与

此尧争激烈的劳动钾集到出LJ产业，以所谓的劳1.环保标准为

由，卡住发展中国家向nr界市场自由发展的机遇

    在冷战秩序崩溃后，特别是美国在海湾战争期 间提出建立

“世界新秩序 ’的[1U.其后全方位地展开 了谋求建立{h它 土导

的、资本牛义 统天下的 ‘新秩序 的努力 借世界,1,场 休

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推厂 元践 本七义生产方式和发展模

式 特别是文化 上，利用手中掌try的高新f氰息技术和西方新闻媒

体，四处推销西力价仇观念和美式 ‘义化快餐”，西方 业领导

人和西力M论 一度就 “新 了涉 If义 ’进行 r令前规模的炒作

羌IW领汁人声称如今后其他地方出现 “民族清洗 ，美冈也将进

行 I预，这也就,V, 1,4-1 v N外任何其他地方的民族rnJ题，都在新 F

涉1义的干涉范田之内，而国际跨国民族问题自然也就列人」被

几 十涉 .利川J的对象 ，美国A级官员在第入届东K地区论坛外长

会ix尸Itf称，民族国家已纤不是国际体系的革石，国际社会应制

41新的114际规则。英国领导人说现在是 ‘4构建新国际主义的机

会”，为进行国际干涉确定 “新的全球W, IIU’是必S的_1999年

曰月欧安组织A脑会议制日的 《欧洲安全宪章》称，55个成员

囚中任何 国迢内出现 “或打吐上与人权的践踏 .“人道 卜义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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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 都1,属 ]一 N内郎91务，欧安组织有权进行I预: 欧洲支

个概念 包括 “人迫安全 ，应推动 ‘冈际人道主 义认律休系和

实践体系”的建立 问题是。有的大国仍然常常在卞权和人权

问题仁采取双贡标准-

      主权与人权之争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 从 16世纪博川提出

国家主权理论到欧洲民族闰家的形成和巩固，从 17世纪ra家 t

权原则被确认 为国际关系准则到后来西 h列强的殖民主义扩张，

从2()世纪梢民帝m的衰A到 蛋联合囚宪章》的产生，西方资产

阶级常常对 I权和人权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_针对神权或君权 ，

它们强调人权和国家全才a，那无疑是历史的进步。针对殖民地人

民，它们既不讲主权也小讲人权，那是资本主义扩张的需要 从

殆民地人民推翻殖民统治建立卞权国家之后到如今，种种做法表

明，他们总是借rl人权来削弱那些不接受I七蹋权的国家的主权，

从而突破广犬发展中N家的 ‘最后防线”，而使他们的 ‘4新 1涉

仁义、’合法化、为共推行新布权上义开辟道路 比如，A多国

际调查都没有找到南联N制造 “种族犬屠杀”的足够证据 .相

反事实表明.以美国为首的 IL约却利川跨国阿族 与寒族的矛A给

南斯拉火人民造成了严玉的人道灾难，在这种国际关系背景 卜

人权及 与之紧密相 关的K族、宗教问题就成为需 要十分谨慎关注

的突出in)题_

    第 IH'n N家小能小适应经济全球化等新的历 史YI'.发展 ，也

从不否认人权、民尘、自山等价值的普遍意义、但是 它们从自

身经历，卜做得，iF是有了闪家 I=4的人民才获得亨有 人权和逐步

改片人权的机会，,I是有了闪家于权自已才得以V足厂世界民族

之林，冲一布导以抵制闰际w1权对本Iq书;权和人权的f3犯 在当代冈

际实践巾，获权是司以自主计1豹均，但川二是为了国家问的!}飞常合

侨，dii不足为了满'u_- t涉上义者或喃权1义者的需要，第 ，川界

国家深刻体会到. I权是他们防以出现不平等国际规则的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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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线

    从美囚谋求修改反导弹条约和关I阅参院柜绝批滩全面核禁试

条约的实际情u肴，美国搞军备控制仍然Ii要足为了控制和削弱

it他国家，谋求其自身绝对优势和绝对安全。以应对世界格局多

极化趋势的发展 ，并经过调他更新 、扩大 r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

美日军事同N的职能 ，它在大力推进北约东扩的同时 ，企图通过

种种方式，使以美围为中心的双边军争同v地K化.使欧亚大陆

的多个军书同盟体系化。面对这种形势，多数第 二世界国家有着

与发达N家完全不同的安全环境和战略处境，尽管亡们努力斤展

全力位外交，多方修好，希炯获得外界对 自身经济发展的支持 .

/f缓冲大闪竞争 的iv,力，们不少发 展中冈家闪经济不发达，民

族 .种族 .宗教、边界和外部 f涉等问题引发的内部动乱和地Ix

冲突仍此起彼伏.或者存在这类同题的潜伏性子IR隐患，尤少卜t

发达I司家桔否会以不同形式利用这类问题高度关注，+分敏感，

必要时也全干方F1讨f以反击.因此这类包括跨N族休1I内的问

题将)6-1 I'll代国际关系中的重要焦点f�I 9

第二节    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平衡

      机制与跨国民族

    建 布闪际经济新秩序 百是第 - tft界国家的强烈要求 然

而，个别西方发达一叫家月不愿意’」发IFI卜国家分字 和平打利

和经济个球化的好处_L们将纤济新秩序ljl题纳人L:们的冷战后

战m设想之中，极 力将对发展中同家的经济援助 、资金转移和贸

易优惠 与政治民 卞化 .经济 14山化 、利会价值观V9方化等强制性

要求挂钩    卜刚标 n.04 .俄易休制的改吊完个需服从它们的日程安

柑和利益号虑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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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等 些西方大1司在政治民主化、经济自山化.军事同盟

休系化等方面已经苦心经营 了{来年。它们通过N际纤济组织、

联合国人权机制、1川际法庭、西方新闻媒体等，已经就 .ri新

界定”国家 上权做了无数的 文章，已纤在法理 1、奥 论上乃 至

实践上做了种种准备。它们还根据 11猫权战争在历史土一改是

Ift界政治体系变革的荃本机制’·这 西方传统，趁伊拉克任略

科威特之机打f海湾战争，并制造借11打了科索沃战争。，叔当

说，L们在建立冷战后新秩序方面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似还远

不能说它们已经建认起什么新秩序、新体系。在规划冷战后和平

问题}，美、欧、H从一开始就是各有扫算 美国谋求美国主治

下的和平，法德等国谋求以欧盟 一体化和欧盟东扩南卜为基础的

多极共管体制，}1本曾经设想建立美.口、欧 几极主导的新秩

序，而它们在争夺政治和经济势力范Iii方面的矛盾很难调和

      美国等推行的政治 民土化 ’和经济 自山化4俄罗斯 、1卜

,1F 4D 114H4 rt iVJ到 f严重的 “水」不服”I'll]题.，特别是经过种

种经济 、政治、社会危机的冲击之后 ，如我们在前述齐帝所述

经过种种民族、种族 、宗教冲突的困扰之后.泊一多国家对经济全

球化趋势、西方模式和自己应作的选择有 r更明确的判断 面对

美国等建立 世界新秩序 的攻势，厂大第 世界国家不可能

无动于衷 它们a认北强南弱、西强东弱的战略态势，但它们也

汰识到世w格局多极化或多儿化趋势是难以逆转的历史性潮流

它们撇得建b.一种和平稳定、公11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是 个长141

的Uf史过程，但现实的1争也是难以回避的 L.们相互理解各自

不同的处境.相信通过地区合作、跨地Ix:协n和全球性9商，价

取逐步建,>国际IV衡rj安全新机制，是完个可以有所作为的

    冷战后lL族分离 1义思潮在世界范田内诱发的民族分裂浪

潮.也称20世纪第 一次民族主义还动，它是苏.为、社会主义囚

家解休的币要因素，对西方in界也产勺r不小的冲击.日前，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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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浪潮的高峰已过。但余波的冲击依然强劲，民族分离思潮也将

会长期存在。受国际社会谋求以和平与发展解决民族冲突和 一些

大闲利川民族问题 下涉他国国家主权的双重影响，在今后世界民

族分离卞义活动将呈现出时起时伏的态势。优界民族分离主义思

潮脱胎干18世纪西欧资产阶级 “民族、国家 体论”，与世界

反对姨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本质小同，它突出追求 “一个民

族 个国家”，鼓动多民族国家的 作主体民族独立 ，或与跨居他

国的问源跨国民族联合建立民族国家。IQ界各地的民族分离活动

人体比有如下特征:(1)视种族或血统为维系民族存在的最高

原则，鼓吹政治疆界与义化和语言a界吻合，障憬建立单 民族

国家;(2)民族意识封闭狭隘，文化单 排它，政治权欲膨胀，

多与宗教极端话动互为表里，共性J毛存;(3)狂热追求民族自

决，标榜 “独立可以改变 一切”，仇视卞体民族，抵制多民族国

家体制盖 (4)使 用或威胁使用暴力恐 饰活动对 当局施加it力

引发社会动乱和民族仇杀，良接影响民族地Ix:的社会稳定和经济

发展; (5)借助国外力量 I挑战国家主权，引发跨国界民族主

义运动，冲击国家关系和地1x安全形势，影响地缘格局和同际秋

序 因此 .民族分离 上义恐潮主导的分裂活动无沦以何种形态出

现，it实质都是逆社会发展潮流而动的政治极端运动。民族分离

1分义晃潮对1仆界和平安定，包括我冈周边安全环境产生严重负面

彤响  份纪之交，一方面国际社会对民族分离浪潮负面影响的共

识增强，在联合国 、欧 盟 I欧安组织 、伊斯 竺冈家 .独联 体和

  1海合作组织”范 同内陆续出现 J一 些国际性和地 区性防范危

机的合作机制  另  一方而，尚未泯灭的民族分离Y[义思潮， 日

环境适喃，势必再次引发政治一民族危机，甚罕掀起新一轮民族

分裂高潮 今后 5-10年间，民族分离1 义思潮在与我国新翩毗

邻的中亚、南亚地 fx不 仅不会销声 匿迹， 隆有局部 1升的 可

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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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亚国家推行的 ‘主体民族化政策t’导致民族主义情绪

上升，族际关系重趋紧张。中亚各国主体民族之间、主体民族与

俄罗斯族等非主体民族之间和 目本民族内部各利益集团之间矛盾

重重。独立后出现的民族跨国而居、边界领土纠纷、民族语言文

化冲撞、自然资N开发与利用、相互移民等一系列新问题，使原

有的民族问题似更趋复杂 一些非主体跨国民族分离主义矛盾似

难以避免口

    2.南亚阿富汗、克什米尔历史、民族和宗教矛盾相互交织，

短期内冲突难以根除。阿富汗跨国氏族众多，民族同题仍将可能

波浪起伏。作为印、巴冲突的敏感点，克什米尔地区的战乱与动

荡尚无结束迹象，该地区已成为各种分裂势力、极端势力和恐怖

势力的聚集地

    3_大国战略利益的碰撞势必会增加我国周边地区民族问题

的复杂性。冷战后，美国为实现其全球战略，加紧争夺欧亚大陆

核心地区，在视中国为 “战略竟争对手”的背景下，利用我国

周边地试的民族宗教问题作为其分化、弱化中国仍将成为其战略

着力点。普京上台后一心重振俄罗斯大国地位，并把恢复在独联

体特别是中亚各国的影响作为6要目标。在美国的挤压下，俄借

重中国发展伙伴关系愿望明显，不过各国仍将保持一定的平衡制

约关系

    百年来历史证明，民族分裂势力始终未能把新疆从中华母体

中分裂出去，不过仍必须重视，大国十预和世界民族分离浪潮是

新疆分裂活动的国际政治大背景。新困分裂活动萌动于 19世纪

末加世纪初俄、英殖民主义在亚洲腹地的激烈争夺时期，从一

开纷就是列强瓜分中国、巩固帝国势力范围、维系和固守殖民统

治的产物。20世纪30年代，英帝国为巩固在南亚的殖民统治，

在南疆一手扶植了以肢解中国为目的的 “和田伊斯兰教王国’‘、

  东突厥斯坦共和国，40年代中，在前苏联的操纵下，北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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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成立过 “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 它们尽管 只是昙花 一现 ，

但其流毒颇深，至今仍是新崛分裂势力的政治旗帜。60年代前

苏联某此势力制造r伊塔事件，煽动数万边民外逃，从此中亚成

为新a分裂势力在境外牛存的重要基地。中苏交恶时期，前苏联

加紧了对新a的分裂宣传，从而培育和强化了维万尔分裂分了的

分离愈识 90年代前后，民族分离运动加速了前苏联自身的解

体，Yid!这方面支持新服分裂活动的基础动摇 ，IFI它义被纳人美

ITS等两方大国霸权 卜义者遏制 、弱化和分化中国的对华战略。解

放初期逃往西亚等地的新a分裂分 f 直就是美国荀权主义势力

颇覆我政权的别动队。90年代以来，他们极 力撮合新姻境外分

裂势力’J反共势 为联合_i工_糙在美同和西方 此反华敌对势力的

纵弃 、支持和鹿护 卜，新 一代分裂分 T成 为当今境外分裂势 力的

y.坚 们随若 ‘东突’恐饰组织被美国承认及这类组织与国际

恐帕七义关系的日益暴露，我们仍有可制约井逐步孤在新胭分裂

协力的可能 “民族自决 原则的存在也是新讯问题 “囚际化’

的原因之 这 原则被载人 《联合国宪章》等同际法准则的

初火是反刘叶界狱民体系.然而当代民族分离思潮已远远超出 r

反对砒民休系的范畴    已经完成其时代使命的 ”民族 自决 原

则 11在成为关国和西方霸权卞义势力刊用民族问题十预他国内

政的法理依据  如小明确这 原则在保障主权困家利益的当代已

突现的 ‘过时阵 ，将来，实际已旱多族群状态的美闲也会身受

」七叮  所以，.干‘国要在国际平衡机制的形成,p发挥作用，必须稳

定 I身的51,国民族Ijl翘.孤 1 “东突 ’恐 Ito t: iC势力，同时在

国际范I rl批判 “ 几个土义 利川 ’‘民族 自决 论分裂主权 闰家

的本质 如果当代每个民族都要 ‘民族 自决 地球 岂不将 Iii临

‘被撕成碎片 的威胁，破坏国际形势的平衡与安个稳定，也就

淡不 {人类的和平月活保玲

    探障州 仁人类和平牛活需要、Y衡4L制，IH际平徽机制 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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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两种:权力均势休系与集休安全休系，‘已们属竟争型与合作

塑。权力均势强调平衡他国实力的政策，集休安全强调改变他国

的政策。两者的对策虽然不同。但 [11的是 致的 ，叮谓 “殊途”

而 “同归 。在均势体系下，各闰为维护各 自的安全利益而相互

竞争和相互对抗、均势理论家摩根索将均势分为两种上要形式

  种是直接对抗型、指的是两国间的直接对抗或为争夺第 ，因而

引起的直接对抗。控制与反控制是这种对杭性均势的特点。另

种是竞争性均势 、指的是两网对第 分国的争夺处干平衡状态 ，虽

然这种状态并不稳定 ，但第 ，同的独立性仍然能够得到维持

    均势木身的功能是稳定有关国家的关系，通过调整 .砧码”

避免 作均势状态的出现。均势状态又是极不稳定的，随时有被打

破的可能，不沦是哪 一种均势，力量夭平的 一端都 有可能在某

  时期内倒向V 为，使均势面临危险。究其实质 。改接对抗性

均势和竞争性均势是可以相白_转化的，义是相互渗透的。了日均势

状态被打破时，不仅人.U两国关系恶化。c同也很难置身丁书

外，在多种清倪下L囚成为首先打破现状的某 方的牺牲till

如1【木侵华战争前后对朝鲜的爪民统治，法西斯德国1939年吞

JI奥地利.肢解捷克斯洛伐W , 20世纪60年代美国侵略越南，

'979年苏联人侵阿富rl等3例 直接对抗性均势有时 首先表现

为竟争性均势.FI后者fl rII能演变成前者。在均势体系‘{，，各ICI

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安全利益是否受到栩害，如果国际冲突对已有

利 刘敌有害，亡还可能支持国际冲突，共 IV把它看成是促进加

强自己安个地位的  一种于段:如w ‘事不关己’，则 ‘高高挂

起 集休安全体系则不6"1, L认为国家安全是相 勺.依赖的，娜

  个国家应加人到任何 同的反侵略战争中去，安个合作是第

位的、现实卞义者认为，在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卜，囚际合作抓

然是可能的.们是这种合作 11更难实现 、更难维持 .更加依 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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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家实力，，‘。新自由制度主义 (Neoliberal一mst lutionalism )者

反对这种看法， 方面，他们同意现实主义者关于无政府的国际

政治体系限制 了国际合作的观点;另 方面又认为，国际机构

(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可以削弱无政府状态对有共同利益国家

之间的合作的限制作用 ，国际机构可以促进国家间的交往 ，使他

们 ‘4易干寻求有条件的合作的针锋相对的战略”( tit for tat strate-

giei) ,国际机构对促进合作更为重要

    从根本1说，均势休系中的联盟是外向Y-trn (extemally-

nnrnled groupings) 它组织成员采取一致行动，日的是对付外面

的囚家或国家集团。这个来自 “外部”的敌人或对手是谁，在

结盟lm家看来是显而易见的。在正式的战争爆发之前，大家

  创 不宣 ，甚 辛对外宣称联盟不针对任何第 几方。与均势体

系的结N观截然相反，集体安令体系认为，国家不能与他国结W

或结盟对抗另 国 ‘集体安全是所有IN家防御所有国家 、正

如克劳德所说，敌人的 “抽象性” 是集体安全的 一个最或要的

特汽 集体安全是 “消除了均势体系中的竞争性囚素的联合模

式”，是 ‘’联合所有国家保护染体秩序而不是将他们分成敌对的

集团的联盟体系 集体安个肴起来也是 个安全联盟，但这种

联嫩与均势体系中对于明确、相吓对抗的联盟在本质上V别很

大 这 点认识不清，就很容易将两种体系泥淆起来。集休安全

的敌人既不固定，也不明确，而具有模糊准，联合国的妓大贡献

应足以维护附界w体安全为)l的帮助捉进均势体系的运作、使均

势体系对世界变得更加安全。联合国足世界改变和超越均势体系

的 卜段  集休安个是在向个球共同休演令  早人举 签求制摧均 m

    J  11- 1 Nnld.小。 \}o6L�Blinn. B.,nnai..m mid woad Pdwes  and比.阶d

。Krohmi “卜,anwnotal l'ht,.n and the Hiall,i niellen e A4er the Cold Wa” in Vadd

IloIdvio ed ，]roreal'nm Ynd Neollberalirm: the ContemporaryDeham=. New叭成，fo-

lamhia Lhdv,ally Pres., pp.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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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系带来的危险秩序的象征，是 “用来为更可靠的休系创造发

展条件和预备措施的一个机构”，它最终的任务是把世界改变成

  个具有高度调节潜力的多元社会①。当然，这是改造权力均势

体系的最理想结果口

    没有对均势休系的理性批判，就没有集体安个理论的形成和

实践 w休安全是 种进步的休系，是对均势体系的补充和发

展，20世纪的闪际政治休系是 种特殊的、混合的休系，与18

IItd fl 19世纪山单 的冈际均势组成的时代相比较，它是塑休

安个和权力均势两种休系井存的时代 冷战结束以宋，新现实主

义者’J新 自{h制度 主义者曾就两种休系刘维护和平问题相 厅间进

子I过沦战 、两种学派都端力将集休安全与权力均势V别开来 ，有

的过十强调两种休系之间的逻辑差别，有的则将两者的概念混淆

起来，结果准也说服不 了谁 我们 认为，其实 ，无论是现实主义

学派还是制度 I义学派都谈及集休安全 5均势之问相 r1.混合的I"d

题.可足，他们又小愿意承认这 汽    尤其是制度主义释将集休

安个石成 一种特殊的均势 种有规章的制度化的均势 . 种

  个体对 的均势 ，这本 身就承汰 r均势体系的存在。冉者，

在现实政治中显然存在着 “各自为战 的 无规令”均势休系、

集体安全休 系和均势休 系井存在理论 I脸不容笠疑的 小竹怎

样，这两种休系 直在共同发挥作川，厂存发展 集休安个组织

随着均势体系 卜大r司政治的 致 与合作的发展而发展 随着大国

I1l1111MJ4'i冲突的产性而衰退「集休安全的N头来 自均势的成功

长远来看.在 个科技不断进步、冈际政治生活相勺依赖的程度

不断加深的体 系中，集休安全休 系在与均势休 系不晰冲突的同

I11 双方都仿会继绒 发展  如不形成均势 .以制约小 平衡 .川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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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7!q,,的集体安全体系就缺乏具体 []标

      世纪之交，往衬是各国尤其是大国调整或确定国际战略之

际，中国同样面临着国际战略的选择。20世纪的国际社会越来

越趋向制度化、秩序化、其基本表现就是囚际机制作用的增蝇

所谓国际机制 (international regimes),是指力国际关系特定领域

吧山行 为休愿 rip f.聚 fIl成的 一靛套明示或默小的原则 .规范 、规

qII和决策程序「 20世纪以来，f% 94,机制的作用范围扩爬到全

球，涉及领域II益J泛、参与IN际社会的程度史加深人，行动能

力大人增强.在IN际关系中发挥右越来越近要的作用 现有个球

性I'd际机制多是 _战后右美国 卜净下建 ii.起来的 ，这些国际机制

I几要包括 : li囚际货币V- 1, YN织 :Ill界银行  k贸总协定 (!日

界贸易绍织)的摧本原则 、规划 .规范和决策程序构成的IN际

蜂济机制:山联介I N支理会决策机制、联介国维和机制 、国际裁

军机制等构成的INWn'Sc个，+11政治机制，井辅L吠北约 、欧洲安个 ’口

合们组织等地1A:性安全和政治机制等  随 军市存囚际关系中地

位的 卜降和政治经济关系的 小断融 合，个球性1日际机制的功能及

」价.斥动范围也呈现书 人的态势。例如，联介国机制就山政治.经

济、人权 .环境保护等多个一、」题领域的国际机制构成，是、llliiJ范

IA411泛的 般Y日14际机制系统 2 应'j, I指出 ，、.花前的国际关系

仍未超越 ‘民族囚家 ) ”一a}lc)川代 的根本特111，Ii家

司泪防犷收益 (.*.iati丫 a gait,,)的追求仍然超过对绝对收益 (汕介

lue Kuunn)的x-18, to家利益仍II S,,{闷  11争维护和追求的核L内

作 从LIi史发li+过程4k吞，IW际机制倾向1独仅发挥作川.似无

认摆脱大IIIIYi制约 、'i代 k囚存I'll际机制的建 'i ,冷释和修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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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拥有不容置疑的重要权力。成为影响国际机制作用发挥的最大

因素。20世纪70年代以来，第三世界国家举起建立国际政治经

济新秩序的旗帜，JtL」的就是力图在平等 、民主的基础上重新构

筑国际机制休系。但伴随着美国利用 国际机制建立单极霸权，国

际机制的不合理性更为突出和强化

    我们需要认识，在众多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I-义 一直

占据着 t导地位 它在国家 主义 、生存和 自助 一个不变的假 设

F4 1不卜ijH寸期的N际关系，因此不沦冈际形势发生何种变

化，1司际 关系的木质 与特征则是水恒的，‘亡始终表现为所有的

国家为增强自身的安全而提高军事实力，为获取更多的权力而

扛张势力和经济综合实力，冲突也就成为T国际关系的永恒土

题  在现实 I义者看来 ，世界即使已进 人 了全球化时代 ，鱿然

全球化增强了国家I司的相与依存关系，但认为这同时也提高了

  相 与脆弱卜1几‘的程度 ，为 “欺 诈” 行 为提供 了e多的机会

从而加剧 」安全 与11几存受flI] 胁的忧患意识 尽骨在表而 ]飞现

n立齐国都，“称要发展’J其他国家之问的友好或伙伴关系，们实

际曰妇于国际it会无政府状态的特性没有实质的改变.它们的

各 自外 交政策实际 1比过 2、吏加致 力于最 大限度地获得收益

因此 ，现实 卞汇者认 为国家间合作的程度是有限的，日前稳定

的国际秩序片不排除各种冲突随时产生的可能性 。两方IA家 I]

足按赎现实牛义的这种观点设计出T对巾因和俄罗斯的政策

即在’J它们接触和合作时要保持相对收益的优势，防1曰告植出

强 人的对 于来.即网际关系现状中大国间仍在玩弄以排斥件为

卞的力杖均衡的游戏_由此,,I以肴出，现实土Y者对国际关系

的发展仍持 毖观的态度

    而自山主 义者把当前的国际关系描绘 为一幅截然 不1司的II

跌。他们碗信闲际 关系发牛 r根本的变化 ，认为这是近半 个队

纪来1H.界经济 、科技 .社会 .政治  文化长期发展和转变 攀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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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 全球化进程削弱了国家主权存在的条件，使国家不再

处’冈际关系的, l’心地位·无数的角色不’司的囚际r血上和{4 一
际IN务领域里具有不同的重要Vt.经挤和技术的亚革增强r各 一
神社 会之 间 的互联 性 和相互 依存 的 程肛  .民族 的 与世 界 的 、国

娜
六
.

内的 !引司际的界限 日益模糊

义者认为这此变化浩就 出

新的闰际议程不断涌现  自山 I

个新 的 国际 关 系类型

特征是利益要求 的白我克制 、外交行为的温和

111. w的和平 。因此 ，在 21世纪到来之际 ，一

的世 界的契约观念最终实现的条件 已经成熟

，它的本质和

妥协 的 规贝U与

国际 关系 .自由 主 义者提 出 到 万史终 结论 与 民 干和平 论

终胜利，认为现实 表明同际杜会未必 定要生活在 个冲

可避免的现实主义世界中 由 于物质的发展和观念的进化

史 i人们第 次做到 r相互承认，不 再强迫 一部分人接 史

部分 人的意志，国家间 的关系也 开始向 和平联 盟”的

发展 ，战争则变成 了 个想象 不出 来的问题 拼 在他看来

作川Aft
)铡的rf
其代 关

:最9h
突不熏
，9i        It
另 翻

方向履
  分

达犬国的价值观念已取得了绝对的优势，现在所有的国家则或

多或少地11始用经济的与政治的自由主义规范其内外政策，合

竹就成 r国际关系发展的主流。另一些自由主义者提出，理解

当前世界点面日的关键 ，是要认识到 世界已被划分 为 ‘’和平 、

京裕 、民主区’‘和 ’‘混乱 、战争 、发展区“两 部分 ，前 者包

括西欧 .北美 、11本和澳洲 ，后者包括前苏联地区、大部分亚

洲 、作洲和拉美 ‘和平民主区国家间的政治 关系已不 丙受相

时军事力敏对比的影.向、它们也不冉有可能分裂为相互竟争的

军 11对手

Fukuaunm. Theb飞Jof Hiswey and The IasiMan. Hemish Halmion Pn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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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构建上 义者主张 ，所谓的力量均衡并不是X"1国际关系

现实的戌实反映，只不过是 一种理念和说法 ， 一种谈论国际关

系的方式而已;国家安全与否，依赖厂祠会‘J政治角色的理念

以及如何界定安个同题，汁进行钩建，强调 了社会与群体的认

同心理。如此等等，理 沦联多

    不过，似乎尚没有任何 个理论视角全而地反映了气前国

lyn关系现实的复杂什和所有的特征 。协 种理论上要抓什 r坟

卜M 个饭要方面    比如，现实主义对安全.权力和力址均衡

在国际关系中依然 .f有 币要地位的判断 无疑是准确的 ，nl足它

忽视或无视近20年来 If界在经济、社会、政治、科技领域所

发产仁的 长期 日深刻的全球转变进程，过 分悲观地肴待国际关系

的冲击 与突发事件爆 发的可能比 11自1幻主 义恰恰相反，认识到

这咤变化促进 J一闪家对其政策的优 光安排进行调铭 ，从一Td际!习

内两方TI推动 I国际社会相 'I作川 方式 及其性质的改变.然 IN

它 41权力的作月7以及对传统国际 关系的延续性却重视不够 ，合

理地fit月、r当前囚际合作持续和加强的现实，却对世界的冲突

危险 与强权政策的 而视而不见 ，构建土义强调引会 与群体的

认同等 毛观性的心JAR囚素在 ”.1前冈际 关系门，的 作用 ，找 们认

为，这 足独到的，山干认同 与观念足可以经常调 的.I川此这

  理论能很好地反HCH 11州e国际关系小断 变化的特征 似 它对

队界变化的方ICI似f汁没有 个明确移体的把W 'i表述

    我们需 V综合研究这些理论，从各个角度对它进行理解 和

闹释 特别需 要加人跨 国族体4,I.汀忆国际关系中的作1日来观察

囚际关系  无沦足现实 Ii义所说，大同间玩 弄以排斥为 1丁的均

衡游戏所使用的币要法码，还是自山土义所认为的，合作已成

囚际关系 I[流的过 7乐 观的估计中 ，苦阵对跨国族群 、对群体 民

族的文化认同心理和引发的同题右所忽视或拈门小足    原来由

欢民上义和列强4,公d二的国界划分遗日 F的形形色色跨IW民族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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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 i争端 问题 ，现 在 已与各 种大 民族 上义 、泛 民族 主 义和

  :个 卜义”的恶势力错综交织，而且我们在前述各章已指

出，山于这此问题的蔓延与欠发达国家的贫困相连，与发达1习

家在这此地区的追逐权利 与私利相关，因此在国际平衡机制方

而必须构建第 一世 界发展中N家与发达国家1司较公正的III际政

治经济新秩序，以保证南北经济逐渐接近与渐趋平衡_众听周

知.员然20世纪60 'P代以来联合国中第 世界国家已达会员

1日的 ，is以 I，联合fi4在第 钾lit界推动 r,通过了  一系列反ft

略、缓和紧张局势的决议，但超级人国由F其经济实力的优

势，国际关系中很多极不公正的旧秩序仍无法改变_在这此川

秩序 卜、发达冈家通过资木输出.跨同公司.现代科技等等途

补，使广 大亚.非 、拉国家只能成 为两方发达国家的原料洪应

地。商品市场和有利可图的投机场所 如果冈际旧秩序.旧贸

易体制不改变，发展，p的网家，“即使资源再丰富，即使生产

再有所发展，也经小起西方发达国家的巧取康夺‘1」 如T长

此 卜去，发展中国家得不到发展 ，不仪经济 1必然会影响对发

达囚家的WN,供应.商品it,场和资金出路，而且第 砚世悍与发

达!州家的矛膺冲突将史为加剧 那时，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将

阳临的就小仅仅是恐 饰主 义、“新 月带“伊斯 11宗教极端二L义

逆流等棘手问题，而将面临更广泛的为争取国际政治经济新秩

序而 “4乍的国际反猫统一战线 的1·天反杭 力址

品明析呀开:(辛球人视里f加77贞，北京，中国人民大华出版引 IN,

                                                                    · 16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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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跨 国 民族 问题 的两大

            理 论 依 据 评 析

镖
盯

1

    这T我们依然若眼于作为矛盾的跨国民族问题

    不论跨N民族问题在表面 1怎样的纷扰和复杂 ，共

理论根源却是 卜分简单 的。无论是 “自治”、 “独立 ’.

“合并，’的诉求，还是 “指责“、 “介 人 、“卜涉 的

行为，它最 4本 的理 由或 者说理 论依 据就是 在 历 史

上— 特别是本世纪以来— 连绵不绝的 “民族运动

中曾被件遍宜扬的 “民族 自决” 原则和 民族 围家”

理沦 因此对这种民族理论的理解就成 了我们认识 I前

跨IA民族问题性质的关键所在_

跨
国
民
族
理
论
问
题
综
论

第一节    民族自决:内涵与实践

    客观地 讲，民族 自决权理论发源 J二近代欧洲 (

括北美)资产阶级革命

    I] fit纪，荷 11著名法学家格劳秀斯 (1583一1645)

在其 《为英国人民声辩》 书中将民族主义和自山联

系 r起来，提出享有自由的民族才是他热爱的民族 沼

克 (1632-17(4)在 (政府论》中则以 ‘’天赋人权’

原则为基础提出 了只有人民的同意才是建 仪政府的越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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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幸张。I8世纪 ，德 国历史学家赫尔德 (1744一1803)进 一步发

展 了民族平等思想。明确提出 “人权并不限 J一文明民族 ， “原

始民族具有 与文明民族 平等的权利” 的观点 、黑格尔 (1770-

1831)则进一步继承了格劳秀斯的主权学说，认为 “独立自上

足 个民族最域本的白由和最高的荣誉”。在民族 “独 立”.“自

「h”.“平等，‘思想不断发展的过程巾，这种理论同时被运用到

了具体的革命实践。1609年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迅速的尼德 11

地1X经过40余年斗争终干摆脱f西班牙封建F.朝的统治，建立

J’资产阶级 “联邦共和国”。这标志着民族自决思想的开始落

实。18世纪北美独立战争的领导们得以这Al思想学说为依据，

在 1776年宣布的 嵌独立言 言》 中鲜 明地提 出了 “囚家独立”.

  民族分离”的概念，井指出: 个民族要 “在世界列强中取得

那种 ‘自然精神’所规定给他们的独立 与平等的地位”，就必须

解除其 与另 个民族之间所存在的政治 关系  这是关丁民族 自决

权的较早的具休表述。在这里，民族自决权已经构成了现实的独

ti.运动的指导原则，构成了北美人民反英斗争的动力a泉。18

世纪末19肚纪初，法闪爆发了以 “自山.平等、博爱 为旗帜

的反对封建专制的资产阶级大革命 在作为竿命纲领的 《人权

汀言》中.民族自山权.民族自决权和人权 (即自由、财产.

安全和反抗压迫的权利)同样得到了高度宜扬户少以后 法国人

革命所宣 言的民族 民主思想 ，在整 个西欧得到 了广泛传播

1814一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要旨是维护欧洲111秩序，但是受西

欧资产阶级民族民I运动的影响，民族保护的话题还是被列人会

议议翘 ，这也是第 次把民族保护列人会议议题的国际会议 根

据英囚照会精神 ，普、奥 、俄等国都保证向几领土上的波 砰人提

批必要的制度保障.以便使他们拥有和行使民族权利 19世纪

蒋招洋:钊It界通史资料选姗》 I册，123贞，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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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实现了民族的统 一，建立了民族国家

    总结这一时期欧洲 民族 自决思想的提出、发展及其实践过

程，毋容置疑，它本质土是对邦国林立、政出多门、同时又权利

交叉.背景复杂 (各A侯国背后往往都有大国背景)的那种分

散混乱状态 (对北美来说，是英国统治 卜的州各自为政的不协

凋状态)的 种悖动，是资本 上 义经济对地区经济割据状态的

  种反应，是与普遍人权、人民主权 (针对封建几迫和宗1几国

仄迫)的民主思想相联系的 种政治观念  在这里，民族 自决

与建众民主共和的w产阶级民族国家是 -致的，它具有鲜明的I习

际意义，民族 与国家是 4为表里的，民族就是指随着国家 起发

育而成的W家民族 (即英文中所说的nation),, Oi是丛」这样

种 陀质  马克思认为它 “当然不能不裕到 丁人阶级 方1苗的同样

承认’勺r

    然而这种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滋竹出来的政治概念在

此后的发展和传播过程中很决便因时因地在 L体 、内容 .作川 .

性质等方而发q 了变形

    1. K族FI决思想发生变形及流行也就是从19 Ilt纪中叶11始

的 L85，年，法国路易 ‘拿破仑I台后，在其对外政策中继续

高举 ‘’民放原则 大旗，41fA出I bt.解、抑制巾、东欧 (土要

是德愈志人)独G欧洲大陆的目的，他有预谋地把这种原则运

川到 厂大民族支系，比如德意志人的 些诸侯 邝国 (主 要址巴

伐利亚、付登堡 I巴登I黑森一一达姆斯塔特四邦的身L. Li'

运J日到r被A4.格斯称为 ‘民族碎片” 一一比如卜n于千百年来

浪接 一浪的民族入浸和民放迁移而造成的、1分祝乱地余居在波

、广人，h的 十耳 耳人、马引尔人、罗马尼亚人 、犹太人以及近 们

拍
国
民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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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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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斯拉夫部落— 的身IU。而东欧的俄罗斯帝国这时也以 “民

族自决，’原则为旗号在东欧和东南欧掀起了泛斯拉夫运动，仁

张 “一切斯拉夫民族今后都应该获得这种独立 t̂y 炸以此为理

山对波、仁等国家进行蚕食和斗涉。于是 “民族自决 这 在资

产阶级革命过程中滋生的 、原本意味着民族冈家的建 立和独 t/的

政治概念在这 甲换成 r大民族内部各支系的自决和泛 民族的 自

决.成」大民族支系各11为政，抗拒统 的理III ,也成了泛民族

1义的理沦根据 ，成 J,大国维护 .推行筋权的 r其。在 19世纪

址后的 20多年甲，在民族 t1决运动中发展起来的欧洲和北美列

;3l .在附界范Ih9内掀起 了俏民高潮。19(4匀两个帝IA 4:义T,团

在争夺4A民地的过程中，矛IFi激化，终 1引发 f第 次Itt wr大

战 1918年战争结束、(1: 1918年一1920年召片的解决战后问题

的巴黎和会1.关I}1.tI统威尔逊向大会提交了A名的 ‘十四点

门划·一 “民族自决  原则构成 厂此日划的丛本格神之

以此为从础，与会齐冈鉴署I-一系列条约 根锯这些条约.奥匈

帝囚.巴尔 卜”卜fad等各N族的自决权得到r承认— 在奥匈.卜

11.1t和沙俄帝囚废墟 1匈月利、捷克斯洛伐尧.南斯拉大.岁马

    } 沱1这 点 恩格斯在他)866年撰写的 f 人阶级同波’丫〕什么芜系少
刃}就卿触锐地折出过    T1人认为这111发生r偷换低念的fi象 即将原来 一民族自

决 中的 “民瓜 一 指加M1世纪后期经过几百年的上NR统 合J个 引卜外战价的

行川 Al朝的举础1分化聚介 初W轮廓，川(I资产阶级尔命过程中进 步成熟

I'M起宋的I * K h iaaiaal  pp成了钩成1-0家  1Q族的种K支系或集M lr.ar”ru6

.‘) 封后*tehkfWM5t , tMffl AIWM  r作川  现在的iRl"K族问R}IJELMAP

」把这1-1个概念姚泥f 这种现点八 定/:a I W,: (f̂I82的本质，湘常胜租思艺

们J,山曰zc本14ra sz?1,性和语 币农述功能局限犷1[以及翻译I的不.ra免的出人

咙们以为这种农述还兄存/1-定问颜 1七如波 境内的扰入人星A与德惹 II,的0克
a人 样 115a1LANn作-,- la, I朋呀.ml    al., 'j ihnic 有什么a qq>(参见

漏占平 气沦叹族分Gi.义》 护卜一k研究》1997年角4期)

    2 冬W, 美  塔拉断 )扎莞: f泛M扣人于义或泛俄w斯寸飞义》 犷IS族汗

从务 19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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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翼Tmnsnmional ethnic Gmups陶宛等国家相。立但。
一一方面4法·日w国在巩固兀原石稍民地’司盯又对RA 6v,
一    夙奥属耐随民地进行丁a 5r不下万I'll义上n”做[An的 杏仕
一    统治地 ，对另外一些 民族 ，如ff尔德 人的 ，民A 月决 要求 则

未给予坚决的支持 ，甚至后来子以拒绝。因此在这里，民族 自决

原则虽然得到某种程度的运用— 一些国家在民族 白决的曰号「

取得独立，们是从根本上讲，它更多地表现为掌握在战胜国于中

的、用来分解战败国的堂皇借厂‘。当然 ，对美国来说还有一层深

意，Al;就是打破英、法老牌殖民土义的传统势力范围，插手1几原

属 于它们的地盘的手段 正因为如此，才会 ‘自决” 出像 南断

拉 大 卜国这样民族关系极其复杂的国家 ，才会出现在 自决权适Jlj

范围 卜的多重标准。“民族 自决权” 中的普遍人权精神几乎经常

被抛到了九霄石外

    2 在 民族自决权”进行 1述蜕变的同时，它在俄I1还经

历了另 番的发展 由于国内民族政治情势和革命形势的使然，

K族 自决权问题一 直就是俄国马克思 仁义者激烈争沦的焦点问题

之 一

    1996年社会土义 I人党和 1会在伦敦召开代左大会，会议

酒过决议:主张 切民族有完全的 自决权_据此，列 ìA'. 1902

年为俄围社会民主丁党拟议的党纲草案中写进 了 承认国内各

民族的 自决权”的条款。这样 民族 自决权第一次被明确地适月J

到了多民族同家的俄阔国内各族。1903年，列了对党纲草案中

的K族自决权条款进行r说明:“我们尤条件地承认争取民族自

次自由的4争 ，但是井不一定要 支持任何民族的民族 自决的要

求”_他强调民族 自决和民族独 守的要求 要 ’‘完个服从无产阶级

a争的利捻"J 列 犷的这种 丰张和解释在党内外引起 了很大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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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大囚比小N史能顺利地解决发展经济的仃务

1 《列介论民族n1m和殖民地一可题 6
」叼召)

粗 >L 540一541 6l,北京  人陀出版

叱列 沦民族问题和殆陀地问题》。69页 73 - 74贞 北只  人民出版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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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资产阶级斗争的任务”①同年在与卢森保、谢姆科大斯v的

争论中，列宁义形象地把分离权比作离婚权，指出承认这种权利

并不排斥反对分离的宣传和鼓动，也毫不排斥对资产阶级民族土

义的揭露 ，很 明显，独立权的提 出意在打倒、摧毁沙俄统治

1914年2一5月，也就是第 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夜，列 犷撰写 f

长篇专论 C论民族白治权》，对反对他关于民族自决权观改的议

沦作了一一批驳，对他关于民族自决权的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总

纠，他提出:“所谓民族自决，就是民族脱离异族仇体的国家

就是织织独1%的民族国家”②

    1914年8月第 次世界大战爆发，列宁敏锐地把战争和革

命联 系起 来，迅速提出了 “变帝 国土 义战争 为国内战争 ‘和

‘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 ’的‘了号 根据这  一中心策略，这-

时期列宁继续高举民族 自决的旗帜，了[]是a提法 卜进行 了 一定的

修改。1916年上半年，列全针对那ne 借曰帝国主义和政治史

中的进步性而赞成兼井”的 “资产阶级奴仆 .提川 反对 ‘兼

汁’就是赞成自决权 沁这时列宁为民族自决权 F的新定义是:

“民族自决权从政治意义卜来游.只是 种独在权，即在政治1

i司仄迫民族自山分离的权利’ 子卜这里列宁将原来的 ’‘与异族集

体的国家 的分离改为了“同旅 in民族”的分离。为了使人充

分理解，他 又进 一步解释说: ‘这种要求 井不等 f分 离、分散.

成守小国的要求，亡只几反刘 一切,I:.迫民族的彻底表现 .4

    1917年沙俄政府倒台 俄1A无产阶级投人 了个而的夺取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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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沦民族间9和ti h'.地r,[J(i. 92 T  149 0, 北京  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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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洲争    这时列f发表宜言:‘大俄罗斯人向 切民族建议结

成兄弟同盟”.‘组成共同国家”1;为了争取各非俄罗斯民族的

支待，列与:仍然高举民族自决权旅帜，但是出J斗争需要.对民

族自决权的解释义进行 了修汀。1917年十月革命w发前夜，列

丫石: &论修改壹纲》 一文中对ll簇 自袂权讲行 了新的声沐 自

决 一词铆多次引起误会 ，因此我改用 」

  自山分离权’ 我们夺取政权 之后

个十 分确 切的 概 念

必须承认芬 砰、

、介、阿尔巴尼亚以及 切受沙皇制度和人俄罗斯的资产阶

的民族都享有这种权利 但是我们从自己方面来说，决不

离”②这里把 ‘4自决”改为 ‘4自由分离权’‘，实际 卜缤

I'/之权的念义

    四四 年 3月，俄共 (布)召I「八大，辩论最多的还

一、.1题、托姆斯基称:11在这个大家庭里，没有 个人想说

自决.L心族 卜义运动是a常的和合乎愿架的。我们对此就

才、门避免的劫数 飞而布哈林则说:‘·我只愿意承认劳动

自决权 ”斯人林员然没有发 击.但实际上 支持这

这些观点列 辛手以 I批评

可分*i的俄罗斯而牛争”

因为 共时邓尼金t高 举SIG a., Yjm

鸟克.
限迫 国

。分H

‘”n
        两

毛族 大

:族it
、待iR
Am   w

  只寸

  一不

的m帜，所以民族 自决权的旗帜对布

水什维 sZ米说，习E担不能抛弃，而几还需要离举 列宁晓得，郑

币承认民族自次权，不仅是博得作俄罗斯民族好感的鼓恰兴的武

9.而匡是他们同邓尼盆和高尔察克对 妞的止确无误的千段

    1920年，国内.戎争取得 r决定性胜利 这时俄共对民族自

喀列 论民族问题和峭民地f̂Ia). 437

《列丁沦民帐问R和#(K地问7'). 442

北宗 民族出版tf. 19(0

民A出版不卜 1960

万  阿 PI大托尔汉诺火:《苏共野史), 394 0, 武汉，m比人民出版
19E2

几 I听人林种棍丈表袱 必须把内决仅解释为该K旅劳动欲众的ff决权“，《斯
人杯令势乃.乃 4春 29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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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权从提法」_和内容土又进行了重人修改 斯大林撰文 《苏维

埃政权对 I俄国民族问题的政策》表.r. “使边弱与俄国分离”

的观 汽 ‘应该加以排斥，’。在为此文收人论文集撰写的 《作者的

话》中，斯大林进 步补充到:‘这篇文K坚决地驳斥边Sul各地

与俄罗斯分离的要求，汰为这是反革命的企图，这也许有人觉得

奇怪，但在实质1这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我们卞张印度.阿拉

伯 .埃及 、摩洛哥及其他硝民地与协约国分离，因为这种情 形下

的分离k表尔这此被压迫国家从帝国 丰义之下解放出来，是表不

帝国主义阵地的削弱，是表不革命阵地的加强。找们反对边张各

地与俄罗斯分离，因为这种情形F的分离是表.r让边骊各地人受

帝国主义的奴役，是表示俄国革命力量的削弱，是表不帝国丰义

阵地的加强 ”斯大林 这段话并不深奥，但 其精神实质却体现

了:分离 自由权还是要坚持的，但是 ‘’分离问题是依具休的国

际条树，是依革命的利益而决定的”企

    甲实 C,在革命后这 段时间里。根据 ‘’民族 自决 原则，

在原俄罗斯帝国版图内，有儿 十个地区宣布建 fL国家政权。州是

获得完个独守的也只有芬J‘、波、式、立陶宛、拉托维亚.爱沙尼

亚 JL国

    概括第 一次世界人战前后发生在俄冈革命过程中的这场关 ]

民族自决权的激烈讨论，我们可以说，列宁 、斯大林在各个叼期

有过 ‘政治 自决”、‘白山分离权”.‘’独立权”、 “反 竿命的企

图”等小同的解释和表述，但贯穿这些解释和表述的原则是同

  的，那就足 “尤产阶级革命利益’。从这个意义1讲，民族自

决权实际 L也就成 了实现 “无产阶级苹命利益” 的手段。什么

时候讲.什么时候不讲.在哪儿讲.哪 儿不讲 . 切取决 J几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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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的需求，而且是针对具有民族压迫的特定条件而言的

    1920年以后，苏联国内摧本I再没有发生关Pfti族自决权

的争论。“自由分离权 作为列宁的hi后定义，在前苏联 直得

到了承认 1922年、1936年和1977年的前苏联宪法都明确地确

认]’务加盟共和国 “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但另一方面，任

何分离在前苏联都义被看作是 “反革命的企图‘’，这义是斯大林

的权威结论。因此所谓民族 11决权在前苏联基本 上也就是 一种国

家框架之内的有限权利 当然在国际斗争中，民族自决权则是前

苏联常常左了.翻用的 一张王牌，“几战”中前苏联就是以民族自

决为理由合月了芬兰、拉托维亚以及爱沙尼亚等波罗地海 一

国的

    3发源于欧洲的 ‘4民族自决”原则在自木世纪初以来的几

曰卜吧,在亚、I卜、拉地区得到 了广泛传播和实践。但是 与卜述

悄形小同，它在这里 t要表现为 一种反殖民的政治现念，成 了殡

民地、t执民地地区反对欧、美俏民帝国的m民统治和梢民If,迫

(包括政治 I的 、经济 上的 、文化上的)，争取国家独 立、自主

的政治11号 无论k?孙中山.基马尔、廿地、苏加诺，还是纳签

尔、瓦加斯、庇隆，他们都将反帝独立当作了其民族主义政治纲

领的核心和灵魂〔、·_战”前后业、非、拉地区建立的新兴国家

基本!都是在民族自决的11号卜独立起来的。关于这 一!1,在历

史研究中笨本土已成了公论 ，因此这里不再赘 高

    4 除 1述因时因地 的发展和实践之外 ，民族 自决权原则还

经jJ’ 个国际法化的过程 伴随V “二战”前后民族运动的

高涨和殃民休系的瓦解，在联合国成立过程中，民族自决权作为

  项币要原则被写进了 《联合国宪Ak 宪章第 一条第 款宣

介i “发展国家问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 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

关系，'I采取其他适 当办法，以增强普遍和平 ”宪章第 匕十六

条规定 。托管制度之钱本日的之 落 千丈是: ‘增进托管领土研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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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之政治、经济.社会及教育之进展;汁以适合各领地及其人K

之特殊情形及关系人民自由表水之愿望为原则，且按照务托骨协

定之条款 ，逐渐增进其趋向 白治或独 立之发展 ”这 很关于民族

自决的表述q然比较含糊，但是毕竟被写进了这样重大的1际文

件，这就惫味着它成 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之 。之后，联合IA又

通过r一系列宣高和决议，使得民族自决原则得到r进一步的明

确和发展，1952年第 七届联大通过了(关丁人民与民族的自决

权》的决议。该决议明确指ill:人民 与民族应 先享有 自决权 ，

然后才能保证充分享有一切基本人权，决议还强调应使这一原则

在非 自治领土和托管领 }上得到实现。在此 纂础土 ，1960年第

}瓦属联大又通过了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宣 言

声明:“使人民受外冈的征服、统治和剥削这 情况，否定r基

本人权，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月妨码了增进世界的和平与含

作 ’因此，“所有人民都有R决权。依据这个权利，他们自由

地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自由地发展他们的经济.社会和丈

化 气言还强调指出，有关114家不得 以政治、经济 、社会或教

育方而的 “准备不足”作为借曰而拖延自决原则在术独立地的

实施;严禁各种对附属地人民的武装行动或镇胀措施1、关干民族

自决原则的另一个重要文件是 197。年的 《国际法原则宣言》

此宣言在解释民族自决原则时又着重指出:(一个民族自由决定

建J独 、》自 畏的因家，或 与某 一国家 自由地结合或合并，或采取

任何政治地位均属该民族行施自决权的方式〔但是这种规定不1f}

解释为他114可以局部或全部破坏另-囚政治独立和领 }完橄

(征 117家都有义务避免刘被怅迫民族采取剥夺其 自决 .自由及

独 在权利的任何强制行动 这咤民族在采取行动反对]抵抗这种

强制行动以行施其自决权时，有权依照宪章宗旨及原则请求厂接

受援助 1974年联大义通过r《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规定

  各民族 平等和自决” 是指肾 1*1家间经济关系的华本原则之 一，

  ·174 ‘

跨
国
民
族
理
论
问
题
综
论



6hayim Moen . hualamal R- 旅出r净铂〕们湘爪扭创

Foueuiaia4. of Inmmeowl Ethnm Gm,p 卜5

策
七
取
 
 均
目
民
族
间
翻
的
两
大
理
论
依
据
评
析

造建 众闪际经济秩序的基础

    综合分析联合I关 f FC* I决原则的这此宣 言和决议，nT以

石出，在这里:民族 自决原则的运J月是以增强普遍和平.保护基

本人权为日的，邢U百不指仁权IA家领 仁可以破坏弓它基本!是一

种Nl际关系准则，属国际法范畴 ，它 主要 是针对 “二战 ‘后存

/I的硝民地.即 ‘1F自治领上和托管地”而言的.其适用对象

具有 定意义1的国际法主休资格。即至少具有准同家的政治形

态 (它是作为区域群体整体权利而存在的 即所谓 ‘·人民和民

族的自决权”而不是 义化人类学愈 义上的某 一族体 羊位对主权

囚家的自决权)

    综1所述，川以发现，所谓 “民族自决权’足 一个远比它

字而意思复杂补多的政治概念。「妇r不同的对象在不同的历史时

期.出少不同的政治需求对它进行 了不同的解释和实践，因此其

内容.作用 适用范围和性质% Y现出了极人的伸缩性和两面

性  因此不能绝对地 .泛泛地 说 “民族 自决权”原则软是一 个

民I的原则、平等的原则、进步的原则，是应该无条件认可的公

理，这是 一个方面 ，从另  一个方面讲，民族 自决原则基本 I. 以

  个特定的历史时代 一一以资产阶级兴起及资本主义大同在世界

范困内的殖民活动为标志一一为背景的。尽管在实践过程中常常

破人国有ffl谋地曲解和利川，但是总体说来它更多地意味着刘阶

级压迫统治和殆民眼迫的反抗以及在此基础 1的民族国家的建 17

和民 i化 而刁;是笼统地指任何族体都有自决其地位的权利

    从这个意 义上出发 ，再Ll失市视发生在当前的那此以 民

放自决权  为旗帜，要求[]治、独命或统 一的民族运动，我们

就ICI以讲 尽管其中一邺问题与以前的硝民活动有重大关系，或

者说就是WI民时代的遗留问题，比如北爱尔兰rnj题.库尔德人问

蚀等，从 定角度宋看 ，也是可以理解的.111得同情的，但足无

论如何，经过近JL 年来的发Ilt Pr界卜流形势毕竟发It f,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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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一殖民活动荃本已经退出r历史舞台，独立的主权国家已

经成为世界格局中的绝对主体。在这种背景之下， “民族 自决”

原则本身从理论1讲显然已经失去了适JH的基础和时代条州，在

很大程度上已经变得无从谈起。因此现在将其作为民族 自治 、独

立或合并统 一的理由无疑是空泛而苍自的，是对])史上的民族 自

决原则的一种不恰当的运用，这种民放运动自然也就不可能得到

IA际社会的广泛支持 ，特别是不可能要求统 的土权国家认可其

囚内族体可以据 ‘民族自决 而分离出去

      当然，从理论渊源分析在今犬民族自洽 、独立和统 一合并运

动中所高扬的 “民族自决权，，「丁号.它还只是 ‘·节泛而苍自 ，

只是根据不足。而从实PIT,出发，如果再结合现实权衡考i*, JJi  ,

这种理论原则对现今世界的秩序来说就是极其消极 、甚 至是危险

的了，尽管对于某此坚持这种要求的其体民族来说可能真的存在

很现实的、令人同情的理由— 比如受到 r不公止的待遇 ，甚 至

生存受到了威胁，就像土耳共的库尔德人那样。〕丑理很简单，现

今世界大约有近2001多个民族 (保守地说)，分布在 190多个

主权国家和地IX- 民放杂居、跨囚而居现象几乎无处不有，所谓

的单质民族国家也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系指 个国家内王体民

族人曰的占到总人口的90%以I.像朝鲜、日本、爱尔件这样

的国家①，而即使其国内民族结构单一，也不意味着它在境外没

有同族人分布。而要求自治、独立或统一合3!的义绝炸寥寥.据

1986年的 一份关I世界166个国家的民族情况的资料11 T< ;个

世界1/3以 I'.的国家存 连重大的宗教分歧 ，有 5000多个少数民

族或种族希望穴布 自己为全国性的民族 ，有 260亲个 J卜七休民族

希钥建立自己的国家 201 If纪 80年代仪m 飞        Nt w IVA,有 50 5个

跨
国
民
族
理
论
问
题
综
论

?M.tì3
V 据 1粗思先生统计.现在世界最同质的国家是  断萄牙、爱尔、’.卢森华

  丹麦.奥地利.瑞士、波铸 娜威 希腑、阿根廷 鸟拉圭 智利多来展加
  I I本和朝鲜 见 (民族与民族主义).‘欧洲少杂毯、16负.1钓〕伟〕

】76·



仁h，p比r A-1- -l R- ,,. d  he T.. n - ,6, .1

F「川nr卜加 .只汀 T- 时.朴 }

自治集闭从事分离主义运动。90年代，以 “民族自

lEthnic Gmuw' Issue

决”为门号

的民族运动显然 更加剧烈和普谊 仅以前苏联地区为例 夏ng5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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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发生裂变，一分为十五 。紧接着在新建立的国家 里又发生 r新

  轮的分裂运动。现在俄罗斯联邦 16个民族 白治共和国、5个

白治州和10个自治区都不同程度地要求 “自决，，和 “独立 、

车臣不过是其 中较为凸显的 个。而格鲁吉亚则面临着阿 布哈

兹、阿扎尔、南奥寨梯 “自决”的挑战。亚美尼亚面临纳一卡

州独立的困扰 试想想，在这种 清景之下，如果 目前所谓的

“民族 自决”原则可以不顾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而得到确认，民

族自治.独立和统一合并运动可以得到支持，每一个族体都有权

  自决  自己的政治地位，都n丁以自由地建立自己的外交部和国

防部，那么现在的世界将会变成怎样的一种状态，其混乱程度恐

怕我们想都想不来。而且如果真要到了那种地步，恐怕现在所追

求的自决也就没有 r任何意义

    民族的普遍杂居和跨国而居，不管曾经是出于什么样的原

因，是否合适，反正已经是长期以来存在的事实 现在回头算历

史的老账，显然是不容易算清楚的。完全打乱现状以体现个体

的、局部的意志，绝对也是不切实际的。那么如何来解决现在在

世界范围内11_在风起Zr涌的民族分离浪潮呢，当然，具体问题需

要具休的分析考虑。不能 概而论。但是，我们认为，无论具体

的力法怎样的不同，它们起码要遵循一个基本、大致的原则。从

Lit界稳定 、和平和发展的角度讲，在维护和尊重世界现实秩序或

者说现有主权m家体系的前提下化解矛盾，解决问题，恐怕才是

  个较为现实的思路。而脱离这一原则，非但问题解决不了，而

1L很 nT能会使铭个世界和平受到威胁，人民通受伤害。而在此原

则下，矛盾的最终解决恐怕要取决干有关国家经济、文化的v体

繁荣和平衡发展，政治权利分配的公平化 ，社会制度的民主化 ，

理性土义教育的普及化以及整个国际社会公平协作精神的进 步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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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roreueul Issue,翼嚣 Ethnic Groups}f}l 1}5ìrYithh-    Eh化，。及国际。会共同的和平、
一    监普
一        漪代 ，经 a发展 与 民族 问题 的 关 系是 个 争论 十 分激 烈 的 问

题。列宁认为发展中的资本主义有这样 种趋势:民族之间各种

交往 日益频寮和深人，民族的 、地方的壁垒遭到破坏 .统 的政

      治 、

v“各，
is
理    莱克
论

问 力

蓦程，
论   fl

经挤、文化牛 活的 日趋形 成 据 此，马克 思主 义者提 出

吧族通过高度统 一而达到融合”的观点。当代美国政 治学家

·w 多伊奇 、塞缪尔 ·1，亨廷顿和比较历史学家 C E 布

等也把经济现代化看作是民族v合、民族同化的强大驭动

他们的现代化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是:现代化的各种发展过

如 「业化、都市化、运输和通讯的增强，以及大众教育的普

等，导致民族整合和民族同化。多伊奇认为 大规模运输网

和通讯wi的发展是带有决定性意义的，“当不同群体通过更发达

的通讯联络和更活跃的经济活动联结在 一起的时候 ，这些 民族就

会”始想到他们自已就是一个国族”①他以此为据，断言西欧.

北美各国的少数 民族问题是 “无足轻重”的，就是把 各国的少

数民族集团加在一起也根本不会出现科么危险;相反，对1一像作

洲那样 此第 世界国家来说，由于现代化的过程刚刚开始，所

以 ‘人们带着他们 占老的语 言，带着他们原有世界观和他们 大

部分未n改变的古老的部族忠诚，突然卷人政治的可能性是非常

大的:这就更加难于使他们把自己作为一个新兴N族的成员去考

虑他们自身了”⑦因此这此国家里总是不断地爆发民族冲突

还有人认为，民族问题是个在时间空间、内涵与外延上都大于 「

业化和现代化的概念。那种认 为只要经济发展了，民族分离自然

而然解决的认识是经不起推敲的— 它在实践 卜是对 t‘民族铭

t政府的神经》，纽约.125页，!%3
  ‘政治共同体和北大西洋地区》.纽约.28, 20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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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的力量的估计不足”，在理论上则是接受了不地道的马克思主

义经济决定论 ，井 “无根据地扩大 。民族地区经济不发展有不

发展的rn]题 ，发展则有发展的问题，贫穷 可以成为分离的理由

富裕也可 以成 为独立 的借 「」，西班 牙闹分 离的 巴斯 克人地 区

(最后包括比斯开、吉普斯夸 、阿拉 瓦和纳瓦拉 四省)恰恰是该

同的经济发达地区:集中 厂西班牙大部分的 1收财富，是较早实

际1业化的地区，并可以左右西班牙的经济形势 (该地区和泰

隆尼亚地区提供的税收占到全国总税收的 半以上)、人们生活

水平较其他地试要高  同样，加拿人的魁北克地区民族主义的崛

起’J.业化、都市化基本也是同步的;在前南斯拉夫，正是经济

最发达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首先提出独立的;首先向前苏联

中央发难的波罗的海二国也是苏联经济发展较决的地只 纵观

月Z族 自决”问题的历史发展，它被小1司政治势力，出自不同{」

的 翻乎 为云，掇 手为fPo地利川 ，这种政治因素倒是更为本质的

旅因 对J「述观点，我们应该这么理解:I民族问题中的经

济囚素是绝对不可否认的，而其中涉及的政治复杂性也是不能忽

视的 这在前述跨C+]民族11]题有关各章中L有淋漓尽致 的表现

2. ?国家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导致整合 与同化和经济发展导

致民族磨擦这 对矛盾是始终存在的，前者意味着 种大的历史

趋势。而后者则是具体阶段J_的具体问题— 在 定时期内经济

的现代化造成民族事实 !不平等的扩大也是不可绝对避免的 相

对来LAI，比较现实、合理的选择恐怕只能是在重视经挤发展的同时

注意各种国际 .囚内关系的平衡，尽管这种发展模式也不是‘万 无

  失’，因此需要全面研究全球化时代不同阶段的稳定机制

第二节    民族国家:内涵与发展

与 “民族自决”原则紧密相联系的另一个理论范畴就是

                                                                  ·1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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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今天以 “民族自决”为理由，以自治、独立和统

一合并为特征的民族运动，其口标大体说来就是要建立 ’民族

国家，。‘民族国家”在近代曾被某些思想家、政治家，包括列

宁。认为是政治实体的最高形式，“最合适现代条件”的国家形

态，是 ’·资本1_义时代典型的正常的国家形式，’， 建立最能满

足资本主义这些要求 (指自由的商品生产和畅通的贸易流通)

的民族国家，是 一切民族运动的共同趋向”0一而到现在它依然

被看作是N际关系.扣最重要的主体，是 “国际交往的中轴和基

石，， (当然也有一些 研究者对此提法持否定态度、 下文将 提

到)②现在你随便打开一本政治著作，随便听听哪 一大的时事

新闻，“民族国家”、“民族利益”、“国家主权，，之类的概念词

语好像就聚在研究者的笔端、挂在政治家的嘴边，随时都在洒

落，尽管不都是出于肯定的立场。“民族国家”真算得L一个水

远的命a  那么这 ‘民族 国家” 到底是什 么含意 ，该如何理

解呢?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讲，中外关于 “民族国家”范畴的阐述

从本 匕可归纳 为两类

      一类更多地倾向F从民族结构的角度来界定和运用概念，即

认为民族N家就是由单一民族组成的国家。它是近代西欧民族理

论一一国家、民族一体论的核心概念。除了19世纪的两方资产

阶级思想家，像斯大林这样的马克思毛义思想家，以及当代国内

外不少政治学家、法学家和民族学家，都持这种立场。黑格尔就

认为民族国家是民族精神的政治外壳，是民族惫志和命运的物质

体现 ③斯大林在谈到东、西欧的区别时说:“西欧各民族形成

的过程同时就是它们变为独立的民族国家的过程，英吉利、法沃

跨
国
民
族
理
论
问
颐
综
论

① 前引 《列宁论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胭》，162 -163页

② 前引 《当代国际政治析论)，36A

③ 参见乔治 ” 萨拜因:《政治学说史》，纽约，〕倪页，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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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等民族同时就是英吉利等国家 与此 同时

多民族的 国家 即由几个民族组成的国家 ①中国学

妇
七
，

足

级

基

其卞编的 《民族词典》

单 民族组成的国家”

库认为民族国家就是

巾就将 “民族 国家

、② 英 国学者雅 克雷 伊奇 和

以 个 民族为基础 建立 起 的囚家 就是

个 文化 1同质的民族的范围内建立的由本民族的统治阶级

冶理的N家”，就是 ‘一 个N家的全部人n形成一个民放”③
目
国
民
旅
问
月
的
两
大
理
论
依
姗
评
析

1这种理论认识进行现实判断，他们中的一此人就认为，民族国

家 其实是很少的”，a)甚罕只是 “ 场虚构”或从来没有实现

的 “理想”;呀西欧式的 “民族国家”实在是很少的特例或于脆

是 一种Flt构，多民族国家才是真正的通例 ⑥

    另 一类观点则更多地侧重于从国家的统一和国民文化的同质

性的结介1去界定民族国家，即认为:民族闰家是建立起统一的

「卜臾集权制政府，具有统 的民族阶级利益以及同质的国民 文

化，由本国的统治阶级治理并在法律 L代衷全体民族的主权国

家、个体国民对主权国家在文化上、政治」的普遍认同才是民族

IN家的本质。美国历史学家C. t:布莱克就认为，现代民族因家

高度依赖 F亡的公民的各种形式的认同和合作，而共同的历史经

验和共同的语言这些民族要素则是民族同家获得支持的基础，民

族卞义已被证明是巩固公民对国家的忠诚的 ‘·最有效的工具”⑦

沁  斯大林:《马克思上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选集》，I卷，69页

2  陈永龄主编:《民族词典》 351页，卜海.1海辞13出版社，1987
矛  雅 九雷伊奇.维 利N斯库 〔欧洲的民族和政治冈家  ).25血 伦教

q  T.天玺 丈民族法概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29血
澎  利 蒂维 〔民族闰家— 现代政治的形式》.13页，M约，198上

6)  播志平:《论民族分立主义》，级《中9研究》，1997 (4)
觅 f_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 个比较史的研究) 日一15页.杭州

浙江人m出版社.1洲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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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际关系学者库隆比斯和沃尔夫也这样讲:“民族与国家少【不

    总是拥有共同的文化与领土胭界。因此社会科学家们总是用民族

    国家 一词去表明在一个集权的中央政府对人民实行 了长期的政治

    统治之后 .文化与政治二者之间可能的逐渐融合 ”他们认为民

    族国家是以 “强烈的民族情绪为基础的”.这种情绪能够 ‘4使公

民与政治领袖共命运，、“使个人与闲家合一为 ”.而激发民族

情绪的动力则是民族国家所具有的 “七权人民化的倾向”。从这

个角度出发 ，这此学者得出的结 论是，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土权

闪家都属Y民族国家

    对 !_述两类观点我们在这里不想予 以过 多的评析 ，大体说

宋， 个侧币 卜历史的 .民族的角度 ，而另 个则着眼 J现实

的、国家的思 考，都有 定的深刻和精彩之处 但是从另 个角

度讲，我们以为它们也都存在 些缺陷，即在分析问题时缺乏

种发展的、层次的视角 因此对概念的认识和表述总体 1有些简

单化 ，绝对化.使 人对问题还是礁有 个清晰的理解 和明确的

把握

    事实上 ‘民族国家”与 “民族 自决” 样，也是 个包含

着探厚的功史内涌的范畴.结合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脉络 、世界

历史发展过程和现实政治背景考虑，笔者以为，理解 “民族国

家 概念，至少要认识到以下这么JL点
                                                                                》

    1.“民族国家”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这里的 “民族”

也特有所指— 它就是指 “国家民族”(NaHo司

    J如前文所讲，民族本身是个复杂系统的存在，不同的发育

阶段它会有不同的形态，站在小同的角度有不同的民族概念 Ifii

如此复杂的系统的存在却在文字表述上被简单而笼统地冠以

“民族” 一词，卜是当讨论民族问题时，社往就会出现指T对象

1的混乱，造成对某些概念误解或曲解--一 些人正是抓件 了这

  点.有意地对概念进行肆意解释 就 “民族国家”而言，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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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人〔原生的 “民族国家”是 自中1比纪中晚期 (大致从 ” 世纪

后半期算起)以来四五百年间欧洲 (主要指西欧)特定社会历

史条件的产物，因此L有着特定的含义

    一般A为，中Iltfy,早期欧洲社会的基本面貌为:格外顽强的

封建,If据;强大独'L的教会势力;处干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宗教

文化 、这种状态造成的影响是 :国家缺少权威性 ，居民也没有民

族性。然而到中世纪中后期，随着种种新的社会因素的滋生和发

展.士t最具普遏意义的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日益壮大的市民阶

层，西欧开始呈现出厂新的政治潮流:

    这股潮流在第 阶段 (从 13世纪后半叶到16世纪末)的

特征足:反抗外来林迫势力— 以西班牙的复 上运动和尼德兰革

命最为典 消除封建诸侯割据— 以英、法的统 过程为特

证斗实行宗教改革纳教于国— 以1534 年英王室指定国王为英

国教会的最高首脑，1516年法F从罗马教廷收回对法国大主教、

卞教等宗教领导人的仃命权为标志。这场变革的结果是使西欧出

现了第一批初具近代色彩的主权国家，如西班牙、英吉利、法兰

西等、同时 .在这些同家的形成过程中，原本在政洽 k以各 自的

封建领主为中心，在意识形态 1“只知有教，不知有国”的居

民小群体逐渐实现了以国家为标识的聚合 (I)中世纪旱期初步具

有的语言、地域因素作为民族因素而逐渐明确。从12世纪开始，

法闰月始加强了王权 到13世纪，北法兰西的卞要地区已统

  在以巴黎为中心的 上权之 「，北部奥依语的诸种方台也以巴黎

方 言为基础趋干一致。到 巧 世纪末，法国已基本完成统一 ，在

全国政治统一的条件 r.北法赞西语得以在南方传播 、成为统一

陈东民 (“欧洲观念 的历史新学》，32页，化束 东方出版社，1988

                                                                ，1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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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11西文学语言的基础。1539年法工法竺西斯 一世颁布法令，

规定今后发布 切法令和公告必须用法语，不得使用拉」文利方

高。英国上室和贵族在 百年战争之前 同时又是法国的 诸候 。当

时 “英国的上流社会人士教讲法语，并以和法 国联姻 为荣，他

们并没有明确是英国人还是法国人的意识 但是，到1337年百

年战争爆发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战争过程中英格 件人的民族b

识迅速增长，法语逐渐被看作是敌人的语言，于是英语开始在英

冈各阶层得到普及 。1399年英王亨利四世登基时就川英语发表

即位演说 ，到 15世纪中叶百年战争结束 。英国也基本独 立为国

的时候 ，在宫廷和 卜流社会中英语 已成为社交 正式用语。17世

纪经过英语净化 运动，标准英语 最后成 了英 国统 一的民族语

言 J，而这种以全体国民为基础的民族因素的形成也意味着国家

具有了民族的外观

    在第二个阶段 (从17世纪初到19世纪70年代)，西欧的政

治潮流进而演化为:羽冀逐渐丰满的资产阶级对封建土权的革

命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拥开了这场斗争的第 一幕;法国大革命使

其达到厂高潮;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则标志着这个阶段的结束

这场革命最深刻的影响是:一方面。资产阶级成为 f同家的统治

阶级，国家主权从君主手里或全部或部分地转移到了在形式 1代

表全民族而在实质上由统治阶级把握的国民议会千中。英 、意 、

德的君主立宪制和法国的共和制 。取代了原来的君主专制而成为

民族国家的正常的国家政权形式。另一方 面，以 “犬赋人权 、

“利会契约”、“主权在民”等理念为灵魂的启蒙思想深人人心，

与爱国主义有机结合的民主 、民族主义成了普遍的社会思潮。同

时，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法律也为这种思潮的进

  步传播和落实，或者说主流意识形态化创造 I广泛的社 会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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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坎农:(英诱史》，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S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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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即创造了至少在法律上享有 “自由”和

7是民众对国家的认同得到了空前的强化，

厂空前的 屯合。在法国大革命和许法战争中

汀Twmnenan.l Eth吵 Gmu兰Imue.

  平等”权的国民

民族性和国民性得到 一
，法国人表现川的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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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巨大的爱国热情就是很好的例证

    1H'界1的第 一批民族国家就产生于这样一个历史时代，产生

1这样 个历史过程 I而从挂产生的背景和过程来看，我们不难

发现，民族国家，从本质L讲，它也是对封建割据、外来权威以

及1权专制的一种反对，它最为核心的内容就是 ‘统 ，—

囚家政权统川 政权之 卜的国民 (或者说民族)的统一;国家

利益和民族利益的统 一 ‘4民族国家构建的底蕴就是公共权威和

公民的忠诚感实现同步发展 嗽 它的4术特征是国家的发育和

以个休国民为基础 的民族因素的形成谁本处 于同 一过释-基十

此，于创门完个可以讲, ,.民族国家”概念，作为对当时特定政治

现实的反映.它原本指的就是那种建 立在新兴的、统一的 .以N

家为标 识和认同核心的民族 (即国族 )推础 I的 v权网家，它

造相对 十前资水主义社会的那种教权N家 诸侯国家和封建专制

F01而.芍的、

    事实 C, ̀1时很多思想家 、政治家也11是从这个意义上使用

这 概念的 他们的一些论述和判断就反映了他们对 “民族国

家 的这此术质内涵的认识 恩格斯曾指出:“日益明显 、日益

自觉地建 立民族国家的趋向是中1计纪 1ft界的最重要式样之一”、3i

黑格尔认为:‘·每个国家以别的网家来说都是独立自主的，独立

自卞是 一个民族最越本的自由和最高的荣誉 ”③德国民族主义

tr.动的杰出代表约翰 ·戈特利布 ·费希特在其薯名 的ra讲 K致

    、u 截维 戈佬 《民族国家的构建)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h科全朽》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z (Ii克思思格所全奥》 21卷，452 D!,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飞  黑格尔:‘针学原理， 犯，页 北京 商务印朽馆 1喝1

489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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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德意.占人民》中也曾宣称二除非除掉各个封建主，否则德意志

一 ，然近代以来，西欧以外的民族 主义运动确实与西欧有不尽

    栩同的地方 一 反压迫 、反殖民.反掠夺等色彩要重 一些 ，甚Y

    还仅含了尤产阶级 革命的内容 如奥地利 .匈牙利 .波 uW东欧

闪家的独立显然 与奥匈帝国 .俄罗斯帝国的解体有 直接关系;美

N及拉关大多数国家的形成在很大程废是反原宗生国的结果;埃

及 注耳其 .印尼等亚作新兴冈家的建立则是资本主义硝民统治

瓦解的结果;现1,中业LLN的形成与 I月IT命和前苏联政权的确

在大有关系_然而，所有这一切仅仅意味着民族国家产H的力式

和途径的不同 ，而民族国家理念 的灵魂— ‘’全 国所有族体在

国家范I#1内的统 一”月一没有改变。印尼的苏加诺在解释他提出

的 ‘建国五项原则” 中的 “民族 主义”时说，民族主义不只足

要求摆脱外冈统治，1而且要创造 一个 自觉的民族 他认为印度尼

西亚民族必须超越 各个族休而包括所有 的印记 人篇  民族 主义

"I'!完整的含义 就是使印厄的各个组成部分 “共同成为 一个民

族国家 从马尔在十耳几推行改 V时 .作为其六大指导思想原

则之 的民族主义的核心内弃也)I,要求土耳其人在现行继域内形

成 个现代民族，所谓 “I4其为f耳其人，土a其人为 I耳

Jt0，在拉关。玻利瓦尔在领导民族独Ur.运动的过程.1.，积极们

学 “建立美洲国家联邦”的 日的仍在于形成 一个 “关洲民族”

在巾国，孙中山先生在辛亥节命后特别强调 “互族共和’‘，也即

把我们中国所有民族融成 个 “中华民族 后来，毛泽东 方

面称 “中111是 个由多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曰的国家”，

另  一方而又说 ‘4中N 是一个伟 大的民族国家 ‘.② %4R.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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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C 转引自卜0榕

报》.1997 (劝

    ② 《毛泽东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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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近代民族主义的儿种类型》 叔 《中央民族大华学

第2券 622 -623 n.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泽东的第二个论断也是从 “中华民族，，的角度出发的

    明确 了民族国家的历史含义和本质内涵后，我们就可

这样一个问题 ，即 “民族国家” 和 “多民族围家” 月不

相对立的概念。因为这 里的两个 ‘’民族” 并非 同一范畴

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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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m族 (n沮川1胜);而后者指的是构成闻族的次一级亚族体

),)hick group) 从这个意XI讲，今天肚界范围内那种将建立

“民族国家 的理沦运用于追求建立次一级亚族体国家，战至单

  一族群囚家，显然是背离民族国家木质内涵的一种狭隘的、极端

民族 1二义的误释，是对现有 民族国家的一种肢解

    2.民族国家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条件 。要经历一个过程

    民族囚家的形成从根本L讲就是国民性和民族什的统一，即

  囚放”的形成  而无论从理沦卜讲，还是从历史卜看，‘国族”

都le诸多囚絮共同作J9的结果

      首要的因素足国家的独 I7和统 这 方面意味着 一个明晰

的生存范闹，利益范围和统一的归属对象的确仅;少1一方而，也

只有独裔和统 一的国家才能抵御外来势力的侵略和奴役，才有可

能为国内各领域的最大限度的联合提供减本保证 对民族国家来

int.囚家的独在和统 一足找发裔和生存的最为基本的环境 黑格

尔和华嫉顿fl这方而的见解很值柑思考。黑格尔曾讲:‘4民族小

适为厂产It, 家而存孔的，民族是由国家创造 的。华盛顿在

Jt告别演讲.卜说:‘4政府的统 使你们 (指美国公民)组成了-

个民族，美国人这个名字就属于你们，你们都是国民 ”〔 (j 51

战争前后习法、英两国属民在语言和自找意识方面的变化也是典

卿例ul。书实 1- 没有国家的统一和独立这个起码的前提.谈论

勺14家’邢没有意义，更不要说足 “国族” 厂

    邹 几是中央集权制的建立_巾央集权制是锻按民族统一的 「

(华盛顿逸史》，313 -314负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0X3

】R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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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工其。因为，其一，中央集权制的确立与加强的过程，就是保

守的地力势力和利益的消亡过程，是政治忠诚由纷繁歧异走向集

中单 的过程。在没有确立中央权威之前，人们或忠诚 」家族、

氏族、部落之类的血缘或准血缘集团;或忠诚f村社，城镇、领

主 、行会甚至宗教团体。而中央集权制的建立则会大大有利 干

切古老的、中世纪的、等级的、狭隘地方性的、小民族的.宗教

信仰的隔阂的消除。从而使中央成为惟 的权利源泉，成为国民

政治忠诚的惟 一对象。大多研究者认为，历史「的大口尔曼民族

a终分裂并分别发育成德意志人、奥地利人、瑞1人和荷价人等

与神圣罗马帝国长期处 J:虚君状态有着很大的关系，而从另一个

角度讲 ，近现代以来的德意志民族恰恰是神圣罗马帝国瓦解后普

鲁士工国兼并周围小邦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后发育而成的。其

二 ，中央集权制是共同的国民文化和 国领 仁与精神疆域形成的

动力晾泉之 一 只有统 一而集权的国家才有条件和能力通过全国

统 一的政府机构、教育体系、传播体系和法律体系实现语言的统

  ，即确定井推广一种或儿种在全国范围内普遍使用的语 言—

网语或官方语言或通用语言备实现政治文化特别是占统治地位的

意识形态的统 一，即对国民进行有关公民的权利和 义务.忠于国

家和民族 、遵守法律 、国家统一而不可分割、闰家主权神圣不可

授犯等政洽意识的灌输 这此文化意识经过长期的沉淀之后 ，便

构成了国民文化的纂础和核心。国民文化的健康发展会有效地抑

制和克服地域或小群体文化的歧 异性可能产生的对政治认同的离

散性，进而使国内民众向 一个宏观的民族单位发展。止是基F

此，，1”央集权制的确立被认为是西欧民族主权国家建立的一个基

本前提条件

    第 扭是国家政权的民主化 民主当然是相对于专制而 言的_

具体而 言，政权的民主化至少意味着:由全国选举的国民代表机

构或独享或与经由同样的途径产生的国家首脑分享国家主权，成

    】R只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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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家 权力的木源 公民在国家公共事务中的作用不断扩大

这个意 义上讲 民主化 的政权会使公 民个 人利益和 国家利 益更

致.囚家利益更具有民族利益的外观 进而强化国民对国家的认

同和忠 诚 促进令休国民在国家范围内的触合和团结。众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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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近代西欧启象思想家对欧洲国家和民族的发育具有重大意

义，而启荣思想的精神灵魂就是 ‘’民主”。最有代表性的思想家

卢梭就把 “人民主权”、爱国主义、公民责任感等结合在I一

起，万将其看作是民族团结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条件。西欧、北欧

国家和撤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所形成的明显对比，正反映I民主政

休与冈内民族 休化程度及国家长治久安间的正比关系

    第四是统一的民族市场 (或国内市场) 和社会经济结构的

建心。无沦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理论I讲。统一的民族节场这个

巨大的商品服务的交换网， 方面在各国内部会形成复杂的劳动

分 1和经济分 卜 把溜i1的地区带进直接的功能关系之中。进而

从根本互_有利I国家的统 一和地区间的联合;另一方面，国家居

民Y会更加利己化、独立化、公民化，经济活动方式、价值取向

方面更加理性化和趋同化。这样 ，由干人人都置身 i这样 个受

国家政权直接或间接影响的交换网中，因此，个人与国家、地方

与中央的关系就再也不是单纯的政治关系。公民与国家共命运的

认同意识也会空前加3-k 据研究，近代德意志地域上日尔曼人最

终分化、意大利长期不能实现统一的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一此

经济发达的城市中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ill场走向仅仅是外向的，

结果造成内地缺乏互依的经济联系和社会经济结构，国内统一市

场和包含在其中的共同经济利益难以形成，对民族和民族国的形

成起了阻碍和分化作用

    总之。由于民族国家的形成是有条件的，而目这些条件的具

备又不是一个可以完全由主观把握和筹划的问题，更不可能是整

齐划 一的，所以，民族国家的形成显然还需v一个过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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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察当今 一些国内族体一休化程度较高 (即 “国族”的发

育比较成熟)的民族国家的历史，不难发现，他们之所以能发

展到今天这个水平，也经历了一个渐进而复杂的过程。单说年轩

的美利坚民族的发育:从 1775年独立战争获得独立;到1787年

宪法时中央集权的民土政体的规定、南北战争对统 一问题的根本

解决和对资本主义改6的促进;到西进运动对美N民族文化和国

内市场发育的推动;再到两次世界大战对美国人自豪感的极大刺

激、民权运动对有色人种社会地位的提高和美国社会的民主化进

程和种族Jill融合的促进 ，也即较年轩的美利坚 8族实在也tt r<lpl

锤炼的结果，更何况 i老的法长西和英吉利了

    基于以上认识，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肴待当今世界的近

石个国家呢?或者说找们能否认为 I今 世界 上的 “绝 大多数”

主权N家都属于民族国家呢了

      如梁把民族国家比作 座殿堂，.1然有 一此国家早已迈人 了

门儒.特别是 k多数的西 、巾，化欧国家，因为他们本 身就是这

座殿堂的发明者和建造者。似是，当找们把「1光转向另 部分国

家时.我们以为就不褂不抱以体慎的态度

    在拉]美洲，虽经近四n年的磨合，特别是不同种、不N放

休问的厂泛通婚和独立运动的刺激.到19世纪末20叶纪初.在

人多数国家ER就已经形成 r以泥血种人为人曰1体、以原宗P-闰

语丫为通川语言、以闹名为族名的新兴民族，如钊利人、巴西

人.委内瑞拉人等等 而巨，在拉关，“国民 体化 理论得到

a遍认间 N家基木 1不进 行 “民族”识别和划分 ，N家政策

的基本出发Ci是公民权利;同时，那T的矛后和冲突基本也不以

语言  文化 宗教.肤色等民族或种族因素为由。而往往是由经

济结构或政治权利问题引起 即表面1二看，其民族性和国民什的

统 一程度、发育程度都月不低。但是，与北美和西欧相比，那吧

的民王共和政体显然要脆弱 一些」虽然几乎所有的国家在独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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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制定了类似两方民主的宪法 ，但这些宪法实际 卜在很长 一段时

ill内基本 L成为摆设。而庄园主、教会和军队在政洽舞台」则扮

演着举足轩重的角色，使政变、军事独裁曾成为拉美政坛的特征

之 一〔据统计，从1930年到1977年，拉美军队急计成功地发动

T近70次政变 It 20世纪70年代的统计资料显r:在当时的20

个I-要国家中，军事独裁政府就占了14个 ②事实上，在很多

拉美国家，反政府或 “闹革命”的武装游击斗争至今还没有完

个消失渗 而ti，时至今日，联合闪仍在为海地人民选取总统不

能就fT IN失疼 另外，不可忽视的足拉美地 区在 内忧  不绝

的同时.‘外患 也曾相当严重 美国政府和一些美闰公司如联

合水果公司 .美孚右油公 司等对拉美国家的」涉 一度也可称得 1二

赔 ‘肆尤忌惮” 仅 1948年一1958年阿，关国就在拉美策动r

16起政变和颠榷事件 ‘而到 80年代还热度不减的中美洲冲突的

白接导演就是美Nd中央情报局。所有这 切显然都不利于公共惫

识和囚家内聚力的进 步发展。从这 意义 I讲，如果说大多数

拉美国家界民族 Nil家的话，那么，他们也还只是刚刚迈进这个门

槛，还有待I-进 步的现代化改造

    与拉关相比，亚、非地区的情况恐怕还要塑杂 些 名然其

中有 此囚家，其发育程度也还是比较高的一 其国内族体基本

彼此认同 (表现为政治」和睦相处 ，文化 1相互交融);全体I+4

民对囚家的认同表现为绝人多数没有严重的以分裂围家为目标的

政治运动，N民在国际关系‘p有明确的国家意识;国家局面的总

休平稳有序表现为国家机制运行和社会牛活的法制化，.川A、日

本、新加坡、坦桑尼业等均 可基本归人这类国家之列 无 可回

    江  沃尔夫 格9贝道尔夫:(拉lx洲向间处左》 I00.J66刁68女.北凉
{付事出版社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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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 ，也E实另有一些国家，其发育状态井不怎么令人乐观。在这

此国家中，或民族 (或者同一民族的不同部落)之间严重对守

〔如索马里、卢旺达)。或军事政变频繁 (如塞拉利昂、扎伊

尔)，或内乱不 比 (如黎巴嫩 、阿富汁)，或兼 而有之。事实上，

当今世界的很多热点都v中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它表明，在这些

国家咀 I族体的聚合显然还不够深人，统 一的民族意识或N民意

识不仅不是 一种现实的存在.而且其构建已成为 项颇费时!」的

  1程、正是4 r这种现实的差异，我们认为，如果说有的亚、非

冈家已经迈进了民族国家的门槛的话‘那么，还有 些连门坎还

没摸着的「

    我们 当然无意 卜 (实际 I也不可能 )给世界 1.舟 个l7家

把脉 ，而只是想通过粗略的比较，说明这样一个问题:由于发展

起点、历史过程.文化特征、政治模式等具体因素的不同，各国

族休的交R1程度 ，或者说国家的发育程度更不可能 是整齐划一

的  所谓手有hi指，长短不一，民族N家既不是 “一场虚构’，

们也不能说是个国家就 定是民族国家，可能将来是，但 日前却

不 定是 生活在当代不  一之就具有当代性，社会、历史的复杂

性就在于此_

    当然从这 点出发，再回头评价现在的民族分离的运动，我

们["rcA说它们把民族国家的内w和建,c真aIh1AN家的条行过分

地简单化了 必须精出，1司族人聚于 地，便企划建立自己的政

权 ，这在当代国家主权受到保护的时代，不仅不 一定能分立国

家 ，即使建立，也并不 一定意味着现代民族国家形态的形成_

    3 民族国歌形态是现代国家政治努力的目标

    因为从本质」讲，民族国家构建意味着国内各地区、各族休

问壁垒的消除:集中、统一的国家权力系统的建立和健全;统一

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商品流通市场的形成;国内民众语言价值观

念、政治认同和政治忠诚的趋同。而这些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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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和发R来说，显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意义。这是其一。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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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因此，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和民族运动组织都愿意将 ‘·民

族N家”作为其政治臼标和政治II号_放眼历史，不难看出，

叶界 L绝大多数国家 (如果不是全部)都是喊着 “民族 的LI

号走向现在的，我们很难想象。没有 “民族统一战线”，不通过

“民族解放运动” 的形式，本世纪以来作 为殖民制度对 守物而出

现的那此新兴国家会诞生。事实上，自到现在，甚至也可想象到

的将来，对f大多数国家来说，“民族”臼号仍然具有重大而深

远的意义，因为 “为了现代化的实现，为了尽量缩短 与发达国

家的1.大差即 ,它们 (指中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4 的

选择 只能是动员个民族的热 清和强化民族意识，从而获得仅从经

济v素中无法获得的现代化动力11 A 第 :。从最现实的权利角

度讲，近代以来的历史潮流沉淀出了’一条至今仍然有效的公理:

即只有代表全民族利益 (至少在法律上如此)的政府才是文明

的政府 、合法的政府 现代法律，包括国内法和国际法，m本上

都认叮这 一政治原则。 一些绕过民主渠道，通过政变上台的政

府，如前文提到的海地、4拉利昂等军政府，迟迟得不到冈际社

会的承认 甚至受到指责和打仄的事实，在 一定程度 卜就是这

公理存在的仿证 所以，if何 个有点现代巷识的政府都会极力

标检自己的国家具有全民族性.当然更希望这是事实 ，从这个意

义 1一讲，我们也就可以在 定程度 L理解 ，为什么相当的N家根

本就不承认国内居民有什么民族之分，而只以国名为族名，只承

认他们是N民。第四，再换个角度，无论听起来怎样的不顺耳，

  一个无叮回避、也无X争辩的事实是，流行于当今世界的卞流政

    弓  裂绍尔 P.亨廷顿:《变划中社会的政治秩序》，248页.卜海.一联出版
!t.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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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文化和国际政治基本游戏规则在本质士都是近代以来欧美政治

文化 政治从本规则的延伸和国际化。这种 “延伸和国际化 ，

尽管和历史卜欧美国家的残民扩展有重大关系，但这种文化和规

则本身义带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普遍意义。因为它是理it主义

胜利的结果，是资本上义产生和发展的产物。所以对大多数力求

努力实现 ‘4现代化”的国家来讲，积极进行民族国家的构建，

1" [At f j6是趋势随潮 ，{H从更深层次 上讲，则是历史的使然，发

展的趋向，而并作是一个简单的模式选择问题

    行文至此，找们有理山认为，民族闰家是国家发展的必然形

态，似是当今世界的近 Ii个国家未必m齐@7一地全都具备了这

种形态;们它决不是指一个民族便要分立为 1权国的那种单 一民

族囚家追求，同时，我们也不必过分认真地 一曰咬定把 “1毛权

N家”和 民族国家”笼统地交混使川、合并对待一定就是错

误的 闪为前者是从历史的、于法的角度而言的.而后者则包含

f 一种现实的政治情结在其中。我们只有从)史和现实相结合的

角度出发、才能看清闰家的多样性和发展趋向的 一致州 ,也才能

理解 和解释理论和现实之间的不一致

    笔者认为，前述斯大林等人指称的资本主义1升时期中.西

欧 ‘民族N家”，实际包含J’“单 民族网家”和国家与民族重

合的 �冈族国家’两种内涵,而区别千东欧的多民族闰家，即

在多民族国家未形成国家与民族重合的和M本认同的国族之前，

则尚不能称为真正的民族国家 当代民族国家的本质特征，不在

F国内有多少民族和种族，而在于不同民族和种族的国民对国家

统一性的认同，即国家梢神姗域的构建程度，国民文化同质性的

存在 ，而纯梓单一民族组成的国家在世界土实际 卜是极少的。今

后随着世界人Q流动性的加大与交融。单一民族国家更难以存在

与发展 ，可以说，追求单一民族国家在当今世界条件 下，是不切

实际的幻想。然而，民族国家毕竟是具有共1司民族心理 、祖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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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与国民共同利益与同质文化的最好主权国家形式。所以，各国

均追求形成 种民族与国家重合的 “国族”作为一种新的民族

共同休 取代单一民族国家 并力求在统一国家 中发展同质性

如
七
，

到

连

只

笔者以为，“中华民族”在反帝 、抗 日

争中作为中网国民的民族凝聚体的代表

争取国家独立 自主的 :a

可以看做是各族华裔的

代称和中国的 “国族 中华 民族 的 民族 过程 穴决非 只是汉族

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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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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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利，!盯是中闪全体国民的代 表名 词_

代表中原汉族的观念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国基本 卜属寸网族特征的民族国家，不过

种国民概念和精粹的国民义化的问质性.

那种认为 “中华

  因此 我们认为

，中华民族、中国人这

今后 尚需 不断锤 练 ，尚

需从各族人民优秀文化传统中i时f地吸收月继续培育，在各项政

策中加以体现

    我1司和现代新形成的民族冈家 与原生形态的民族国家有 定

区别    原生形态的民族国家，是 定历史阶段 、特定政治 文化背

以之F的产物，如近代欧洲形成的民族，指的是以资产阶级同家

4的统治民族通过反殖民 乍义的独、口I争建立的民族冈家，而少

FKt#IAi作Ri残余留在统治大民族中或&0化A他们之中.或仅作

为人种纪念IN已 而}〕欧洲民族过程在西罗马帝国崩溃后，就由

向心发展转为离心发展.这与资本主义1几丁曰士期的不同市场的形

成有 关.也与拼 离义字捉进各种新语 占的形成有关.囚而形成 J

小同的统治民族，这种时代条件 与现代大不相同  现代民族闲家

n}干益强烈的各民族自我意识发展的条件 卜，只能以平等.相7(

斗币与聚介优 秀困民同质性 、认同性来形成新的 ‘’国族”名称

的国家.要追求某 民族为大统治民族的民族国家的条件，已经

  火不复返 r 尤具是，按当今世界民族矛盾的实际，跨国tZ族

现象普a存在 ，又不存在普遍的民族床迫.在多数清祝 卜不 定

有条件产代共同反抗压迫或争取独立的激励因素.更难以从土权

国家夺走同源民族的士地，最多是拉走同源兄弟民族。尤其是在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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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闪际I普A存在多民族国家的情况下，一般更不可能赶走本

N众多的其他民族而组成单 一民族A家。所以说。跨国民族要求

分主单 一民族国家1司of,在当今世界如果不是主权闰家方面的主

动愈图.要追求单 一民族国家是极不切实际的，为此而进行的争

夺领土和同族的斗争更是极不明智的，或只是被 一些统治者的权

益之争作掩盖而已，结局往往是人民通殃 ，悲剧收场，或者像科

索沃那样被 油翁得利”而已
跨
国
民
族
理
论
问
题
综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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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国民族之所以越 来越受到世界各囚的关注，最直

接、最n显的原由还不是它在民族过程方面的特殊性

而是它在国家政治局面及国家关系方面所产牛的F.大、

广泛、深刻的作用和影响。实际上跨国民族止反两重性

的作用在很大程度 I已经构成了影响现实世界政治局势

变化的基原性因素

    共同的历史渊源、相同或相近的文化特征往往使跨

国民族的不同分支之间存在 种本能的亲近感，而且彼

此在交往过程中又往往存在天然的便利条件，特别是对

ARLt在语言方面尚且保持很大共同性.基本交流不成问

题的民族分支来说更是如此 .因此在止常情况下，它们

彼此之1司往往也就容易有更多的关照，更多的联系和交

流。但是在另一个层面上，由干它们归属于不同的国家

政治休系，分别构成各自国家的一小部分 (在多民族

国家中)或主要部分 (在主体民族国家中)，所以它们

之间的这种 ’4关照”、’‘联系’和 “交流 社社又会

很自然地影射或作川到国家整个社会生m和国家问关系

本身 而这种影响和作用在不同的背景卜都往往可能产

生不同性质的难以预料的正负面后果，因此发挥其积极

作用，改变其消极作用，是我们研究的土旨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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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跨国民族的积极作用

一                及其制约因素剖析

    这里所谓的 “积极因素”，主要是以有利于跨国民族所在各

国间和平交往和现存国际国内政治秩序的稳定为准则，或者说是

以现在大多数爱好和平的主权国家所认可的政治价值观为判断基

准的

    如果仔细观察，不难发现，跨国民族的存在并不总是引发矛

盾冲突，在不少情况下，会对国家的发展和国家间合作关系的建

立产生积极的效应。如:

    1.强化国家间的政治联系

    首先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它在这方面的影响非常凸显。以美国

的跨国族体以色列人的作用为例，众E周知，长期以来美国对以

色列可以称得上是百般袒护，十二分的照顾。在国际上，联合国

安理会的决议对伊拉克、伊朗、利比亚、古巴等国家来说是法

律，在这些问题上美国也总是一马当先，以首席执法者的姿态自

居，不执行便要受 “制裁、 而安理会针对以色列的决议，却往

往由于美国的底护①，以色列敢于根本不予理睬。虽然国际社会

对此相当不满，但也还无可奈何。在经济上，美国同样总是以色

列最慷概的支持者。可以看出，从 20世纪 50年代开始 1952

年一1983年，美国向以色列提供的经济援助达78.89亿美元，

其中贷款为21.26亿，增款为57.63亿。从 80年代开始。美国

政府减少了对外援助的金额。但是对以色列的援助仍然维持了原

    ① 早在1983年12月，美国总统里很在参加犹太人哈努卡节时发表的贺词中就
明确向犹太人表示，美国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永远不会破裂，因此 阿侮个人都不要

抱任何幻想， 如果以色列被迫离开联合国，美国将同以色列一起离开”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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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一1986年撼年的经费仍然保持在7. 85亿美元的水

需要指出的是 上述援助还不包括美国犹太人利团侮年捐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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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列的几亿美元以及美国犹 太人购买以色列政府发行的儿亿 芜元

的f04券。在军*t，美国小仅对以色列予以技术 L、武器 卜的支

持，同时睡年还给 f-数以亿计的资金补贴，这都不是秘密 比

如，以色列幼狮战I机的技术资料就是由美国提供的，以色列的

核反j:j堆也fL{1美国的支持下建成的 (这些X持在1983年签署

的 贰美以战略合作协汉》中都有具体规定)。而另据美闰审计w

的统it数字，从 1951年，美国对IA色列的军事援助达 202.023

亿美IL  其中赠款就达80. so亿美夕口 这还不包括第 次中东

战争中美国向以色列提供的数千万美兀的军费在内。1982年美

对以的'r T VIM 到 了以国防预算开支的 37% 近 I几年

来.尽悴以色列的军事安全形势有所改观，但是美国仍然保持对

以的军费 (19年都有)支持 一一平均每年不少于6亿美元。可

她，在很大程度 1可以讲，没有美国的支持 ，以色列很10能就无

以命囚    美N对以色列确实是友善到厂极点:甚至在以色列占了

便宜还不领情，态度强硬，咄咄id人，使美国而临国际社会的指

责而 {分难堪的时候.美国都表现得 i分克制 美N的这种

‘天度”在他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可是不多见的，即使美N有时

偶而嘀火而对以色列发作也是宙声大雨点小 (在去年巴以谈判

过程中，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美、以的这种特殊政治关系， 一方面当然 与美国在中东地区

的战略利益有关，实际 卜美1-1把以色列当作了它在中东地体的 一

个特殊的、无可替代的 “R衡器 (冷战时期 主要是N衡苏联在

该地以的渗透和影响.现在则书v是w衡阿扮伯国定)   5} 一古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Q 转引自尼罗德 诺维q; (r国与以色列  改变美国义务的国内因货卜 西
左观念出版公司.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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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也不可否认。与美国国内有机玻璃‘目万左右犹太人这种现实

有关。而且，在美国各个族体集团中，犹太人的文化程度.社会

地价、经济实力都m极为突出的，所以，作为跨14族群的美国犹

太人的作用。是美国其他少数民族所无法比拟的。旱在20世纪

70年代，犹太适龄青年就读干人专院校的比例就已经超过了

80%;犹人人在教育、氏务、1程技术、实业、企融和政府部门

就业的比例也很高，比 与据不少重要职了r'" ;  下少犹 太资本家在

金触、石油 、钢铁 .1h地产 、娱乐、粮食加 ]等行业大企收中拥

有大额股份，成为左右美冈 济的财政寡头 据美同 (隔布斯》

杂志90年代初的统训，当代美闰鼓冷有的400个富翁中，犹太

人竞占到约 1/4 同时他们控制着许多新闻宣传机构，9有的犹

太人主要集巾在美闪的大众传媒、体育 服装、房地产和贸易领

域忆 年收人25000美兀的自领犹太人占工C总人11 66̂k左子，而

自人新教徒也不过只38% 由于犹太人有着如此雄厚的人力、

'WI力资本，因此他们对美国政治.经济生活和外交政策的影响也

就格外深远而有力，},外，尽管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是以色列政

w的积极支待者，班实七如果从K意测验的结果来看，美冈犹太

人与以色列政界是有即离的，他们大多数人认为，内A尼亚胡基

调的以色列政策 ‘’锁害了和平进程勺，但是  如同散居在比界

其他各地的犹人人 样 ，基 J二强烈的民族情感 ，美国犹太人对以

色列国家仍普遍地表现出r特殊的同情和关心。美国辛辛那提希

伯来联合学院— 犹太宗教学院犹太史教授迈克尔 A 迈耶曾

对该种 k心的根山进行讨深刻的阐述 .他认为下百年来遭排斥、

跨
国
民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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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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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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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① 据1971年的统计徽字，

人员竟占到扔%_
    ② 参见1(w R 介娜n

乃9. 19召9

    次 《亲以色列集团的影响》

  ·2仪 ·

A犹大就业人员中 企业管理人员和政府部「」公务

Redd and llhmc ReIaiiona. Prentice Hell. PP '57

法阴 (费加罗报)1998年7月S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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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歧视、遭屠杀的苦难历史。使犹太人变成 了当今世界最敏感 、

醚有韧性、9不9.易同化的一群。尽管美闰犹太人的遭1相对来

说不)Ali么悲惨，但是 ’‘每一个牛活在大屠杀以后年代里的犹太

人都是 一个幸存者的概念越来越被人们所a认。以前对大多数美

1月犹 太人来说 ，犹 太认 同意识或是一种以宗教为基础的遭德观

念，或是民族团结的 种松散联系品而如今对大屠杀的醒悟使许

多人产fl:了更加坚定的犹太身份意识 在美国犹太人的大*活

劝是为r计人牢记大屠杀和反对、针t各种形式的反犹主义，

人多数较年轻的犹太人对夫屠杀的了解比对其他任何 一段犹太历

史要多  大学里关于大屠杀的课程远比犹太研究的其他课程普

谊  许多机构通过展览.讨论会和教育文学使大屠杀保持在人们

的记忆巾. (美N犹太人)尽管在宗教 卜存在分歧，但犹

太人能闭结起来的浓础主要是对大屠杀的回忆及教训，对犹太人

作为一个民族的前途的关心似乎e比关心犹太教大得多  当今犹

太人散居地 尤其是美同，反犹主义的作用已不再具有两靛性

无沦是对大屠杀的问忆，还是书前较轩的歧视，都不会使犹太人

再去隐瞒自己的犹太身份，更不必说去背叛它_相反，对大屠杀

造成大规模毁火的反犹主义的铃记，对它再次发生的忧虑，以及

对以色列国家安全和繁荣的关心，已成为散居地人多数犹太人的

犹太认同意识的莱本内容”① 而这种 “关心”反映到现实政治

生活中很自然地就表现为积极影响美国的中东政策，确保对以色

列的特殊倾斜。为此他们甚至成立各种院外村团和组织进行游说

或施几 另外，美国犹太人素有从事政治活动的传统。著名的

“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 (号称美国 ‘第一院，‘)和亲以色列心

理倾向和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对于历届美国政府或者说每 位政

客夹说当伙合产十巨尖的心理影响 .在考虑对以政策时 自然地会

《反犹王义与犹太认fat意识》，《民族译丛》，)99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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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考虑和顾忌— 为获得犹太人集团以及他们控制下的势力的

支持，具休来说就是选票和钱，就必须顺应这种 “关心”，而对

以色列 这个犹 太人 囚家表刁‘出必要 的亲近，就必须倾 听亲以

“院外v团 ‘(美国的 “院外集团 对美同国会和政府的影响力

是举世皆知的)的呼声而对以色列显出 副友好的面孔 ，事实

      上，

彗东的
履找到
ait护以
问    响的

鬓、伸
论 I lb

于多年来，‘·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1) 直 ‘·在美国刘近

交政策方面称工称霸”，甚至 “自宫和N务院一样 ，难以

个人敢i批评该委员会”戳 该委员会的 毛要佘旨就是保

的清报中心

咋为 一个正式的美国犹太院外活动组织 ，它的势力

芥地的犹 太人组织 ，事实 1已经成为国会内外从事

太人组织的协调机构 ，成了美国参众两院中东问题

亡常常通过各种手段 :如统 组织犹太a民和非犹

太亲以选民 吃包括议员)的行动及选W流向;建立专「〕的研究

，1，东问题的资料中心 (从这里.犹太院外游说者可以在4小时

内得到住何 一个议员的每 句赞成或反对以色列的言论记录)品

组织出版各种刊物用来引导舆论走向等等屯向政脚 .各党派和反

犹议员施加旅力，以达到左右美国对以政策的目的。在犹太院外

优团的这种作用之下，美国国会议员的任何 一句不利于以色列的

言论，都可能立即招致来 自媒体 、邮件和电话的猛烈攻击和尖锐

质问，政府方面的任何一个不利J以色列的巾明或计划.都可能

    ① 成立于1954年，是美国全权负责处理有关以色列问题的惟一注册组织。其
曲身就是」0年代成立的美国优大复国委员会。美国卞要犹太人组织卞席联合会 卜要

起协调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总政策的作m

    ② (亲以色列集团的形响》，法国《费加罗报》，1998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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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来大比例议员的警告和反对①。山士犹太社团的势力和能M如

此卜大.所以自官和某些政府部门都设有专门与犹太人社团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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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职人员，即使没有专职人员。也有兼管此项丁作的官员 一

囚为自宫和某些政府部门还折望油过犹太院外游说团的疏通，使

」t 此提案在议会中得到批准。pi想而知，在这种情势之F，关

IN的对以政策除了表示亲善之外 ，还能怎样

    如果把跨1-1而居的美国犹太人影响美、以关系的方式算作

种类t1- -I)强烈的民族情感 .民族忧患意识和族群实力而积极

影响所居N政府决策，扮演 r 一种政策推动者的角色，其fl用方

式更多地表现为 种 ‘造势促事”的特征;那么，跨居哈p克

斯坦的俄v斯人对哈、俄关系的影响则属 厂另一种类Ili 这 里民

族因紊中搀杂了浓烈的1习家地缘政治和国家政治形势的成分.更

多地表现为 一种 “情势使然.的特征

    1992年苏联突然解体 包括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在内的原

11IIJ tJ11711;A "TI格” 为 “独J_主权国家 。原来可以说是在

  个锅 w吃饭、 本账面开销的状6Z变成 了历史 ，取而代之的是

自瓮炉*1.各A各的账的机制。打_此后的JL年中，由于 ”主权

愈识和利益的9使，哈、俄彼此之间不乏抱怨和猜疑。比如在独

v_之初.由 J边界问题 、塞米巴拉贪核试验间89'.拜科努尔宇航

，干，L̀Of11I1n1 民族问a (土要是在哈国俄罗斯人的U重 14

问翘) 货币改革1n1题.里海fl油f.11题等，使哈、俄关系曾 一度

比较紧张。此外.哈萨克斯坦对俄罗斯始终怀有戒心，担心其大

囚沙文 1义和侵略扩张的传统会变相使自己再度失去独立地位

    I  1995年九林顿及其周围的人希架币新排动中东 ‘和平进程 ，他们在年初放

出 系列Ld探气氛.暗小对x国来说，公升要求内塔尼亚胡向阿拉法特做出具体姿
态的1冲刻来到J 不料这 试探立即招来强烈的反应。150余名议员 (it巾有81名
V议6a.占总数的4/5 40 群起反时这位很长时间以宋被认为最114人心的总统 他

们在 封公开信中要求克林拯不要犯这个 ‘严取的错误”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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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纳扎尔巴耶夫在积极推进独联体一体化的同时，一再强调

  独联体要恢复到前苏联那徉单 一制国家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们

害怕冉出现一个俄罗斯帝国”， “联盟是平等的独立国家的联

盟",“平等、互不干涉内政，尊重主权、领上完整和国家边界

不受侵犯的原则是联盟的基础”。而且为了平衡俄罗斯的影响，

哈萨 克斯坦又努力加强与中亚其他各国以及巾国的关系。积极参

与由1耳其、伊朗发起的伊斯兰经济合作组织和突厥语共同体的

各次例会和相关的联合活动，甚至不排除与美国以及北约拉关

系一 1992年纳扎尔巴耶夫以囚家n首的身份第 次访问美国时

就曾表露出与美国建立 “战略联盟”的愿望。1998年还曾以

  提供有关苏联儿+年的核试验对环境造成破坏的信息” 为诱饵

招引美国非民用 廷机在其国内 吃行。而俄罗斯恰恰对哈萨克斯坦

等中亚国家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及其控制下的国际组织一 如北

约一一的接触十分敏感和不lid 然而猜疑归猜疑，从独立以来的

外交实践来看，在战略层面1_，双方实际L还是保持了 种特殊

的盟友关系。比如，哈萨克斯坦从一开始就是独联休 休化进程

的积极倡 导者。哈总统甚至认为 ’‘如果不实现 一休化 和重新统

    前苏联各共和国的生存就会愈来愈困难11, 19,92年初，在多

数国家 (指刚刚独立起来的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独立”原则

至L，竭力挣脱束缚其自由的一切羁绊的时候，哈政府就多次公

汗中明，上张加强独联体一休化合作速度。纳扎尔巴耶夫在会见

独联体武装力量 司令沙波什尼科夫时明确表示，哈萨克斯坦 一贯

主张在独联休范围内保留统一的武装力量，而不管将来事态怎样

发展，这一方针始终不会改变0 1994年哈萨克斯坦又正式向独

联体国家首脑发出纳扎尔巴耶夫在 1992年就提出的关于在原苏

联范围内建立以俄罗斯为首的主权国家 ·欧亚联盟的构想a

案”。日的是 “实现每 一个参加国的国家民族利益。并发挥所共

同具有的联合潜力”。1995年初，哈萨克斯坦、自俄罗斯、俄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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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国率先建立了关税联盟，为加快独联体 一体化进程奠定 r新

的基础〔1996年哈义加人 了以俄罗斯为核心的哈、俄、自、吉

四国联盟，继续走在了独联体 一体化的前列_在积极推进在独联

体框架内与俄罗斯合作的同时，哈萨克筋坦还努力深化与俄罗斯

在政治、安个、经济等方面的双边关系。早在1992年5月25日

双方就假署了 《哈俄友好、合作、F相帮助条约》— 规定双

方拥有共同的军事战略空间，共同使用军事u地、W场和其他军

华设施。同月，哈加人了以俄v斯为核心的集体安全条约「不久

双方军事代表闭又签署了两国武装力ht相互提高技术和有关物资

保障原则的双边协议草案 1993年哈俄双方签署了哈俄边防协

议— I-要是针对巾哈边界而言 (哈俄边 界不设防，只建 li收

费站)，双方商定由俄罗斯边防军帮助哈萨克斯坦边防军保卫中

哈边界，哈萨克斯坦承担俄边防军人 (包括前苏联时期从事保

P.边界.现在仍然在这 岗位」的边防军人 )的生括 费用和退

休余，对他们实行双奄国籍，俄方则为哈萨克斯坦边防军提供技

术、武器和通讯设备，月帮助哈r克斯坦培养有关专业人才

1994年双方又签署了 《哈俄进 步探化 体化和经济合作》合

同。1995年哈俄两国领导人在莫斯科又发表了旨在促进两闪经

济接轨和 一体化的 《扩大和深化哈、俄合作宣言》，鉴署了包括

《关税同盟协议》在内的17项合作性文件以及 《哈萨克斯坦与

low斯联邦之ri关干长期居住在俄境内的哈萨克公民和长期居住

在哈境内的俄联邦公民的法律地位》合同和 《哈 、俄之间简化

双方公民办理国籍 手续》 等协议以后井签署建立 了两国联 合边

防部队，共同保卫两国外部边界的双边条约①(这 事件标志着

哈安全政策发生了重要变化，即由原来的主张保留独联体统一的

武装发展 为把市点集中在同俄罗斯的双边合作上 )篇另外 ，依据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人民口报)。1995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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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1由贸易的原则建立统 一的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市场;采

取措施调整各自对外经济政策，撤除关税壁举，在双方贸易中取

消边境的海关检 查、保 证货物的顺利进出和双方公 民的 r1由往

来‘努力协调税收和物价政策，力求使各自的货币汇率保待稳

定篇在撰料和能像的.1产及运输方面加强合作 ;在 一方长期居住

的另 闪公民除不得在国家权力机关和外交界任职外，在经济生

活中v有与当地公民 样的权利，包括有权参加所住在国的国有

资产私有化;在 方长期居住的公民移居到另一方时，可依照本

人意愿立即获得对方国籍，J、丙受居11时间的限制①等等。为I

表.]:合作诚意，哈萨克斯川政府新闻处在 1995年 I月25日宜

布 对经哈俄两国边境运往俄w斯关税区域的商品 不再征收海

又税，也不实行任何数最限制 ，从 I月 26 H起设在两14 1!1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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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检卉站

      可 以行出

片撤消 婆

为I一加强彼此的关系 ，哈、俄双方，特别是哈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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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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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斯坦甚kit出J’部分对不少国家来说显得十分敏感的 主

权 那么哈.俄特别是哈萨克斯坦，对彼此关系为什么会如此

热心呢，

    当然 ，从沙俄到苏联 长期以来形成的特殊的政治 、经济 、文

化格局等对这种关系的影响是绝对不弃否认的。在苏联闰家模式

之中，各加m共和囚在深受俄罗斯化的w响 卜，实际 1只是组成

国家这台大机器的 个零件、亡们按照最高中枢的统筹部署，各

有分1，紧密协作，共同发展。而自己本身能力大多较为单

月不具备 个正常的独立国家所应有的国防体系 .经济休系 .文

化体系特色、外交关系网等等。就哈萨克斯坦而言，独v.前在经

济1它菜本I扮演 一个能源、原材料.农.有产品十产加 i 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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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的地方行政vn在这样的背景 f突然独立成 一个国家后 ，它

自然得有所依靠，否则它根本不能自保。而俄罗斯无论从国际影

响 (继承了前苏联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国防实力

(继承了苏联70%以L的军事力星)、经济基础 (是原苏联各加

盟共和国中经济综合实力最强的 个)、地缘条件 (与哈有3500

公 吧的边界线)等方面看，还是从传统关系 、文化认 同接近等

方血讲，都是其合作、依靠的较为现实的选择对象，当然，需求

往fl 足相互的。历史上形成的 与哈萨克斯坦在政治、经济 、文化

等方面相 F联系、协作的格局以及现实的需求同徉也会对俄罗斯

产生影响，影响其对哈萨克斯坦的现实的政策走向。比如它要对

鸟兹别克等其他ifs业国家发挥有效影响和控制，那 么它就必须与

哈方保待 种特殊的友好关系。因为哈萨克斯坦是它进人这些中

亚同家的!le一的门户 (哈也是俄与中国发生关系的重r通道丸

不过就我们看来 除上述根由之外，还有一个特别的因素在这里

无疑发挥 了极其特殊 的作用，那就是主要聚居 丁哈萨克斯坦北

部 东部7州和阿拉木图市的近 。NI万俄罗斯人 〔约 占到哈总人

I-I的34. 1%,哈族人在总人 LI中所占的比重也不过 48.1%)'U

这此从沙俄时期陆续迁到哈萨克地区并已经在此定居的俄罗斯

人 ，在苏联解体前那种国家 一统的大背景之 卜井无 “跨国 ‘的

性质，因此也就不会有寄人篱 「的感觉，不存在选择 ‘祖国”

的问题。事实J，在大苏联时期，作为 ’‘最伟大的民族”，他们

倒是有更多的优越感。然而苏联解体之后，整个形势骤然发生了

质的变化。这些原来是 ‘老大臀 的俄罗斯人 “一夜之间突然

发现自己几乎成为异国的操非国语的异族人” 这种处境的变化

必妹全浩成他们心理f的某种不活应或者说不平衡，产生 种失

参见常庆 (哈萨克斯州的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中亚研究》，199](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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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感。而在哈萨克人方面，‘’独立”、“土权，’国家的建在使其民

族意识受到了空前的刺激。基于 “历史补偿论”的民族复兴思

潮空前高涨，尽管哈总统一再强调民族平等，民族和谐，承诺

“宣布独立的哈萨克人将为生活在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各个民族，

首先是俄罗斯族的安定和权利平等负责 ，认为 “反动的阿拉什

主义 (哈萨克大民族主义)将导致民族共和国走向死胡同’ 但

洁哈0克斯坦是 “自决的哈萨克族国家 ，“国家权利归哈萨克

族所有不得 e动，‘，哈萨克族是国家的主体民族，哈语是国语之

类的条文还是被明确地写进了宪法。在R族的人事变动过程中，

从中臾到地方，从立法 .行政 、司法机构到科教文卫等各个事业

单位的关键岗位的80%-90%r.落到了哈族人手中①。哈萨克族文

化，即 ‘赋 予国家历史名称的民族文化” 被赋 f了无可争议 的

优先地位盆，强调保障哈萨克族在联合其他民族方面的核心地

位③ 这种氛围之中，俄罗斯 人除了不平衡 ，自然又多了 一份对

术来的恐慌、担忧，共至绝望。这种心态产生的结果就是或者离

JI哈萨克斯坦一一从1989年至1996年，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人

减少 了近 60万，或者 要求 保留俄罗斯国籍 ，以求得俄罗斯联邦

的保护，或者同样以民族运动为手段 (包括成立 此民族文化 .

政治组织。如哥萨克联合组织，斯拉夫运动等)，展开对抗，包

括争取自治、独立甚至合井到俄罗斯联邦④。对于境外俄罗斯人

的处境，俄罗斯联邦从 一开始就表现出必要的关心、而且这种关

心随着俄罗斯国内民族主义的升温而升级。俄联邦 一方面在法律

1_承 认双重国籍，为流落在外的俄罗斯人散开了大门:另 一方面

跨
国
民
族
理
论
问
题
综
论

    『 (俄罗斯联邦》月刊 5e更。1995(助、

    ② 《哈萨克斯坦真理报》.1993年12月1日

    切 (卞权吟萨克斯坦报) 1993牟10月，日
    4'  参见B.阿耶峨洛夫 A.库万亚科夫.C. T,玛别多夫:《哈萨克斯坦民族政

治局势:地区经验》，《中亚研咒). 1936 (3~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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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有关国家施加挂 力，要求它们保护其境内俄罗斯人的权益。叶

利钦在1994年2月的国情咨文中宜称，俄罗斯人的命运是 “我

们的国家事务 。同年3月英国 《外事周刊》的 篇文弯指出，

俄外交部为了保护境外俄罗斯人的利益制定了一项一管齐「的计

划:1 同独联体其他国家就俄罗斯少数 民族的权 利问题举行双

币国a的谈判。2 为使境外俄罗斯人 “结为一体”，俄创办厂专

「J的电台、电视节日和出版物。向非俄罗斯的俄语大学、学校和

剧院提供资助。承担建立新俄语学校和剧院的费用等 3把向

独联体其他同家交付嫩料和原材料事官和它们对待俄罗斯少数民

族的态度联系起来_在给予贷款时都附有一项固定条款，即贷款

的20%一30%必须用来满足俄罗斯少数民放的需求① 1995年，

针对掩外俄居民问题，俄外长冉次表不:“在没有别的办法保护

我们的同胞的情况 「，我们也和其他国家 一样有权使用武力

这样的内困外比的民族政治形势对刚刚独立的哈萨克斯坦来说无

疑是极其严峻甚至是呼泊的_这个问题解决得如何，其影响已经

远远超出了 “稳定”和 “发展”范围，而直接关系到国家生存

与否，对此哈鸟局心里也是清楚的。纳扎尔巴耶夫在1992年所

署的 《哈萨克斯坦作为主权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战略》一文中，

就把族际和谐问题列为该国国内政治的首要问题。此后，他在重

天的涉及国内形势问题的讲话中几平言必谈及民族fvj题。该国还

把 1997年定为民族和谐年 〔这恰恰说明民族问题在哈始终存在

而1.14相当严孟和敏盛 )② 那么如何来化解这种政治风险呢?显

    加  转引自王鸣野:(俄罗斯对独联体和中亚的政策 A动向与新发展) 《中R

研究》，上996(!〕

    ② 这小有一绷数据可供参考_哈萨克斯坦学者在1996年所作的 次民意酬验

中iY到以下数据 1乃 的人认为0内民族关系持s##化;IQ的人认为已陷人族际冲

突之中;1/4的非哈萨克人因为自己的民族属性而不月心 《俄w斯联邦》月刊，58

良. 199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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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问题的核心就是在保证主体民族文化发展的 “优先地位”、

和主体民族在冈家、社会生活 中的 “核心地位 的同时如何来安

抚俄罗斯人。这 一点是没有讨论余地的。至少在现阶段— 哈族

文化的影响力还相对较弱的清况下— 必须如此。舍此，以主体

民族为核心的新的闰家意识的形成是不可想象的，哈萨克斯坦民

土共和国就会失去其应有的底色而有名无实，甚至名实皆无。按

俄罗斯人的要求给予其双重国籍那将意味着哈近40%的人u成

为俄罗斯公民— 这在那种情况 卜哈的独立和士权实际 卜也就无

从谈起:听任大量的俄罗斯人出走，国家将散失宝R的人力}3i

源 nl而且可能得w俄5w斯政府，为俄向哈施]提供了「〕实 (俄

政府在 定程度上是将这此来 自境外的俄罗斯移民%作难民看待

的);让俄罗斯人建'i自己的白治单位，等f给白己脖子 七套绳

子— 苏联的解体就是前 车之鉴。这样最后留给哈政府的较为现

实A.歼1的选择 ，那就是 方面，为增加哈族人 口，发布 《哈

萨克人屯返历史祖国的构想》这类做法的同时 ，不能不努 力稳

子「俄罗斯人，炸与俄罗斯国家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 积极搞

    体化”。这种选择对哈国民族政治情势的影响是:I使其境

内的俄罗斯人产生这样 种印象，即哈与俄仍然紧紧地联系在

起 哈、俄关系是 种特殊的关系，冈而选择祖 国的问题 (包

括双屯国睹f7题 和在哪国居住 的问题 ) 都可以让步 、这样在

  定程度 卜也就消减 r俄罗斯人的担心 、忧虑 、恐慌 以及由此

引发的激进 、对抗情绪 、2 使 俄罗斯政府对哈境 内俄罗斯人

的处境不过分担心进 而减少儿分敬感的怒气 ，同时由 厂哈俄间

有更多，更深的利益关系而不便对哈过分严厉，不便对哈内部

民族事务过分 干涉。这对 于稳定哈 国内局势 、保证其领土和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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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泪  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人约70%居住在城市 (而哈族则正好相反，70%的人

居住在农村) 人日度质普谊较高，是哈教育.科研.卫生.多济管理等专业技术领

域的中坚力量_

Zln



GM1eyw E.&: Ch-l嘿黯 the孺 of黑mp,,,yT..n.nanncl 4Lmm Gmub Nnlev
”c七m娜 nm

第
八
卑
 
 当
代
璐
国
民
族
作
用
的
时
代
特
征

权完整无疑其有举足轻重的意义_线然，从俄罗斯方面来说，

它重视 与哈的关系，哈境内近 600万俄罗斯人的存在间样是一

个不容忽视的重v因素。无论从 民族情感的方 面讲 ，还是从现

实的政治需求出发— 在对方同内保持俄罗斯的强大影响。使

其n国际格局中保待亲俄立场，俄都有必R-对境外俄罗斯人的

利益子以大力保护。关于这一点，俄前外长科济列夫在 1994

年1月会见独联体各N大使时话说得很明自:俄必须致力于保

护居住在独联体各冈的俄 罗斯人的权利 ，因为这些 人代表着T

要的 ‘战略 利益 “。而 ’J哈建立密切 的联盟 关系无疑是这种

“保护’‘的最佳手段一问题分析到这里，我们已经完全可以这

么讲.跨居 J几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人的存在 ，在很 大程度 卜决

定户哈俄关系的走向、它注定俄、哈必须保持一种高度相容的

合作关系，特别是对哈方来说，撼意不愿意都得朝这方面努

力 1994年 11月哈外长在谈论哈闲外交重点时就明确讲，

哈.俄 “经济上相互依赖，ni史 L相似和人‘]等几方而的因

索”使两 阅 ‘ii定 v建 i起 睦邻友好 和合作 关 系’。这 里的

“人[1’‘P4素显然就是指境内的俄罗斯人

    除 1述两种比较典型的作用形式之外，跨14民族在促进国家

Gfl政治关系发展这一过程中当然也还会以它的方式发挥作川 因

为对象的具休M况和背景总是不尽相同的 比如 放松对境内某

族体成员的管制 允许其与境外同胞的接触，衬几往会获得此民族

境外付囚对木国的好感，进而改R双边关系。如90年代后半期，

充尔巴乔大为改善前苏联与波片等冈家的关系，鼓励波、式等东欧

盟1侧‘J其在前苏联境 内的同胞 (前苏联境 内约有 150万左右的

波 、‘人)保持联系。而这项政策 也确实 ‘卜为苏联提供 r一个更

成孰的ill令 义外理它 与Ik洲邻N的麻烦关系’ 己1这 里跨1阅民

乔纳彩 埃伊尔 《苏联r民族与外国》. 0 (r族译从》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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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显然发挥了 一种政治沟通渠遒，或者说传话筒的作用

    2.促进国象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跨国民族在这方面的竹用尽管在发挥过程中不那么显眼，比

较潜在，但是勿容置疑，它是存在的。在从前苏联独立出来的中

亚国家中，德国政府一直对哈0克斯坦比较慷慨，在经济上常常

给予力度不小的资助。其中 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哈萨克斯坦跨居

有大量的日尔曼人;前面所提到的美国对以色列的慷概援助，哈

萨克斯坦境内俄罗斯人的人量存在对哈、俄 “一体化”的影响

也可在此为例;近十多年来我N西南、西北、东北等 一些边境地

队之所以人员往来和对w繁 ，贸易、义化交流活跃 ，除地缘因

素、经济因素以外，人文优势— 即两面的居民多同源同族 。语

高的相通，风俗相似，居民个人之问甚至还有宗亲或婚姻关系是

绝对不可否认的。同外蒙人做生意，同样的条件，汉人做不成，

而换个当地蒙古人 (内蒙古)，就可能做成。在「‘岸 [从事边贸

的人大多会有这种感受。事实上，近几年来在我国延边地区投资

的外商中，境外朝鲜族人就占很大比例- 1992年韩国在延边

地区投资的企业占到 了全州 几资企业总数的356%、投资额占

到了该州合同 (协议)外资总额的34. 1 % ;Ca)同样t海外华人

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在我N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过程中所发挥的作

月互也是有 目共睹的

    从这一层意义看美、以保持特殊交往关系对以色列的国家经

济发展来说，当然具有重大意义，国家安全和稳定本身就是国家

发展和建设的重大资本，至于直接的经济合作和援助，其作用就

更无需多讲了 同样.哈、fa “ 一体化11 (俄罗斯人跨国而居的

跨
国
民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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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问
肪
纹
论

    ① 这里提供一个参考胜侧:据1991年统计，东北地区有190余万朝鲜族人，

其中同境外朝鲜族人有血统.亲戚关系的占到20%以上。延边地伏有53637户朝鲜
族.其中有确外关系的占到23%,转引自金钟1N: 林省边皿民族地区自定和左展

的主要问胭与对贾》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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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是促成这种 ‘一体化”的重要因素)对哈、俄各

来说当然也是十分有利的。不过。为了使读者对这 一fn.

有 个更加深刻的认识 ，这里再转引两组具体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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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组是关干以色列建国初期欧美犹太人集团对其进行经济援

助的数据。有资料讲，建国初期，以色列的主要经济来源有这么

  二个:欧美国家援助，世界犹太人捐助，政府债券、从1950年

到1967年，世界犹太人共为以色列捐款17.35亿美元 (当时以

色列人(1不到300万) 而在此期间。政府发行的债券大约也就

10亿美Jul美国政府直接经济援助大约 12亿美元①。可见，境

外犹太人的支持对以色列来说可谓举足轻重。另一组是自改革开

放以来海外华人在我国大陆投资情况的具体数据(，据我国原对外

经贸部外 资局的数 字显小 :在 中 国实 行时外 IF放 的 前 10年

(1979年一1988土半年)中实际吸收国际投资94.73亿美元

而其中美国、加拿大、日本.欧洲等国及来 自香港、澳门地仄的

华人幼的投资就达52. 1亿美元，尸总投资额的近”%③。1988

4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境外华人资本在外

资急额，rr的比例进 一步扩大 、到 1998年 .找国累计吸引外资点

    班 奥一i3;4 卢下斯    咬以色列现代史》，334页，北京，商务印14馆
1四 7

    橄  从法理卜来说，香港.澳门以及台泊是中国领土的 部分，因此香港人.澳

「(人和台湾人也属于中国主权之F的中国人.他们与美囚,加泉大.印尼等国的华

人奥团 (或者叫华9)在法理LR不同性质的，m不能等同看待的。不过，由于历

史的原因.RAM以柬Rug对香港等拥有主权的地试并未迸行过有效的行政管怕—

戍到1997年香港才真正同归中国，澳门的回归则R到1999年11月，对台湾的统一

现在还在努力之中，而吞港等地的同胞在回归前基本不享有中国公民的权利.反倒

是I受英国等 Fa家公民的权利 这也是事实。这个意义」讲、他们又与印甩等国的
华人有 定的相似之处。事实上也正因为如此，国家经济统计部门才将来自这此地
区的华人资本也 并称之为外资_

    翔  参见初保泰:《中R吸收国际投资的新措施》.(国际贸易》。1988 (7)石
1988年7)}29日(厦门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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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达到2800多亿美元，而海外华人资本或者由华人代理的外资

竟占到了其中的近80% (IJ境外华人的这些投资对我国社会纤济

发展起到厂什么样的作川，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事厂，li实」，现

在外资、合资企业产品在我们口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现象也M很

好的参考性说明 那么，是什么因素促使海外华人如此积极地向

国内投资呢?当然，投资环境的优化是极其重要的原因，这包括

政治稳定.经济顺利发展、政策优惠、市场广阔、劳动力资源充

足比便官等等 但是，不能否认人文因素:同源同宗造成的文化

」的相同或相近在这里发挥的潜在的重要影响 关于这 点无需

具体的例证 、只要对这样 一个问题稍作思考就会明自:为什么同

样的N 环境 .华Asi比其他外国商人更积极门

跨
国
民
旅
理
论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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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第二节  作为矛盾因素的跨国民族

        提 跨国民族 人们首先想到的恐怕多半还是冲突.矛

后和麻烦  而事实卜 近几t年来，世界」由跨囚民族引发的或

寿说与跨ICJ民族有关的麻烦也确实不少  审视现在那些令囚际社

会大伤脑筋的地XplAr-lim— 从炮火连天的巴尔 I战争#IJ 人

听闻的1卜洲大湖地区种族仇杀，从反义不定的爱尔11冲突到恐饰

争件迭出巴斯克人分离运动，从阿减i卜 一外高加索— 库尔tins

斯坦一一 寒普路斯这带状地区的长期动荡 (有人称之为伊斯、式

冲突弧带)到南亚.东南业热点问题 (如印巴冲突、泰米尔人

I,d 4zi .菲律宾南部穆斯林问题)等等 、人们 往71会发现 复杂 l(ll

敬感的跨网民族因东正或明或暗搀杂JL中

    对跨国民族有关的矛盾讲行归纳分析.我们认 为摄飞要的为

1'国11甭省、州市计委外资办提棋的数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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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内某族体基于民族理 由要求与临近母国 (同族人处于主体

民族地位)合并而引发与所居国的争端。如欧加登问题和纳戈

尔诺一卡拉巴赫问肛

    欧加ff问题是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之间长期以来斗争不休的

蕉改之 ，索马里共和国地处非洲之角 ，索马里族是该国的主要

民族 但是除索马里共和冈之外 ，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吉布提

等国也有人量的索马里人分布 其中位于埃塞俄比亚东南部的欧

加任地汉 (面积约36厅平方公里，约500万人Ll )就是一个索

马It!人聚N的地区之 一〔另 个索 马里人聚居区是豪德 )—

索马吧人占该地区人Fl的约 I/5o 1960年索马里独立以后，为实

现民族统 11标、向埃塞俄比亚提出了领土要求 (同时还向肯

尼亚提出领 卜要求)。其中欧加fl地区就是索马里政府要求的首

要日标，索马里政府的这种要求，立即引来埃政府的强烈反应，

埃政府加强了欧加登地队的驻军，井使之处于替戒状态。埃、索

两囚关系 时严服恶化 1961年5月蒙罗维亚作洲冈家省脑会

议向双方发出f通过谈判解决边界纠纷的呼吁，但是没有收到任

何效果 埃 .索关系反而更加紧张，双方报纸 、电台相 h恶毒攻

击对方.边界市件有增无减。1963年 5月26口，非洲国家统

组织在业得斯业贝巴举行成立大会 索马里总统阿登 ·阿 卜杜

拉 欧斯受就埃、索边界争端义发言指出，殖民统治时期人为划

定的边界使索马里族人民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因而强烈要求让

索马里共和闰毗邻的索马里人居住区实行自决以决定自己的前

途 他的这番讲话遭到了埃塞俄比业总统的坚决反对，同时也没

有得到其他与会国的支持 1964年 I月 ，埃、索发生 了边境战

{。战牛中，除索马里军队外，与埃政府军对抗的还有欧加登省

的索马吧族反埃者。冲突进行 1个多月之后，在 作统组织 、联合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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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泵霍议、。。的。、、.双方停:卜了军、动.，经过谈
判，于3月30口发表了停止敌对行动的联合公报。然而公报实

际L对双方并没有产生下{么约束作用，两国报纸、电台仍然对骂

不绝。1966年索总统又声明 “索马举人将永不放弃实现统一的

详争，·〔1969年索马里发」T军事政变 在政变巾1台的革命委

员会再次重中属身于外国当局之 「的索马里人有 自决权，并保训

完成索马里统一大业。这使埃、索关系变得更加阴暗。70年代，

欧加脊地区发现了石油和天然气，而埃窿俄 比亚因在厄立特 以亚

省连年征战，冈力虚弱，这两个因素再加上民族统  一主义的驭

使，索政府 1'一1977年 7月又向欧加登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

战争初期 ，索军连连得于，然而不久，埃军在前苏联和古巴的援

助下，很快扭转 了局势。1978年 3月，战争终 1以索马里战败

而告终  此后 Ifl于索马里国内政局动荡不定— 近儿郊来甚至一

度钧处P-种军阀混战的无政府状态，因此在欧加径问题上没有

再采取大的武装行动，但是其民族统一的 在场在根子 1_并没有多

少松动 直到今天，欧加登问题仍然是埃塞俄 比亚的 块心病，

是埃 .索关系巾的 块阴影

    又如，居件在罗 马尼亚 西北部特 兰西 瓦尼 亚的匈牙利 人

〔约 170万人 )，现在约占当地居 民人口的 1/3,占全闰人 [fI的

78%，是罗马尼亚最大的一个少数民族 这此匈牙利人是在公

; 12世纪前后迁居该地区的。在 1867一1918年间，特 兰西瓦尼

亚归匈牙利管辖，1918年该地区加人罗马尼亚玉国。1920年的

《特缎亚农和约》和1947年9月巧 口产1几效的罗、匈双边条约都

确认该地区归属罗马尼亚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罗马尼亚共产

党有许多党员的高级十部来自匈牙利族，他们支配着特从西瓦匈

yl利人的文化教育系统，包括克卢Fl的鲍利雅依大学，民族文化

在很大程度 I得到了保护和发展。同时在他们的努力下，1952

年建'I-了匈牙利族自治省。但是 1956年匈牙利事侧以后，罗马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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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亚匈牙利族的一此党员、干部受到株连和迫害 ，该 自治省的文

化教育系统 义被罗马尼亚人所拎制，鲍利雅依大学被合井 厂完全

用罗马尼亚语教学的巴贝什人学 (也在克卢 11),自治省因行政

Ix: 01的变动而失夫了n义井 f 1968年被取消 这种局do的变化

  方而使匈牙利族与主体民族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匈牙利人出

逃现象时有发生 1989一1990年终 F爆发f激烈的冲突_齐奥

塞斯库垮台之后。新政府的民族政策在原则1更多地倾向厂多/‘

i化悦式  但是由 于事实 1政n的诸多许诺，比如匈牙利人实行

自治，增加对以匈牙利iF为母语的民族学校的资金投人等等，11

没有iY到落实_因此匈月利人的抱怨悄绪仍然于分严电，自治的

mf声仍然 f分高涨，1994年罗马尼亚匈牙利族人民f'l主联盟领

毕人(I传受 《r午线》11报记者采访时，就明确表m了特赞西

凡厄 f6地卜建立匈牙利人自治实体的主张 该联盟甚至还派代表

到布达佩斯，希望将他们的自治要求写进匈、X'两国双边条约

而罗，与尼业政府对此则 概拒绝 另 方而，使罗马尼亚和对罗

‘今尼亚垅内匈牙利人的处境-肖 f分关切的匈牙利之间关系日益

恶化 从70年代起，ju方政界和媒体就经常唇枪舌剑，相行攻

卜 罗 L1尼业指责匈牙利有领土野心.匈牙利则谴责罗马尼亚搞

民族Inf化，实现法西斯 专政 为此双方领导人也曾多次磋 商 伙

fn1s11S - ti:未能解决 1992年匈 牙利召开 f世 界匈 牙利人协会

代丧大会 明确表不支待各国匈牙利少数民族为维护民族权利而

进行 。4争  同年匈牙利和罗马厄亚又因罗政府撤换了科瓦斯纳和

哈尔哈占两名匈牙利人县长而相互指责 近儿年来，由J双方国

内都比较多出.因此亦特 、西瓦hJ亚问m 护彼此部有所克制.州

    1 州阿年匈牙利社会t义.人党总书记格罗所为此专门到z马尼h边I城币

阿长川会见齐奥灌斯库.橙求罗故介被认为是径犯包括匈牙祠人在内的少数民族传

统义化和现实权益的 ‘农村V范化 政策.结果遭到拒绝  最后书态发爬到两党巾

断 I'll常的关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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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一 问题 并未完全 消失，它仍然是影响罗 、匈 关系的 个

变数

    事实 匕   类似的情况不在少数。众所周知 ，在刚刚结束的波

m战争中，南联m和克v地业共和同就因分别支持波黑塞族和 克

族而雀人了冲突，弄得南 、波，南 、克不共戴大L同时也正是由

丁它们支持，波黑战争才会升级到那种程度 1耳其之所以与塞

普路斯、希腊关系紧张，彼此不时挥拳相T. Iut普路斯I-IPA的

解决之所以 1分艰难， 个主要原因就是土 耳其支持塞北部的 聋

族分离势力，而希腊则袒护塞南部的希腊人势力。阿a汗问越之

所以复杂，各派系能够这么 长扣I豁足对抗而难以一统，与4外力

最对它们的分别支持也大有关系 没有巴基斯坦境内普什图人

的存在和支持，塔利班势力不可能发展 的这么快;没 有中亚国

家，特别是 鸟兹别克斯坦的支持，杜斯塔姆乌兹别克民兵组织也

不可能挺到今天 (鸟兹别克斯坦承认它对阿境内约 200万 鸟兹

别克人有人道性质的援助.，而拉巴尼则多次指责鸟兹别克斯坦的

匕机帮助杜斯塔姆军队轰炸阿政府军阵地，支持杜斯塔妞向拉巴

尼夺权) 非洲人湖地区 ，诸如 鸟I达 布隆迪 、卢肚达、扎伊

尔等IN fit Iii的紧张局势，与跨国民族之间的交错支持同样有M要

关系— 近年来扎伊尔图两族的反政府武装斗争就得到r卢肚达

ON西族是该国I要民族之一)军队的越境支持叭 “卢0.E达爱1闷

阵线”(图西族政治组织)就是在r>于达 (图西族族人统治的1司

家)穆军韦心的支持下取拐政权的。没有国外同族势力的 支持 ，

仅评艾国内少敌跨国放群的力爵.一般是很难达到裂土月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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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1995年政府通过一项决议，剥夺了扎伊尔东部图西族和班而穆伦格人获得

孔国璐的权利，井据此A查没收这两族人的财产
族人的武装反抗 也招来厂邻国图R族的人的于0

i9赶他们出境 此举引起 r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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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由干跨国民族要求统一、独立而引发冲突，如库尔恤人 1

问题

库尔德人是生活在两亚库尔德斯坦地区的最占老的民族之

巾旱西lbw区IYf unJ丰洲内人、J耳 其人和波斯人 (伊朗人)

大约 共有 1300力
绷
八
卑

二

刃

亚

沐 :个 p要民ht之外、人 曰址 多的民族一

卜效价布存 全耳其南部 〔约50(〕多万)、伊拉克北部 (约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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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伊朗西北部 (约 400万 ) 此外在叙利亚 (约 60万)、

X)E 1k 黎巴嫩和阿富汗等网也有少坛分布 ]在历史匕 突碱

人和蒙 .片人多次侵人库尔德斯坦 亚美尼亚人 、波斯人、拜占庭

人及后来的上耳其人和阿抢伯人先后成为该地区的统治者 库尔

德人在if+创白帝国后期也曾建亿过几个封建下朝，在奥斯曼帝国

时期还成0过 一此依附于当局的埃米尔酋长国，但是从未有过真

11独,i.的政治实体  大约在19世纪末，库尔德人的民族意识汗

始觉醒，在 1几层人 I和知识分子中，民族统一、独寺的思想开始

滋长 第 次世界大战结束，奥斯曼帝国解体后， 个库尔德人

代表团向巴黎 和会提 出 了独立 的要求，被英 、法接 受，片在

1920年签汀的 蛋色佛条约》,f，作 J’明确规定一但是 1923年 7月

签 汀的 《洛桑条约》废除 r 《色佛条约》，库尔德斯坦独 a[.的设

报浅成为闹影 。而川根据 《济桑条约》，库尔德斯坦被协约国划

    1 另有统11资料认为 该地1K共有库尔德人2(W 万  其中 一华在土耳其 伊

朗有5阁万 伊拉克有350万到4W万，叙利亚有近IW万.亚关尼亚等前苏联地认

约有100 万，这两组数州相澄较人 般认为，儿卞要原因是有关务国出于各自不
同的11的 岔址故意床低本国库尔V人的人日数宁 尤其是士耳其和伊朗，9至否

认国内H尔德人的存在  在土耳Jt 官方t件中从小提及 m尔德人 这个词 而
只足把他们统称为“山[A十耳其人 .伊朗称境内的4尔m人为“不说波斯语的伊明

人” 伊拉克鱿然承认库尔德人的存在 并写进宪法 确认其与间拉伯人同为该国的
51大IL族，但实际I由阿拉伯人控制的政府公布的库尔德人人Li数字远远低 i库尔

德人自已官布的数字  比次，由r库尔德人大多居住在边远地区  山岭限隔.交通

不便 人日统汁卜分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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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给了四邻国家 (今天这样的局面即由此而来)。屈辱的历史和

被分解的现实没有使库尔德人消沉，反倒进一步刺激了其民族意

识，从此库尔德人便走匕了求独立、求统一的斗争历程

    在伊拉克，20世纪30年代初，”气英国和伊拉克政府否决了

库尔德人宗教领袖马哈穆德教长提出的伊北部库尔德人地区独立

的要求后，库尔德人便开始诉诸 厂暴力行动。1937年土耳其、

伊拉克和伊朗签汀了 (沙特巴德条约》，加强三国边境联防，合

力对库尔德人的独立行动进行镇压。1943年在巴尔扎尼 (死 I

1979年)的领导下，伊拉克整个北部地V爆发了 场库尔德人

反对费萨尔 干朝的武装斗争。失败后 ，巴尔扎尼率部进人伊朗苏

占区 1945年8月，在此建忆了库尔德人民主党。不久在伊拉

克、叙利亚和十_耳其先后成立厂库尔德民主党支部。同年12月，

在前苏联支持下 ，库尔德民土党在伊朗苏 占悦言布成立 ‘’库尔

德共和国，’ 但11个月后，“库尔德共和国”就被伊政府军剿

灭 1958年巴尔扎尼又率部从前苏联返回伊拉克，在库尔德山

区坚持同伊拉克政府进行了长达10年的武装斗争。70年代初由

于巴尔扎尼和伊政府达成 了和平协议 (即 ‘.月 Alit”  )— 规

定将在库尔德人占多数的省实行民族自治，因此库尔德人与伊拉

克政府的关系一度有所改善。然而，1972年随着伊拉克石油公

司的国有化政策的落实，双方关系又逐渐恶化，很快巴尔扎厄又

发动 了反政府的武装斗争。1975年在伊拉克政府军发动全面进

攻的情况下.巴尔扎旭又率众进人伊朗境内。在两伊战争中，伊

拉克各派反政府势力再次发起独t(运动 但是在萨达姆第五军团

的攻击下，又 次失败 50万库尔德人被逐出境外，150万库

尔德人成为难民。海湾战争期间，库尔德人东山再起，发动了大

规模的武装斗争。提出了超出自治范围的政治目标一 一要在控制

区建立 个由库尔德人自己管理的临时政府，完全脱离伊拉克

这次武装斗争得到了厂大库尔德人的支持，声势浩大 到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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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月 卜旬

德 人培住 这

他们一度攻克了包括墓尔库克在内的90%的库尔

与伊南部什叶派稼斯林势力形成臾击之势。但是好

景不 长 不久这种局面就在伊政府军的打击之 下迅速 瓦解。伊政

府军的镇几 ，使大批难 民涌向邻国 其中进人伊朗的约有 100 多

粼
但是奸 一
o f1}afiirn 4c一

策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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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进人 仁耳 其的约 45力 ，此 外还有 数 十力人粉 留毛二土 、饼边

堆地区 后来在联合阔和美、英、法等国家的于预下— 海湾战

争结束后，美、英、法在伊拉克北部建立起r保护区，不少库尔

德难民返回伊拉克，并且在美英法建立的安全区内宣布成立了

4库尔德共和国”。对此库尔德人政权。伊拉克政府坚决不予承

认、但是由干美、英 法的保护，也无可奈何。这种僵持局面一

直延续 卜来

    同样 在土耳其，库尔德人自1925年以来 (当年发生了由

皮日安酋长塞德领导的库尔德人起义)也 直就没有停止过反

抗 他们先后成立了库尔德斯坦民主党、库尔德斯坦1人党等政

治组织，以此为领导核心与土政府进行对抗，包括参与针对当局

的政变和与政府军进行旷日待久的游击战，特别是进人80年代

以后这种对抗的强度明显升级，库尔德人游击队甚至经常使用恐

怖手段来对付上耳其政府。而上政府对库尔德人的这种反抗活动

则 直施以武力。为了围剿库尔德人游击队t当局常常是陆、空

军联合.如临大敌 甚至不顾外交风险，越过上、伊 (伊拉克)

边界进行追杀 (此类事件在近几年常常见诸新闻媒体)。据i5E仅

1984年到1993年丧生者就近20(X，人。而为了围剿库尔德人反

叛武装，土政府军调动了巧万军队和准军警察部队，每年在这

战场上耗资约66亿美元，约占政府预算的1/5声

    在伊朗，巴列维王朝被推翻后，库尔德民主党夺取1'大量武

器，控制了库尔德人居住地区的大部分地方政权。但经过与政府

加 据美联社记者丹尼尔 瓦京1993年12月21 发自安卡拟的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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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 一年多的激战 ，库尔德民土党失败，最后被迫遁人山区。此

后，伊朗库尔德人就 直处 于政府严密的军事控制之下 .由 于力

址薄弱.因此才没有掀起大的波测

      儿 十年来，库尔德人问题- 直是影响 f耳其 、伊拉克 、伊Wi

等冈家乃至铭个西亚地区政局的 个令人头疼的乱源，是世界格

局中 个灼眼的热点。就库尔德人 来说， 一方而跨国而居的状态

使得它们在武装 :I争过程具有 ”常的韧性，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和

更多的可乘之机，他们能够在 国受到挫折时很 自如地转移到囚

界 另 侧 大避难或者以 国为基地攻击另一国。比如土耳其的库

尔德人1几人党游击队在遭受上政府军的大规模围剿时就经常以伊

拉克和伊m境内的库耳德人地区为避风港;伊拉克库尔德斯坦民

毛党常常以伊朗为4地攻击伊拉克 ，这就使有关各网力围剿库尔

德人武 力峡时很难取得彻底的效果 ，但a另 一方面 也正是这种

跨居状态在很 大程度 1_造成了库尔德人内部的不团结— 由刁不

同的国家发展水平不同，对待库尔德人的政策不同。比如，在 卜

目其的库尔德人地区 农村电气化 1.程，通信1_程以及水电站 I几

程近几年来都取得 了 定的进展 ，而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地 区近

er年 来则4本处 J一停滞状态;伊朗和上耳其都不承认库尔德人的

民族地位，对库尔德人基本采取了强制同化政策，而伊拉克则承

认库尔德人的民族地位.井给子了库尔德人 一定的自治权，因此

刁、同国家的库尔德人的政治地位 .经济条件 、文化状态也就不尽

相同 而这此条件的不同，rE加之库尔德人传统的部落派系等因

次的作川，自然使得不同地区库尔德人在利益 卜各有所市.在具

体的v争过程中政治诉求 、斗争 手段多有分歧 ，这种分歧有时甚

至达到水火不容的地步 事实卜，尽管r_1其库尔德斯坦民上党

和卜耳其库尔德折坦 卜人党.伊拉克库尔德斯坦民主党和卜环其

库尔德斯坦 1人党.伊拉克库尔德斯坦民上党和库尔德斯坦爱冈

同盟、伊朗作尔德斯坦民主党等等都宜称在为库尔德民族权利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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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了维护国家的统 一 对本国蹄尔9人的独立斗争，它们都采取

犷坚决的高压围剿政策 为达到剿灭的目的，彼此间有时还会进

行 定的合作。比如，」二耳其i伊朗.伊拉克就曾分别有过秘密

协定 ，允许对方军队越境追剿库尔德人武装。同时对邻国库尔德

人的独 立运动，任何 国打心眼讲也是坚决反对的。因为它们知

道任何 一国库尔德人的真正独立都会对本国的库尔德运动产生火

1浇油的效应 正囚为如此海湾战争之后，卜耳其、伊朗、叙利

业都反对在伊拉克制造 一个库尔德人国家以肢解伊拉克的计划

州是另 方面，它们又常常乐丁利用边界另 侧的库尔德运动去

骚扰与它们有利害关系的邻国。干是几十年来 经常出现的戏剧

性陌景是:边界这边的库尔德人在另 一边政府的支持下给本国政

府制造麻烦 70年代初巴尔扎尼在伊拉克领导库尔德人起义，

就得到r伊朗的支持 (后来之所以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伊

朗撤消对他的支持)，80年代两伊战争初期 ，伊拉 克支持 r伊朗

库尔德人的反政府武装;I争 而巴尔扎尼游击队则得到 了0黑 ’走

和大马t革的支待  在海湾战争初期、土耳其和伊朗都支持r伊

拉克的库尔德人 这种情况甚至到今天依然如故_国际社会都明

自，德All -和大马t革仍然是i月其 I人党游击队的支持者_叙

利亚认为卜耳其在安那托利亚东南幼发拉底河士的筑坝 IN对叙

利亚的农业构成 了严重威胁 此外，从国际钊会的角度来说，尽

骨觉得库尔德人的处境值得同情。时常对七耳其、伊拉克等国家

对库尔德人的镇压进行谴责，但是在建立独立的库尔德斯坦国家

的问翘 I没有 谁敢贸然行事。因为那样将不仅意味着巾东地区现

秩序的失衡、甚至瓦解，而且对整个世界现秩序都是 个危险的

信Ii.在这种种因素错综复杂的作用之一「，库尔德人问题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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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无药可治的疮疤，一直浪烂着

      这里以库尔德人为例来讨论跨国民族，特别是更具有有利的

地缘条件的跨国民族的独立统一问题 ，只是因为它比较典型 而

实际 卜，在很多跨 国民族问题 (特别是跨 界民族 )中或明或暗

都由 J一存在独立倾向.这一倾向在很大程度 上来说构成 了跨界民

族冲突的最高的政治诉求。欧加登问题、纳 卜问题，从索马41

亚美尼亚的角度来说，其根木出发点就是民族统 一，领土要求本

质 1可以看作是这种统一的手段或条件。而特性西瓦尼亚问题、

科索沃问题和匈牙利人统 一思潮 .大阿尔巴尼亚设想等等从来就

不是秘涝

    还应该顺便指出，在跨囚民族问题引发国际矛盾的关系中，

实际 L还存在另 一方面问题 ，即国际矛盾影响跨国民族的处it

总体来看 ，这种 “影响“的基本规律是，国家关系越紧张，跨

10民族 目 要指在所居国处于少数民族地位的那一部分)的处

境越艰难，在很多情况 于，它子1几往会成为国家问冲突的栖牲品 .

“人质 或〕具。这种现象无论在历史 卜，还是在现实中都不少

见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 第 _次世界大战期问，德国入侵前苏

联，结果月活在伏尔加河流域、高加索.克里米亚、莫斯科、列

宁格勒等地区的 100余万日尔曼人遭到厂前苏联政府的集体惩

罚 前苏联政府指责他们中的一此人是德国的 ‘4第五纵队‘，井

以此为理山在短短的几个月内 (1941年8月正式作出决定，

1942年初个部迁完)强行将他们举族发配到 r中亚、新 西伯利

亚等地区，并对他们的行动进行 r监督和限制，规定只能在指定

的特别居件区内活动 ，这 一限制到 1955年被取消，但是他们水

远失去了原来的家园和建介自治共 和国的权利 ① 第二次肚界大

下
|
1

跨
国
民
族
理
论
问
肠
综
论

    〕 参见 苏]布加妞 (论30 -40年代苏联w逐民族出境问题》，载f民族译
从》 1夕0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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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期问 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军事基地之后，美国特 厂便在加利

福尼亚等西部各州大肆搜捕 日裔美国公 民 尽 管这此 人 大多数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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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第 代甚至第 -:4C口本移民后代 了 未加指控即被拘捕的人达

12万之多 17。年代末越南入侵柬埔寨后，中.越关系急剧恶

化，4南当局遂在国内掀起了大规模的排华运动，残酷的版迫和

疯D的惊夺，迫使人最华人向外逃f 有资料讲，从 1975年到

1986年，有人约60一70万华人华侨被驱赶出同境 ② 也有资料

说仅1979年全1980年问就有约50万越南人逃出或者被驱赶出

国境 其中大部分是华人 越南华人人数原来近 200万，到 80

年代巾期时，大约 只剩 卜70万左右。关 J这类跨国族群问8 .

11前相义1来讲显得不是 t分突出，因此这 里只简要 一提，不再

细论

第一节  现实背景:当代民族

      问题的时代烙印

    ttkn t%,.跨国民族 ills从矛后的角度 而言，fa近代主权N

家成为世界政治秩序中的主体 以来 直就存{I，但是相对 而高，

近 r年来它更为凸显、影响也最为强烈  从 一定意义上讲，跨

国民族不同部分的自治、独守.合井运动以及基于民族理由的 -

国对另 -N的指责.介入、14已经构成了当今fit界地Ix冲突中

的仁流倾向_它突出的粘连性和蔓延性使其对现存的国际秩序冲

击和挑战比任何其他问题都更为严重 I正因为如此国际社会对此

类问题就显得特别敏感。 IL约在科索沃问题 I如此卖力和投人.

    用 弗谢沃洛德
s月6}「

奥夫钦屺克夫:(谁在惩罚南斯扮夫》 (俄罗斯报、

z  金旭东 《试论印支难民olj胭的特S[).《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88199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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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 至小恰冒险，共原由不仅仅是关心科索沃阿族人的权利和命

运、实际 卜，北约所真正担心的是科索沃间题在周围阿尔巴尼亚

人中蔓延进而引发东南欧地区的版图大地震。那么，跨冈民族问

题何以在近些年来变得如此突出和剧烈了呢?

    从理论底层讲，跨国民族问题可以纳人到民族问题中来统一

讨论

    一般认为，种族.宗教、文化I的差异，地区经济发展的不

平衡.民族政策中的小公正，政治权利分配的不均衡 ，民族 1层

人 1的权利欲 历史积怨，现实生活状况恶 化以及某此特定外界

影响等等，都是刺激民族情绪突发及产生民族问题的贡要因素

就这服所论的跨国民族问题而言，上述因素无疑还是根本性的原

由  这从前而所举的民族问题案例中不难看出.但是宏观审If现

今突出的民放问题情势，我们以为，除上述基本因素之外，现实

世w格局的变化和世界发展趋势，或者说世界政治、经济、文化

大气候的时代特和同样特别值得研究

    m先是世界两极格局瓦解的反响

    从第_次 ItW-*战到 80 代术的几 1-h M.世界格局是以

美国和前苏联为上的两个阵营的对抗，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

意识形态的对抗为主要特征的。当时可以称之为霸权主义下的两

极均势。这种对抗不管现在看来多么狭隘、固执、狂热，但它最

大的好处是使社会、国家和国家集困保持了一种有向U力的稳定

和团结 事实 上，儿 乎所有的网家 (包括那些在所谓的民族运

动中独 亿起来的 、自称走中问路线的因家 ，比如 ’‘不结盟 国家

组织”的成员国)都 自觉或不 自觉 地属 I-某个阵营，加人 了或

被挟进了那场抑制除美、苏之外的个体利益的集团对抗。这是无

时怀疑的事实。其时跨囚民族现象不是不存在，民族意识、民族

矛盾也不是没有 ，但问题是在双方都在为想象中的有关生死存丫

的一战而蝎力准备.在利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非此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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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不共戴天的背景 F、包括民族矛盾在内的任何其他ICI En不

可能不从浅于这一 “大局”，不Of能不带有这种冷战的烙印而独

树 帜 成为世界的焦点，即使有所表现，也不可能形成大的气

候， Li.六 I年代匈牙利 、捷 克斯洛伐克等冈的民族 卞义者 度也

有所动作，但是刚刚开头，包括民族卞义色彩浓厚的领导人即被

前苏联以 危害乎1会 主义” 为由压制 了卜去，甚平罗马尼 亚政

府.卜的匈牙利族领导人都受到了清洗。南斯拉夫社会上义联邝共

和国和法国也曾挣扎着自我表现了 番，对苏.美0权表示出

定的叛逆 ，fd是也很难 说亡们走出了两极对峙的阴影。可以说 ，

m极对抗的格局在很大程度 I转移.掩盖、抑制了民族问题的发

叹.和表现

    然而从80年代末开始，形势发生1fr大变化 各种力量的

此iii彼长使美、苏的窿断地位产生了差异，特别是苏联的a权地

位终P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人们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认识

也有了新的发展  于是愈识形态的对抗日趋缓和，对付共同的、

随时都在想着向自己动卜的敌人川，维护集团成员共同利益的价

值观和阵营界线逐渐变得模糊，原来的对抗集团逐渐失夫了顿以

存在的基础和意义而趋于瓦解。20世纪90年代初前苏联的解体

点味着两极格局的m终破产，’气然，前苏联的解体不只意味着对

且 国的影响，也自然地影响到一些国家和人民对社会主x的信

念，I一M其阵营的凝聚力的不可避免地 「降，从而在失去了强权

控制、失去r共同的 “事业”和明确的敌人，失去了 统的政

治价值规范的新环境中，个体的因家和民族自然得到了充分自找

发挥的余地 .人们对 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本能地就会有更多的

    ① 这种判断多半基于一种主现祖测  但9这种i观脸测经过多次的折射和反
射.似下u成了 种证据确龄的3实— 由了双方m合极重， 方采取的 “防御

行动在对方万起来则可能是 ‘挑衅「’行动。从而引起后者作出进一步“防御 反
随 而这 反应又只会证实前奢的怀疑 这就M所谓的 “俄像”效应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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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这样 ，民族主义的重新泛起也就成 了 一种必然

    从这个意义L讲，伐们以为，近二卜年来民族主义的勃然兴

起i两极格局瓦解或者说IH的两极均势的崩溃有着深层的逻辑关

系    两极格局瓦解为民族主义的I新兴起提供 了 一个契机 ，民族

主义的兴起实际」是对两极对峙时期筋权政治的一种冲销，是对

冷战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 一种自然的替代

    其次是 ’个球化”浪潮一定时期的衍生物。

    全球化，是一个可以从多角度辨识、讨论和认知的概念，现

在已经石许多不同的周延界定 但是 一般认为，它实际L是自

0 肚纪末 16世纪初不断国际化、世界化这一长久的历 史过程的

晚近形态_从网际经济分 I的细密、各种知识体 系的全球扩散 、

意识形态和宗教的世界范围的影响到资源、产品、服务、技术、

资木、信息、人员的跨国流动和配制等等，都是全球化的特征，

但M除此之外，它还可以被进 步理解为行为主休的发展并建立

起全球网络这样一种动态过程。总体来看。它是各种全球化网络

的交织 与叠加。从理论 1讲，全球化基本 C是 一个建立在现在民

族国家体系基础!的概念，而个球化，色不仅指跨边界、跨地X

的过程.已吏强调非国家的国际主体的行为和全球共同规范的

作用几

    在哥伦布首航美洲五 ff余年后的今天 ，全球化已不是 一种征

兆、预刁‘或迹象，它己经表现为一股洪流、 个共识、一种体现

在世界各个角落、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的强大因素。在几乎所有

发生在世界背景F的事件里，我们都可以发现全球化过程的影响

力，发现超国家的.跨国境的真正全球性因素的作川 从 1989

年柏林端的倒塌到1991年前苏联的解体，从1993年欧洲统 市

场的形成到1998年欧兀的正式面世。从1994年信息高速倡议的

纷纷出台到今天计算机网络的普遍运用，从中国、印度、前苏联

各共和国的经济转型到美国 、日本、西欧气人经济区彼此之间和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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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内部竟争与合作的新势头，从种族主义制度化的南非的民上

化改革到受原教旨主义之累的伊朗静悄悄萌牛的自由化潜流，从

物质层而发牛的流动速度加快 、增长规模扩大 .相互作用增强的

势头到信息产业 日益明显地取代传统 丁1业的主导地位的趋向。从

毒品问题、难民问题直至环境问题的个球化，从十活方式、r作

方式到讨论方式、思维内容的全球化， 或多或少，我们总能

从中观察到所 谓 “全球化’的基因和影响

    从具体内容和时问 上W ，全球化在很大程度 里_可视为 一个与

西方主导的现代化同一的过程，是这种现代化的新阶段 但是从

玄观的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来说，全球化则是一个客观历史过

程，即某种不依具体的环境、地域、#l会体制、发展模式、意识

形态为转移的走向。对作用对象来说，这一过程既无法反对，也

无法 9避，就像生物物种不可能反对和回避进化规则一样。而这

种不可选择性 自然就意味着某些结果的必然性

    同物种起源和进化的道理 一样〕全球化过程中肯定也有一个

适应问题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在其大作 《历史研究》 一书

中曾列举过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的二十余种文明形态 (也就是民

族文化形态)。而时至今日，这些文明中存在 卜来的仅仅六 七

种，其余相当一部分被近现代的全球化进程冲刷掉了。这个历史

巾实说明，全球化带来的不仅仅是3i放、融合与 致，同时也伴

随着某种损害、筛选和淘汰。而无论从历史上讲，还是从现实中

看， 个基木的事实是，相对而言，披上国家外衣的民族在这全

球化的浪潮中往往更具韧性、主动性，更具有生存优势，它们构

成自计界秩序中的毛体，也受到了这种秩序的保护。而没有国家

保护的民族则往往显得比较脆弱、被动 易受损害。历史卜的犹

太人、现在的印第安人、吉普赛人、库尔德人、巴勒斯坦人都提

供了这方面的佐证。而对于事物来说，往往是有多大的刺激，就

会有多大的反应，愈临近消亡 生存的欲望就愈强烈，愈受到打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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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抗争就愈有力度，这又是辩证规律。所谓 ‘4现代化过程强

化 J’种族和宗教身份的作用’】①就从这个意义1讲的。由此而

沦，全球化过程中的冲突、磨擦就是不可避免的。民族争取最大

阳硬的自主权的诉求在这 '-w实r程度I也就是 一种必然 今灭

全球化浪潮空前高涨，民族 t义[.I然也就凸撇

    从另 个角度说，今天的全球化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是对

传统的囚际关系、对国家主权及其他权利.对以国界标不人群活

动范围的规则的一种深人待久的挑战」很明显.对于 个国家来

说，地Ix组织、N际机构、跨国经济实体数放的增多，规模的U

大、能址的膨胀和权利的升级，只意味若原有的绝对I权、绝对

利益的rk失    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展，特定经济活动规则— 包括

件_产 、投资 留易 、余融等各方而一 一的普遍化，对原来以某 -

国家为中心的多种制度 .规 弯显然 是 种 冲击_这种 “冲击”

  方而对旧家民族主义构成了 种刺激  近代以来的历史已经证

明r这 汽:经济个球化的厉史与民族主义的历史几乎M同步

的Z.其中的道理也不难理解。全球化在很大程度 L是信息、经

济和技术力煊的使然，信息的.经济的、技术的国际化进而全球

化足人t历史必然进程,但却被代表不同利益的个体单位所利

川 这样各种利益发生冲突的机会就大为增加，同时经济技术的

全球化也使得竞争的烈度和广度大大升级。为r维护国家利益，

就必须援引民族 上义  但是另一方面，它对国家 t权的侵蚀又在

很大程度1减低 j一国家的权威 这无形中为地方民族主义的膨胀

创造了条件 仔细琢磨、我们不难发觉，很多情况 卜，地方力hi

之所以敢 J、能 曰却1,火政府发难 ，与L.自身对外联系的紧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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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 灯沃同危机:神族冲突.宗救,,暴力》 憾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
背景厂的社会(n]题), 83贞 化京，北京大学出版衬，1997年版

    势  这 点特别值得注意  不少人把个球化理解成f民族L义对r面
把问题简单化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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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家权威的弱化不无关系。面对国内突出的民族问题，比如英国

的爱尔’八、加章大的魁北克和西班牙巴斯克的分离运动，中央政

府实际I_MIJe力不从心·在今天这种背景之下，E们已经不可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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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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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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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无所顾忌地采取任何手段来处理问题 ，尽管这此地区在法理 1

还足国家的 部分

      今人全球化浪m的另 一个影响是，它空前地拉近 了世界的距

离 捉进f民族之间的交流和互动 而这种交流和阮动，从 个

某个角度来讲，它有利f民族之问的了解、沟通和融合、与20

年前扣比，今人的中国人和美国人彼此问显然少r许多陌性和排

JF. IN 了几分熟悉和认69    但是站t1另 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

晚.晚 .晚 l-rjn-r强化 I i' 内部的共通性和彼此的差 Fr性 在频繁

的 近撇离的接触过N中，或者是在尤所不有、无时不有的媒休

价也的引导下，人人既有更多的机会发现同类.也有同样多的机

会发现异已。而这种 “发现.’的过程，也就是民族自我愈识及

与之相伴的民族排他意识不断强化的过程。而民族自我意识的不

断强化就构成t民族上义产生的从础'可以认为民族主义就是民

放11我意识的政治升华_

    概括 I.义，我们可以讲，共体而论，民族问题可能各有各的

原闪，但是宏观而言，20世纪最后这20年里民族主义的兴起和

4延以及民族问题，包括跨国民族问题的产生和升级与这段时期

国际政治格局和个球化发展特征有深层的逻辑关系，因此具有很

人必然性.无论我们愿意不愿意，能不能解决，都必须而对它，

这尤可选择。而且从现在的情况来着。在今后相气 一段时问内

lv还有进 步蔓延和加剧的川能。尽力疏导井解决矛盾是现在人

们必须做的，但是也不v有彻底 ‘·根治”的过高期望。因此，

曲对这种时代特征 ，研究民族土义、民族性，特别是跨国民族在

其中的作用，以及构塑N家梢神疆 界这类问题，其迫切性不 言

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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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章  跨 国 民族 和 平 跨 居 论

第一节  和平跨居的理念与现实障碍

    2lift纪ttt界会 出现怎样的前景，文明时代的人贻

能否尽快告别自相残杀的悲剧。这 方而虽只能在现代

世界形势的Wcti 1- 但另 方而，全at界人民也有

充分的卞动权去v造术来 ，认识世界 于一此至关 币要的

问题.积极改造lit界，促进tit界的新格局更有利 I几和平

与民I三的I流发展趋势 而跨国民族ml题就是这类问题

之 。同源民族在术同的国家跨囚而居，是当今世w齐

地R普遍存在的Ili史既成小实，5(1 k好这一普遍存在的

现实，既涉及或影响到周边毗邻而店的跨同民族，也关

系到不同制度的国w内部的民族问题，其至从而牵动裕

个世界人类发展，就是说，在呜今IN.界，认真玉视对各

冈跨因民族、族群及移民族体.宗教集团的研究，势必

成为民族研究领域带有世界性的迫切课题，也是从事世

界民族问题研究的玉要内容

    20世纪是人类近代历史I风Li速变.全球震荡的

时代。人类为之饱受两次世界大战之苦，最后以惨币的

代价换来了IIt界帝N卞义-i W9权主义幻想的破火，改变

跨
国
民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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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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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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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帝1阅主义列强控制世界的格局，帝国主义、m民主义统治逐步

退出历史舞台，和平与民主终于成为1气今世界的主流。同时，随

肴全球化发展，人们也看到f欧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反映出

西方文化确有其进取与优质的一面;但20世纪西方发达国家不

晰引发lit界大战与局部争端以及对大自然的毁灭性索取，又暴a

了西方文化及有关国家贪婪、扩张、疯狂追求个体利益的劣质性

  in],因此也引起了西方明钟人十对自身文化的反省① 正当人

''.N:疑这种西方文明而期v向东方追求 “世界人同”的传统理

想文明之时，在东方的社会主义大闰阵营中，突然如晴天翁雳，

第 一个社会上义的多民族同家竟然迫然解体 !前庞大苏联的大地

1经济崩油，生活艰难，战火蔓延，民族问题此起彼伏。东欧、

，「‘亚 个个国家脱离社会主X阵营而纷纷独\f o苏联解体后，欧

洲各14不再以共产主义为威胁，遂推行地域经济联合 也逐步摆

脱」t国的控制 所以，这 风石突变的事件.也就结束厂原来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M的资本主义阵营这两者

对峙的世界总体格局。许多国家面对这 一现实，纷纷反思，进行

改革

    这样 ，在世界力量对比的新格局方 面，20卜地己留给人类的，

足 个个重重的问号 也即 11格局已经打破，相对稳定的新格局

尚未完全形成 ，世界形势处在新旧更迭的多动荡 、多变化的过渡

时期，各种势力必然要利用这 一过渡1付期 争取有利于己方的格

局，或者说，有利于己方的力量对比定肠 ,这也就决定 了这一时

期t=a各种力R的公开的和隐蔽的斗争+分激烈。现代世界各种

性质的民族问题应运而生，特别是 ‘二个主义”逆流此起彼伏，

几乎席卷世界各个角A ，其中又多数与跨同族休密切相 关 在这

    1一  参肴 (Lt-m传统文化与
人学出版社 1992

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南京，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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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膺涅 卜，它正被披上形形色色外衣的势力所利用。民族问题，

包括跨国民族问题就成了既复杂又至关iff要的世界焦点 rnj gg之

一。正是当今世界形势的这种特点决定了跨国民族问题具有影响

未宋新格局的玉要地位

      前述不少章节已表明跨国民族间题是 一个长期的、具有多发

性特点的、错综复杂的问题_‘它在世界新格局中的发展趋势.关

系X11世界 L大多数多民族国家的安定和兴衰，甚至关系到有些jiq

家的存亡 ，关系人类的发展道路

      无沦从民族理论考虑。还是从世界实PT出发。“民族问题将

会在很长时期里存在着,,,iv 世界曰’泛分布着二手多个不同的

民族，既然是不同民族，就意味着差别，有差别就有矛盾，跨国

民族也不例外  尤其是世界范围内不同冈家、不同阶级 、不同民

族的权益之争，还普遍存在，必然会反映到跨 围民族领域中 ，虽

然，并不是所有的跨国民族都会引发争端.成为 ’问题 ，但 当

代[i(界此起彼伏的跨N族体问题。使我们不得不a视和承认这是

民族范畴的多发性问题 ，而 且往往十分复杂，久久不能解决

    我们当然特别关注周边地区与国家的跨国族体问题，如果一

波接一波地掀起，长此以往，有关地试的自我削弱，或将会导致

发展中国家成为更落后的不发达国家，对世界新格局会产牛令人

遗憾的消极影响 有些国家是否会被别有用心的势力控制?这一

地区的格局是否会由于动乱而形成更落后的亚洲去面对先进的西

欧和英美呢?形势严峻。必须进行国家与跨N民族和平跨居的模

式塑建，这是有可能逐步实现的前景

    20世纪90年代，笔者已指出当代世界上许多民族问题，实

质 L是跨国民A问题, +年后的今天 以 “恐 陇卞 X" 下所 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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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  毛4东:咬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 几次全体会R1的讲话)

(1956砰II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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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宁1「的 个 卞义” 恶 势 力的逆 流

钻汁’i现实性

对它会如何发展

由 J二跨国民族往往具有多发性和不安定性
渊

以及怎样应对其发展，十分关注 一般跨国民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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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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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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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发展，从历史与现实情况分析，基木 I有尸种较典型的

哨汉 I

      种是由跨国民族众多的多民族国家统一为国族性质的民族

国家 例如非洲现在有if 1多个独立国家，它们的a界大都是

19世纪末期山列强9意划定，是殖民上义者争夺和瓜分的结果，

根本没有 考虑按 1卜洲历史」形成的国家和民族情况来定淑界，这

样，原来许多统一的比族被分割为两个、到{多个、如富尔贝放

0为}红国边界所分割 另外，非洲有此闪家和地1x，严格地

说，还处在部族组合形成现代民族的阶段。所以 方面，在非

洲跨亡喇记族现象儿乎闪国都有 ，另 方面，不少跨国民族 自愿融

合}所A1-1,逐步形成 f统 的现代民族和较大某 一民族的国

家  如埃及、马达加斯加、突尼斯等 t多个民族较同质性的国家

已宜竹形成 这种现象还可能进行。可以说，这是由J他们有共

同经受梢民书义几迫的厉史和感情共鸣，这也就成了他们最大的

1吃放特性与 致的民族意识，能够内0和平触合为较大较同质性

的民族」阅家 这种 自愿的融合同化  自然应 子支持，也iF在非洲

这 类地ix值得提侣的 一种发展趋势

    第 屯种共有同 跨国to族的不同国家，了f相争夺同族领 忆

以分裂居」他国的同族及」〔领土为目的，因而局部战争连绵不

断  这样，有关国家和h关地区跨国民族问题就会宛如未除根的

野草，春风吹X呀，反复发生，问题久久小能解决。这是a应该

反对'd制ri的发展趋势 一切明科的、爱好和平的人 七 都不土

张借跨国民族问题进行分裂王权冈家的权益之争，造成所在各国

q产破坏.生灵涂炭，影响民族发展，也影响世界局势的稳定

我们认为，、1代尚不能忽视 仁权，除非有关主权国家自愿放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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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此民族跨居地的t权，否则，跨国民族之合成单 一民族N家的

迫求，除r引来战乱，是不时能有好结局的

    第 ，，提倡与构建跨N民族和平跨居模式。根据马克思 、思

格斯曾经指出过的 些处理族际 国际关系的原则，我们以其精

神川J跨N民族问题，概括为跨国民族的 “和平跨居论 即应

该鼓励同源跨国民族和平跨居干所在国。恩格斯说 :“欧洲最 近

  千年来所经历的复杂而缓慢的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是，差不多

每 一个大的民族都同自己机体的某些末梢部分分离，这些部分脱

离 f本民族的民族生活，多半参加 了其他某一 民族的民族生话，

已经不热丙和本民族的 七体合井 f 而这种 清况最终会带来不

小的好处。政治 1形成的不同的民族社往包含有某些异族成分，

这此异族成分同他们的邻人建众联系，使过于单一的民族性格具

有多样性，】叭
    根据这 理论，对拥有跨国民族的国家来说，应该把民族从

主体中分出而形成跨国民族的现象，也看作是历史发展的 ‘4自

然结果 认识这 汽是捉进民族其有 “多样性”，而最终对各有

关民族带来 ‘不小好处” 的事 非常明 显，马克思 主义是主张

不同异族成分互补的，包括脱离母闰的 “末梢部分 去 ‘参加”

其他国家的民族生活。所以，应该提114跨国民族与所在国各族

“和平共居”，即 与母国同族 “和平跨居”。反对总想把他国同族

所居领土、资x祖为己有。井人己方或将民族聚居地分裂成单 -

民族国家，而引起无穷尽的争端和战乱

      和平跨居，‘至少应有以下，方面的内容:

    1 在自愿保留与At国同源N族的院族特征和民族认同的条

件下，努力作为所在国的 个成员，为所在国的经济致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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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I人阶级同NN 有什么关系贷

北京 人民出w社.1拓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0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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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宫裕安定做出贡献;与母闪同源民族发展各种 关系，以促进

叶国 ‘J所在国的区域合作 、睦邻关系和友好交往为目的，以沟通

双方联系、消除各种隔阂与误解 为己任 ，成 为维系 “和平跨居”

的齐方国家间的纽带

    2 所在国各方以 “和平跨居”作为木国睦邻政策的指 导思

想 ，不凯叙它 国领七，以实际行动保证不支持分裂它国的组织及

其活动 、否则 只能带来有 关阔家札1厅 系的恶化和鼓终浩 成齐 方

目
国
民
族
和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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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排

峥

和

的共同不稳定形势

    3 有关国家应保护跨国民族在尤压 ] 无外 国 十涉 条件 下

居作国的自由选择 ;在确定无分裂活动的背景前提 下

流动措施.而避免矛盾冲突 可以自愿同化 于所在国

协商安排

或 回归hi

{叫  流动到它国

    要实现 “和平跨居

平跨居 的必要条件 .

这一发展趋势，必须研究 与创造

采取相应的政策。这就要求我们充分 J

w{Ui史1的经验教训、加以借鉴，再根据当代价界形势，加以发

展，最终促进跨国族体与所在国各族间形成良好族际关系，充分

发挥增强向心力、减少离心 力的制约因素。11和平跨居 需有必

要条件和制约因素的保障、如跨国民族的所在国ej母国均应以

“和平跨居”作为相互国际关系的雕则 ，如果有一方凯叙跨 国同

族生活的领 卜，则另一方必须有稳定而强大的边防、国防力最 .

制比对方轻举妄动，保 1!己方跨国民族生息的土地和己方边摄

同时必须认识，仅军事力堵强大还是不足以维护 “和平跨居”

原则的。尤其对跨国民族地区来说，需要 ‘·两道铜墙铁壁”。军

事力最是一道主要的铜墙铁壁;而保 几国家祖域的民心、向心

力，则是更不容忽视的铜墙铁壁。现代社会跨国民族的民心所

向，则是更为严重的问题_如果一方丧失民心，其民族与另一方

同源民族内外呼应或侵占领土，或分裂迁出，则无论武力多么强

大，都难以形成 “和平跨居”之势.，相反 ，如果深得民心，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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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民共抗分裂势力，任何分裂势力破坏 “和平跨居”的日的，

如得不到边珊跨国民族的广泛支持，都难以实现，更难以破坏

“和平跨居 而合井同族

      ‘和下跨居”还需要所在国与母国有足以使各 自的跨 国民族

牛存发展的良好牛活环境;有足以使跨国民族感到可依赖和叮信

任的政权;有足以使其留恋的平等和睦的民族关系，这此都构成

厂“和平跨居 的牵制因素和必要条件。如中冈甘甫阿克塞地

区的哈萨克族群众，对这块有发展前途的牧地已有感悄，周邻关

系也有 厂很大改进，多数不愿再回新福故地，或迁往陌生的国外

同源民族处 所以，他们自然就拥护 “和平跨居”原则

    通过现实不难看出，’·和平跨居’的实现，归根结底在于增

强民族向心力，克服离心力的问题，本书也提出了塑建 ‘4国家

精神疆域 的问a  向心力，离心力、国家精神疆域认同，是

  个较复杂的问题.总括起来，影响其发展的，似乎无ll是民族

宗教lIq素.政治政策因素、经济钊会因素等，但却不能简单化、

  一般化，需要深层次地调查探讨。例如:笔者曾在20世纪911年

代出访独联体时，调查了一些中国哈p克族和哈萨克斯坦的哈萨

克族对跨国而居的看法  就当时的状况，他们中多数基本上是安

店各方的，丛然没有对某方领土的N叙，但不是没有任何可能迁

徙流动的因素 中闪的哈0克族看到他们跨国而居的兄弟们牛活

11W品尚以俐难，条件还不如中冈，总的说来，多数乐于在本

国  比如，我们的人民币与美元的比位稳定，不易贬值.他们羡

慕人民币，也赞扬中国.因此，我国的少数民族出国后也很有优

越感.自豪感，增加了对自己祖国的向心力。似近年哈萨克斯坦

以优惠安w条件吸引境外各国哈族，我国也有外流.但去后又有

种种物质上的不满意。可见，物质经济基础对跨国民族的1句心力

是有明撇影响的，它也是一种强大的边防力量，也才能 与邻困 If,

等协商。若能把跨国民族各自 ‘和平跨居  于所在冈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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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为双方所在国的国际关系准则，那就是所在国人民之幸。人类

和平事业之幸了

    按马克思主义原则，民族关系的决定因素，即 ·各民族之

间的相 互关系取决丁释 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 1和内部交往的发

展程度 ’〕如果各民族间相互平等地提高生产力

经济布局和分 i合作 、尊重民族竟识 、宗教 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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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行:，同时 又能使生产力有极高的、超越他国的发展程度

质生活优越 ，川‘么。民族 关系

民族就会增大民富境安的i7能

般就相对融洽 这类地 区的跨 国

良好的族际关系 一般也就不容易

被破坏 而成为有关国家国际关系破裂或发生争端的导火线 、们

现 实11A中决定民族 关系 包括跨网民族间相 4关系的因素也是

形形色色的，需要从占今中外的实例.卜广泛进行研究。如前苏

对阿富 f&H战争中，中亚五国与阿富汗的跨国民族，从敌对关系转

变为和解关系了.在战争交往中，显然是民族 与宗教意识胜过 r

国家属性 意识 ，穆斯林同族兄弟感情左右了形势 .宗教 与同族感

m也就成 了与前苏联离心的it.要制约因素

    关丁经济的制约作用，在此不多谈国富民安的一般道理。笔

者t年前曾提出，必须认识经济结构的作月3 其 一、是边播跨国

民族地区与东南沿海和内地应相互形成一个 ‘4经济网络 ， 一个

准也离不开谁的经济网络 它应该是一个多层次的、足以形成网

状商业文化圈的经济格局。例如，边贸在边疆出口，则应与内地

及沿海形成较固定的 “供销关系 ’;而矿产石油在边福开发 ，则

应.j内地沿海形成 “产销关系”等等;还应包括交通、通讯、

令融、信息、劳工流动.感清交流等各类联网与协作关系、，长此

以往 .才能从经济基础 卜直正形成谁也离不开谁的肾 系 即

    ① 马克思、恩格斯:《招愈志赚识形态少 (马克思思格斯选典少，第泣卷.25
贞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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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 ‘中华经济网络”应起到促进形成巾1姗域内的中国特色

的经济文化圈的作用，为子孙后人捉供 个牢固的中国〔，其 、

是要帮助边谧跨国民族有序流动 ，在本民族地区及国内各地设立

跨省 、跨地区的企业和劳务输出机构，使少数民族同样能在全114

大展宏图，利用全国各地赚米的利润建设家乡的龙头企业 .基础

设施，从而便边姻兄弟民族真实体会到祖N辽阔的领土都是他们

的家，只有这样，」能改变让他们封闭在本自冶区、本乡镇中的

状况 ，这点回族同胞的经验值得排) ，他们的行业 、企业儿乎遍

，!，国,遍天下 ，当边疆民族的事业遍地结果时，兄弟民族的心也

就安系 于祖国大地，而顾 不到去追随极端主义搞恐怖 、分裂活动

f 历史1边疆与中原的交流.形式极为1富，历史的经验值得

找们认 真研究

    但现实生活中，要实现 ‘和平跨居”是 个需要长期努力

的过程 ，特别暴当代实现和平跨居的阻力来 自各个方而

    首先是世界不同特权阶层追求 一己私利，不惜破坏4.旅互利

凉则.而利川相异文化制造冲突、战争、往往缺乏求同存异的文

化胸bti.因此人类的趋同进程在艰难中前进，跨国族体也就极易

被坚持极端 “排异”性的 “怡个主 义”利用。跨 冈民族与境外

同做民族统 的政治牛活及其联系虽已不复存在，尽骨他们生活

钧不同的N家政治体系、政治意识形态和族际社会环境之巾，但

彼此之1'a]在文化 、经济、血缘 (亲属)和地缘等方面的各种联

系仍会继续存在 ，而风语言相通，风俗相近 ，宗教信仰相同。彼

此通婚互市，相互影响巨人， 旦民族或宗教极端主义的特权阶

层为 己之利利用这种感情与文化认同而追求脱离主体民族国家

而独立，或主体民族国家执行错误政策或生活环境难以满足广大

民族群众意愿时，就会逐步积w为冲突的动因

    政治 1，表现为民族矛盾和民族分离倾向的存在、国家与少

数民族关系的紧张;经济 卜 表现为各民族经济发展的极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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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 。少数民族经济相对落后 ，井由此产生的 一系列社会影响篇文

化上，表现为主体民族文化与少致民族文化的冲突和碰但，后者 一
与主流文化 的异向发展加强 。从 他国的教训 来看 宗教信仰 间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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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是引发民族冲突的重要原因 缅甸以缅族为主的85%以上的

人口信仰佛教 ，而基督教徒 、穆斯林及其他宗教信徒主要分布在

少数民族山区。1961年8月，缅甸总理昊努宣布把佛教定为国

教，立即引起了非佛教信徒的不满。当时克钦族4督教徒即以此

为借IJ组建了以山官早相兄弟为首的 “克钦独立军”，重新提出

克钦独亿国的口号，以后逐渐发展壮大，成为对政府威胁较大的

反政府势力 又如欧亚大陆南端到中东新月型地带的跨国民族矛

盾，大多牵涉到伊斯 兰教与基督教 民族的宗教矛盾. ‘三个 主

义”实际代表着一些宗教极端主义大集团和极端民族卞义大集

团的利益 而由 于有些势力己发展为跨国恐怖 主义，影响到世界

格局的总体发展趋势，因而使跨国族体问题成为决定21 Lit纪关

系人类发展和国际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其次。跨国民族问题一 「1发生 ，必然超出 国的范 围，对国

际关系产生影响 ，井 且1惰代已经成为国际 j多民族国家带有肾遍

性的问题 这 与国际极端 主义势力和一些西方国家扩张主义势力

利用民族 、宗教问题 ，或打着 “民卞” 和 “人权” 的旗 号，实

施 “西化”、‘4分化’战略，密不叮分，不过，这最终会成为害

人害己、引火烧身的不明智手段_同时，民族分裂卞义势力为厂

达到分裂的月的，与国外敌对跨闰族休和宗教极端势力勾结，极

力推动民族、宗教问题国际化，破坏和平跨居

    第 屯，阻碍和平跨居的不仅限于武装冲突，当代跨国民族问

题带来了冷战后国际安全领域的新课题。‘一 个主义”恶势力为

筹集资金，或因恐怖活动需要，进行核扩散、贩毒、跨国界走

私、跨国界犯罪等等。如印巴冲突导致的核威胁;“金一角”的

种4、制毒、贩毒问题:利用边民互市拐卖人日:非法劳务输出

                                                                          241



C.-p汁h胡引e Di 臼.朋皿

rn些  twd 1- arrranandjew Elb- croup,
等等。在中越、中老边境地区，一些贩毒分子，利用跨境民族走

亲串友、通商互市 、人熟地熟的便利大肆贩毒，增大了禁毒 1作

的复杂性和难度。贩毒活动使边境地区各族人民深受其害， 些

人因此染 仁毒瘾 、患上艾滋病 ，身心受到极大损害。而吸毒 、贩

毒扰乱社会治安，阻碍当地的经济发展，影响或破坏边境部分地

区的稳定、在经济利益和其他因素的驱使下，一部分人艇而走

险，沦为毒品犯罪的牺牲品。跨国贩卖枪支弹药、跨国拐卖妇

女、赌博、卖淫漂娟等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急剧增多，对民族的发

展进步造成巨大危害。吸毒贩毒诱发各种犯罪，少数人为 r赚取

钱财以满足吸毒、淫乱、挥瞿的私欲，不惜艇而走险，进行偷

盗、抢劫、诈骗 贪污，甚至行凶杀人，严重扰乱社会治安，影

响边境跨国民族的安定生话。甚至有的走私武器等等，埋下安全

隐 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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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和平跨居在未来的最终

实现与当代多种模式探索

    20世纪初，列宁曾预测、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在民族问题

上有两个历史趋势。第一个趋势是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 .

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 第二个趋势是民族

之间各种联系的发展和口益频繁，民族隔阂的被打破，资木、整

个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

    从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的方式看 ，世界各国也在互相借鉴经

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尽管世界一些地方还存在着冲突，有些

冈家还在发生武装政变等，但开放与交流 ，互相借鉴 、互相合作

有利于民族和闰家的发展已成为各民族的共识。在当前经济全球

化，特别是高科技迅速发展的情况下，一个民族不改革就没有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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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问题 ，这是 种时代发展的趋势。战争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

好办法，而应通过政治谈判、对话，达成谅解。南非通过谈判告

别f野蛮的种族隔离制度;东、西德国实现厂和平统 篇巴以冲

突和北爱尔11问题最终是在谈判桌L取得进展;南北朝鲜经过近

50年的对抗，月始走向和平谈判

      「h于全球化的探入，世界上的多样性 、多元化从观念到实践

都向民族冈家的同质性提出了难以抵御的挑战。多样性、多元化

被认为是 “全球性”的阔有特征。此外，人Q的异地流动和跨

国定居也是 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这是全球化的推进力量，也是

个球化的必然结果.、出 于就业 、求学 、避难和旅游等各种原因带

动的移民和人fl流动，目前已成为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全球性问

题之 有入预测，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我们也能够洞察到国

籍概念的日趋模糊化。那种认为某个入应该是 一国公民，而且他

只能加人 N国籍，只能效忠干 个国家的想法。已经有此过时

厂 对许多国家而言，本国公民与非本国公民的身份已经不再意

味着天壤之别口”①至少在目前的世界，甚至在相当长的历史时

期内，冈家规念、乡上情缘还将会强烈地支配移民的民族情结

但放眼更 长远的未来，当入日的全球性流动和定居彻底破坏了民

族与特定地域的结合，人们的国籍不再难以更移的时候，它对国

家民族属性的影响将最终显现出来。与移民和人曰流动现象不断

增加、规模不断加 大所对应的一种必然现象是族际婚姻的更加普

k十斯蒂芬 U 克拉斯奈著.自分行Q译r(国家主权的命运)，a (国

外社会科学文献》 2以关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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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民族之问的通婚。尤其是不同国家民族间的通婚，将最终摧
毁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基础。

    有人预测，在全球化时代 ，由于通讯技术的发达 ，民族将更

容易在全球性的文化空间维持并确保 自己文化 F的同一性。它使

人们拥有在地球上任何 一个地方通行的自由，而不是使人们返1可

祖国;它也将像性别.宗教、语言或生活方式形成的集团 一样

不再受国家观念的束缚声 全球时代的个人生活意味着 一种无定

居的生活，具有多地域性和跨国性的特征 “我们所处的地方未

必与共同休有关，我们可以完全地游离式地共存 ②这那预测

非常超前、但联想到现在已经出现的 ‘·跨国社会空问”，恐怕就

不能完全视为荒谬 了

    由于新的冈家形态与民族的自然分离和既有A家内部族性多

兀化趋势的蔓延 未来国家的民族A性将最终消解。这对寸现今

门活了民族国家时代的人来说，很可能是 一种痛 苦的前景 。但这

种分离和消解却会彻底摆脱民族主义在人类政治建设1的困扰，

人们不会为N家的民族属性而去追究它的合法性问题，也不必因

民族卞义制造种种分裂和动疡而忧心忡忡.国家将在民族意义1

向 “超社会’的状态跨 出实质性的一步_而如果在此前后也实

现了超阶级的跨越，阶级或集团统治1具意义L的冈家也便消广

r 与此相联的 一个问题是，未来民族与特定国家或地域的分离

意味着其稳定性的动摇 ，这是否也意味着民族的消亡 〕对此，马

克思 1乙义者必然持肯定的态度 因为马克思 仁义认为民族是在历

史 [形成的具有共同文化特征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但它是人类

利会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也必然随着这个阶段的结W而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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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骨这还是一个卜分遥远的未来①。要让各民族有充分的发展，

才能有自觉的融合 ，有 自觉 的融合才有 自然的消亡。解决民族问

题要依靠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精神文明 而Ft-闰内部的民

族问题 日益成为国际性的问题。只有全球范围的解决才能有 长期

稳定的和平跨居的存在。但这不等于现在的人类是无能为力的

比是 代代当代人的努力，和多种模式的实践，才能逐渐达到美

好的全球日益广泛的和平跨居。所以，我们需要了解世界各种可

能带来和平跨居的民族政策与模式

一、中国跨国民族的和平跨居模式与

  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底蕴密切相关

    中国民族众多，有30多个民族跨国而居，尤其我国西北的

  此少数民族 .如哈萨克 .柯尔克孜 、塔古克、乌孜别克等族存

中亚有主权国家存在 、井 且已是主体民族。中亚各国的独立，使

，}，国西比周边地区增添厂新的复杂因素，中亚国家大都有匕a个

民族，彼此跨国而居，且有的民族与中国跨国跨界而居.我国西

化地区与境外国家有关的跨国民族有9个，其中在西北地区人[]

卜万的如哈萨克人 110多万，柯尔克孜人约 14万，塔吉克人

33万，r5孜别克人 I5万左右②。各跨国民族所在国间采取怎

样的地缘政治经济政策，如何制止本国极端民族主 义思潮和集阴

势为进行危害对方国家的活动，如何正确对待与跨国民族有关的

特殊的地缘政治、文化、历史因素，在当代显得 卜分重要 )

    跨国民族从产牛的形态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相对于原同

种族的q国母族而言的他国分支易既未建立主体民族国家 义不

r 前引，几希恩文

丈 0君度.邢{程主编:(中国与中亚》 55负 北京 针会科T文献出版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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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毋国母族而自古分居于不同国度的各跨国民族。也可以分为

双边主体、单边主体和双边均非主体的跨国民族

    我国西北与境外的同源跨国民族主要指与今中亚 、俄罗斯、

蒙ill国等国有上述同m关系的民族。大部分属干单边主体民族国

家的跨国少数民族，多属于大聚居与内徙分支类v、近年来，中

亚有的国家为了使本国主体民族人LI比例增加，发起了同民族人

“回乡”的号召、并召开数次主体民族的世界大会，以T法形式

为迁徙回国居住者提供便利①。这使我国境内的跨国民族叮能产

生少最流动的不稳定性;而由于前苏联解体后的复杂形势。以及

塔吉克斯坦内乱、阿富汗内战的影响。使得中亚地区的民族、宗

教问题和争夺领土资V.等方面的矛盾比较突出，导致这一地区的

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活动有活跃趋势

我们必须关注这些势 力同时也有可能威胁到我国的社会安全和地

区稳定

    历 史」我国与中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国与中亚国家同源

跨同民族语舌相通。民族认同意识、宗教信仰墓本一致。中亚国

家独立后 ，我国西北地区与中亚跨国民族之间的关系如何发展?

如何促进邻I*l边境同源跨国民族和平相处、友好交往、长期安居

于所在国?这些与邻国边境同m跨国民族的关系问题是我们必须

认真研究的问题。我们认为。我国西北与中亚同源跨国民族之间

应利用当前的和平友好的关系，探索能长期和平跨居的模式、发

展 i巩固和平交往 ，努力促进现今宝贵的和平 与发展 总休来

说，他们大多数是属于和平跨居类型的，即虽然也存在因经贸活

动而往返流动的人口，但因政治因素迁出或流出的人口数量不

大、境外成立 主体民族国家 非主体跨国民族外流这中间文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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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薛A度、邢f程主编 《中国与中亚》，86页 北京，杜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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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中国跨国民族总体是取和平跨居模式。虽然中国西部多数省

区地处边睑。为少数民族最多的民族聚居 区。中国各民族彼此间

当然不可能没有任何矛盾 ，也有少数民族分立主义分子企图煽起

分亿主义，但各族基本保持着团结凝聚、谁也离不开淮的关系，

各跨国民族则保持着与境外同族和平跨居的模式。这是我国外交

政策的光辉成果和中华文明的主流底蕴和中华经济文化圈塑造的

凝聚传统的体现

    跨N民族是一种兼有国际关系与族际关系内涵、又兼有政治

与文化内涵的特殊人们共同体或族群集团。从国际关系角度看，

中国西北跨N民族的和平跨居采用过消极防卫的封闭型与积极外

交的开放型两种模式。20世纪60年代以后近30年中，迫于冷

战时期境外 一度陈兵54个师、近白万人的霸权主义压力，也为

了防止西方 ‘·和平演变”及所谓 “大陆腹地”理论①、‘·超越遏

制战略”篇等的渗透，我国曾封闭边界。这种被迫采用的封闭模

式使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因失去互补优势均受到重人损失。但

总体保证了我国人民的和平牛活。我国西北跨国民族也未被利用

而像月阳卜一些境外国家那样发生动乱。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多

数国家纷纷扭转冷战思维，提倡以经济手段代替军事手段的地缘

经济战略。在这种形势下，仅仅几年，我国即与周边各国，包括

新独立的中亚等国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协调了边界问题，建立r

从 ’‘互信、互利、平等、协作 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出发的国际

① 杰费里 帕克:《二t世纪西方地理政治思想》，q, i$本.20 -23 3,1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1992
    贫  详见 《织约时报乍1989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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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关系①。特别是共同反对 “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

义”和 “恐怖主义”的六国合作组织不能不说是 个在政治经

济与综合安全保障各方面均有良好前景的地缘组织。它使我国成

片聚居的西北跨国民族的和平跨居模式从从本汗放型现在已向具

有新时代特征的综合安全保障型模式转变

      从国内族际分布状况划分 ，我国西北跨国民族基本 卜多聚居

为主30,也有 一些散居为主型。如:跨居中国与中亚的以鸟孜别

克族、回族为代表的大分散小聚居w，与境外同源民族多不成片

毗邻 :而中闰西北以哈萨克、蒙古 、柯尔克孜等族为代表的大聚

居小分散型，则其自治州与境外同族毗连，不过这些民族现都有

分支或散民因内徙而离开边缝聚居区。聚居区内民族成分也并非

单一的，各族和睦共居现象普遍。再如中越两国跨国境而居的民

族，按中国己确定的民族成分来讨算，有12个民族。而按越南

已确定的民族成分来计算，有26个民族。巾越两国相差点14个

民族之多，这是因为中越两国划分民族的标准不同。中越跨国民

族互相之间的接触与交往频繁。在巾越边境线 r除设有国家级和

省 (k:)级的口岸凭证件出人境外，在漫长的边境线上，估讨

有1干条小径可通t1两国 他们之问通过大路小径密切接触、交

往，中越边堆两侧的各族人民基本上是从事自给自足的农业经

济_某些民族为获取所缺的铁制农具、锅碗、棉花、麻、布、针

线、保暖热水瓶等轩J家用产品必须与其他民族进行交易活动

边境两侧都有定期的扦日，他们越过边界去赶坪，把白己有优势

的土特产品拿到tyi1II; W,买回自己需要的商品。1961年中越

关系王常化前数个月。边境战争的尘埃尚未落定，和平的气氛已

笼罩大地 但边峨两侧仍然布满an.雷_人们只能行 丰存 自L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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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  汀if民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A立80周年大会J的讲话》，载 (人民日报)
2001年了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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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道上。在跨国民族因同源的种族，由于语言、习俗、信仰等

N相同，交往非常密切，尤其是有血缘关系或姻亲关系的人们交

往更密切，闲暇时互相走访，节日和婚丧喜庆的日子必定前往 一

过去，他们的闪家观念淡薄，同族人和亲属感情了以上超过其他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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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和感情。近几 十年来，国家观念才逐渐有所增强。现今，机孙

两代 、兄弟蛆妹 、堂表兄弟姐妹 、叔伯与侄儿、舅舅与外甥等等

分居两 国的现象井非7见。广西凭祥市边境 与越南有这种关系的

人家约 占40%。抗 日、抗法 、抗美战争时期 。他们互相 支待 、

居助的佳话多得可以写儿本书。越南裸裸族有种习俗，人死后

亲友要敲扫铜鼓，把亡灵送回死者在中国的故乡。当年。遇有丧

事，课裸族穿越火线，到中国云南省富宁县请来彝族的祭师。总

之。中越关系虽经过-4风风雨雨，们跨居中越的民族却始终未

停止往来。我国历次政治运动时和.958一1961三年困难时期，

上万壮族到越南投亲靠友二而1970一1989年越南经济危机时，

则越南普拉族白发大批迁到石南的同族亲友处。即使两侧在布满

地需时，他们也沿自己踩出的小径来往 ① 而支持这种割不断的

跨国交往的原因，我们以为主要是小文化传统，即民间的习俗传

统 如越南裸裸族人死后，亲友要敲打铜鼓把r灵送回死者在中

N的故乡。又如两国人常到边境两侧赶 ‘·纤市”进行交易等等口

可以说这是 一种 {分可贵的、不受国家关系影响的民间主导型和

平跨居模式，应做为和平跨居、文明共存的较佳模式推广发展，

地缘和平就会有保障

    总之，中国跨国民族无论聚屑,散居，其主流趋势都是与境

外同族长期和平跨居，自由往来。他们与我国各兄弟民族广大人

民一样 目前最关心的还是如何只争朝夕地在 “本世纪中叶实现

沈  范宏贵 扣朴越两国的跨境民族概述》.收 哎民族研究). 1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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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①，走L富裕之路，这与那些战乱流血事件不断、民不

聊牛的跨国民族地区相比，是一种可贵的、值得珍惜的和平

景象

    我们认为，要保持这种和平跨居环境，必须认识到，跨国民

族各所在国在当今这种 日益开放和民主的全球化时代 ，不论什么

社会制度，不论什么文明传统的国家均 无 一例外地需要取人之

长，改造与完善自身的主流文明底蕴;善于制定切合本国国清

的、能团结凝聚各人们共同体的民族政策，或称多元文化政策，

从而营造出足以使各自的跨国民族留恋的治安良好、日新月异的

现代牛活环境;炸有足以使其感到可信赖、可依靠的政府’9公

仆;有足以使其能安居乐业的平等和睦的周邻民族关系等等诸如

此类的村会条件。这样，才能有遇制民族分立主义膨胀和预防民

族 、边姐等各类政治亚文化变异的基础。以我国而论，中国跨国

民族的和平跨居反映出 ，中华文明传统底蕴 、民族政策 、呱域状

况都与同为村会主义国家的前苏联和许 多动乱地区是有不同的

尽管我们承认中华文明中也有封建的帼粕与缺陷，它可能不如西

方文明富有竟争性，不如伊斯让文明那样具有文明输出的狱A性

传播 手段 ，等等 但是，我们认为中华传统文明在和平性 、凝聚

性方面却很优秀。虽然也有儿千年封建专制传统，但幸运的是中

国N古就有重视民族问题与ill0IrIM的传统，从而A渐形成了巾

华K族大 一统观念这种主流传统文明底蕴.

    中国现存摄域的形成。也与非洲或前苏联等大不一样，尽管

中国历史 1二个别帝工也有过侵略扩张 ，但饱受帝国主义欺凌和瓜

分后现存的中国领上不是侵略来的，而是数「年来巾华各族及其

先民共同开拓和经营出来的，他们时而争斗，时而和平交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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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 it泽民 《在庆祝中国共产觉成T s0周年大会1的讲话， 级 (人民U报李
2团1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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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分裂割据，时而又统一在同 一下朝之中，最终各族互相吸收

互相融合，你巾有我。我中有你地共生在今天中国的版图1_，并

在这几千年千丝万缕的交往中形成了凝聚的中华经济文化圈 特

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F，J分关注民族政策、民族关系，关注

民族地区的富裕和稳定、为此进行西部大开发，启动富民刁程

  方面积极与国际接轨，另 一方面也注意到无论经济全球化进程

如何发展，任何国家必须在享受全球经济成果的同时，构建一种

保护冈内市场与本国各族人民整体利益的经济文化模式， 一种造

成同家政治持续稳定的经济z化基础。我们认为，特别是发展巾

国家，e应重视研究构建这种经济文化结构。按现代理论，结构

的作用是巨人的，一般认为 “在分析政治系统的过程中，结构

要件比功能要件更为重要”忿。

    JI是这种文明底蕴和政策使中国与周边国家多能睦邻相处，

使中国的分立主义难以在国内较凝聚的结构中找到利用的基础，

因而各族广大群众，包括跨国民族珍惜N聚力和统 一始终是主

流 ，才能够消解我冈封建集权制残留的劣质 文化的不良影响。这

不仅是跨国民族和平跨居的基础，或许也是巾华民族能至今迄立

八东厅的奥秘

      二、国外几种和平跨居政策与模式

    我们在以民主与现代化机制进行改造的同时，应认真研究其

他国家的文化传统和不同的民族政策与治国经验。比如资产阶级

联邦国家，一般不是按民族特征建'L的，不是民族国家的联盟，

而是地区的联合，较少考虑民族因素、更多地是解决区域联合问

    勿  雷格斯:(系统理论 结构分析)，见M 哈斯和R5,卡列尔级 《政冶P
学的研究方法》，203页，查德勒出版社，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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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但也有的国家把这两种因素都考虑进去，比如瑞士这个国土

小而民族多的联邦国家，儿乎从未发生过民族间的激烈冲突，目

前瑞j_可称作是世界上以联邦制模式很好解决民族问题的典型

冈家

    瑞士全称 ·瑞士联邦”，它位 尸卜欧南部..总面积为41293

平方公里_它实际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讲德语的居民为数最

多，占全国总人u的65%以I.;讲法语的居民居第 二，占总人

1」的18.4%，讲意大利语的居民较少。约.I;总人「〕的9.8%。人

u最少的是讲雷托罗曼语的居民，仅占总人u的0.8%0各语言

集团分布呈 二大语区:东部、北部和中部的 19个州为德语区品

讲S托罗曼语的民族全部生tau在 以讲德语 为主的格劳宾登州境

内，仅占该州人口的 招砚。瑞 卜的N外移 民为数 也不少。 亡的

历史可以追溯到1291年建立 “永久同盟”时代。13世纪后期，

哈布斯堡王朝占领r瑞士的二个森林州。鸟里、施维茨和下瓦尔

赞的，州人民，为了维护独立与自由，1291年8月1日汽州缔

结 I“永久同盟“、面对外来侵略，‘州 致对外。这便是瑞 卜

联邦的雏形，可谓瑞 卜建国之始。联邦宪法对各州的自治权给子

厂充分的保证。不论操哪种语言的民族 也不沦其人数的多寡

在政治 1享有的权利都是平等的。瑞士的立法机构是联邦议会.

由联邦院和国民院组成。两院具有同等的权利。联邦院议员由各

州选举代表组成〔每个州不论面积大小，也不分民族和人口多

少，均占两个席位。议员的产生没有任何关}l-族方面的特别规

定。这种制度适合瑞士国清l既淡化民族，也有利于协调民族关

系，所有瑞七人都努力维护着这个联邦，看来是多元文化井存，

却使瑞七产生了极强的民族凝聚力

    Ifil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也都是联邦制模式 但都是突出民族

性的联邦制，强调民族自治、民族领土，甚至民族经济等等观

念。本朽前已论及山于主观和客观因素，这两个国家用民族为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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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的联邦制解决民族问题的政策模式却并不十分成功，有许多反

而教训值得研究。尤其是前苏联，形式上建立了联邦制，实际上

搞单 集权制，在政策 I并没有彻底肃清大俄罗斯主义残余，原

专制I几义文化底蕴改造不足，造成了历史上不少民族悲剧，令各

族不满，增加了离心力。这就成为苏联分裂解体的一个重要的潜

在因素

    欧盟形式其实是 种较好的区域和平跨居模式_当前欧洲一

体化的大步推进，使得创建 ‘·欧洲民族，·的声音时有所闻，但

IL如A. D.史密斯所分析的。欧洲既有的文化和政治传统具有矛

盾性，除了毫无实川价值的中世纪墓督教理想或帝国主义理想之

外，没有任何能够将欧洲人联合起来的共有的记忆 、神话、象征

符号等民族构建因素，J是也就没有文化和情感空间来建立一个

新的泛欧洲的超级民族认同，也即一般估计在相当长的时期 内不

可能出现一个欧洲民族刃 所以如果说，未来的国家就是人们现

在所能设想的 “区域国家”或 “世界国家， 的话，那么这样的

国家无疑不会再是民族和国家结合 体的国家

    有的国家对民族 (包括跨119民族)实行 ‘一 体化”政策模

式 但对一体化的理解各异。美洲学者把它理解为政治上的一视

同仁;欧洲学者则认为一体化是不同民族之间在保持自身文化特

质基础1的一种相ly 休的文化承认 现在世界上实行一休化民

族政策的国家主要有墨西断 新西兰 坦桑尼亚等国 其中似以

带西带较为典型。墨西哥的一体化政策主要是针对印第安人而实

行的。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就已提出这种政策。主

要内容是 :

    第一，在全困建立一体化政策执行机构和民族问题研究决策

机构 吊西哥在个国共津命 了84个印竿安 人协调中A.  百榕听

让 Smith. Nation; and Nationalism in a Global E:n, Prv 14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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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 十全国印第女 人研 咒所。它既是 一体 化歧 锹 的执行者 ，也 是一

休化政策的研究者。个国印第安人研究所是全国印第安人最高研

究决策机构 、最初 百归总统领 导。后归教育部领导。它是集研究

与政策制定于 身的机构，负责指导政策的执行与协调

    第二，提供财政支持使印第安人赶 I-全国 体水平、从

1971年开始，每年提供财政资金直接用 J印第安人的各项事业

的建设，但不包括行政费用。如实行双语教育，主要是让印第安

人学习西班牙语，双语教育是为一体化政策服务的口

    第 二，分层 次一体化。根据印第安人 “大杂居小聚居” 的

特点，先进行印第安民族内部的 一体化，然后实现地区各族 休

化，最后实现个国 休化，其中，地区 一休化是一休化政策的

核 心。

    墨西哥的一体化政v总体看来促进了印第安人经济社会的发

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但一般认为，墨西哥对印第安民族的

政治要求不够重视。对印第安人的文化存在的研究也重视不够 ，

缺乏保护和尊重印第安人文化财富的具体措施。虽然如此，墨西

哥 一休化政策的重点放在地域战略上，即片先打破印第安人公社

与世隔绝及相互隔绝的状态，用流动机制把印第安人推向发达地

区，推向全国 I促使其在政治 、经济 、社会、文化 、语言和教育

诸方面与全NM,调一致地 体发展，并与整个社会联系和结合

起来

    又如美同实际上也是一个移民集团和跨国民族众多的国家

但在美国，民族特性不容许成为享有领土权或政治上单独享有任

何管辖权的 一种手段 不容许它变成政治组织的排他性手段。不

容许成立以民族原则为基础的政党。特别强调政治权利属于个人

跨
国
民
族
理
论
问
题
综
论

254



仁6evw  Niue仆~ 丽Penndul T2nenelione

而非民族群体 ①在这种国家政策的导向之下

杂居成 了美冈社会最显明的一大特色.即便存

V.也仅仅是 ‘民族孤 岛“而已 即挤遍杂居 「的

即利往是习阻形成 的某城镇一条街或某一居 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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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卜匕如旧金山、洛杉矶的唐人街，纽约、新泽西的意大利人

V 新移民往往把这此街或区当作初期的m脚点，但是全国统一

的劳动力大市场很决就会使他们为生存，发展而四处奔走，散落

到全N各地去。民族间通娇变得极其平常，华裔中族外通娇者的

比例也相当高，女性达半数以上 ②民族经济的概念变得难以理

解，事实I在这里民族的存在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的、意识的存

在 ，国家极力淡化民族 ，他们依靠市场经济和个国统 劳动力市

场的运作规律来整合政治文化，保障民族个人的经济利益 ，自然

淡化民族的集团权力

    为达同化日的，美网政治家提出了以F，种途径，或门 几个

步骤 :

    第 ，使民族集团放弃族源、文化和社会学独特性，而并人

主体文化。这 主要针对欧洲移民，就是要求每一个原先具有不同

特点的民族全都变成盎格鲁一撤克逊民族，从而拥有美利坚人的

统 文化

    第_， ‘一个熔锅论 。即不同民族的居民通过通婚、涵化

而熔人较大宗教集团。如将瑞典人，日耳曼人和英格兰的基督徒

移民，熔为一锅;意大利、爱尔兰和波平的天土教徒，熔为第二

锅芬西班牙 .德国、东欧的犹太人移民则移人第 份锅

    第 二，良正混合。这种混合的结果是使原来的统治民族不再

成突出民族 不是只将少数民族特点、文化井人主体民族.而是

  ① 迈克尔 诺瓦克: (多儿个性)，(哈佛大学美闰各民族百科个书).转引0
宁骊:(民族与国家》，550贞，北京，北京夫学出版杜，1995

  ② 引自《华人》月刊 10贞.198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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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居民的民族 与文化自然融为一个新的民族— 美N化民族

      由干这一种途径均把黑人和印第安人排除在外，干是又有人

提出了全面 “民族熔锅”理论，仁张所有在美国的种族都融熔

在 起，改造成 个新的民族。这种政策 直到20世纪70年代

末仍在美国盛行，但也遭到一些人反对。反对者多趋向多元文化

母沦、目前熔锅 同化理论还在美国有强大的力最。这 点不 容

忽视

    当然，也有人专门提出美N对印第安人现在采取的是 ‘·保

留地政策”。最初美国对印第安人实行赶尽杀绝政策。强夺他们

的十地，把印第安人挤到厂一些偏远山队,使其面临生存危机。

对此印第安人进行 了不懈的斗争，美国资产阶级及其统治者为 了

解决印第安人的生存问题，后来便给印第安人划定 些地方.作

为 “自由地 让他们在上tfl勺活，这就是所谓的 “保留地，‘政

策 对于 “保留地”政策，学 者的肴法不尽一致，有人认为保

留地是IWI地为牢，生活在保用地1的印第安人犹如笼中之鸟，必

然走向衰败和退化;但也有人认为保留地可以使印第安人生活有

保障 可以使他们的人种和文化得以延续下去，印第安人的保留

地现在已成 了参观旅游之地

    看来，不少国家部有切合自己国情的使各族安定闭结包括使

跨国族休和平跨居的政策，是否成功都值得我们研究.吸取L.我

们认为，我N民族政策的总方向应该是进行结合实际的多种模式

探索 与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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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的历史，从民族结构的视角说，也就是人口分

布、族休结构不断发展变化和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之

进行不断重塑的历史。比如:原遍布美国大地的印第安

人现在只剩下小小 块保留地是美国当年驭杀政策塑造

出来的;曾经流亡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得以重建以色列

国家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结构重塑成果;历史卜分散的高

加索山民今天能成为车椒这种具有极强民族性又有民族

白治实体的民族，那应该说， 定程度」是前苏联一度

过分突出 ‘4民族 利益的民族政策 ‘·培育”出来的

所以，国家和权力阶层在民族及其文化结构的重塑方面

决不是尤能为力的。而是为了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必

须有所作为，因为这是关系国家和民族兴衰存亡的重大

问a ，是决不能听之任之的。为加深对这 一理论观点的

认识.本章取历吏个赛讲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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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蒙、元时期民族与

文化结构重塑的特点

一、蒙、元时期蒙古族的

  民族结构重塑特色

    蒙、兀时期以大流动为核心的民族结构重塑，蒙、兀帝国的

急兴骤衰以及P1拉特获古民族过程中的快速演进与激烈涵化等发

展特色，对我们当代很有启示作用。漆、元漆古族新格局的特点

不仅仅是空前广阔的领域分布、空前范m的相互流动，更有空前

力度的人为重塑。而且 ，无论是这些特点的形成发展本身，还是

其格局形成的原因与经济文化和民族发展的关系等等，都是值得

思索 、研讨和专论的课题，比如 ，蒙、元帝 国之所以能将东亚 ，

中亚、西亚以至欧洲如此大片领土纳人其连成一片之服域内，从

而出现了 “人类之间最广大而开放的一次握手”①，也从而形成

了亚欧五+多个民族的大流动格局 ，其主要的原 因究竟是什么?

是否如某些外N学者所强调的。主要是游牧民族的特性所决定的

呢，不错，亚洲游牧民族的特性使他们经常向西、向南的农耕区

作一些定向的侵掠扩张活动，这也曾引起文化交流与民族流动

有的学者举出了大量例子，论证从公元前直到招世纪，亚洲这

一地区游牧民族的移动— 侵人或迁移— 几乎常常是从北向南

或向西扩张:如侵人高加索南边的辛梅里安人和西徐亚人于纪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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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 (世界名人眼中的成吉思汗— 千年风‘第一人》，293页，北京.民族出版
社，2oo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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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7世纪向小亚细亚、阿美尼亚和米底前进;中国西北戈壁的月

氏人于纪元前2世纪迁人大夏，后来又于公元第 1世纪僵人印

度;纪元4世纪时，匈奴人和鲜卑人向西向南不断进人中国西

北;到5世纪，吠9"t人侵人大夏，嗣后又侵人旁遮普。同时，还

有阿提拉的匈人侵人巴尔干、高卢和意大利;6世纪时，历史上

的突厥人— 从蒙占高原向西，建立西突厥;10世纪时，契丹

人曾据有北京;11世纪中叶，塞尔柱突厥人隆人阿拉伯帝国;

12世纪，通古斯种的女真 人或金人，征服 中国北方; 13世纪，

成占思汗系的蒙古人统一北中国、伊朗和罗斯;14世纪之末，

帖木儿井征服伊朗;16世纪，帖木儿的一系人又征服印度;17

世纪，满族统一中国中原，以卜是其话动表的大概，即历时两千

fill年，从北到南或向西，更迭不休，给人以深刻的规律性印

象 这是因为，这些民族虽处1自给自足阶段，因此必然要向农

业地区获取生活资料 ，当相互贸易受阻,便进行侵掠扩张，这确

是一种游牧民族引发的规律性现象。于是，在这个同 一地带，也

有其他族人向西向北进行相反的移动。至少有 一些防御出兵的形

式，例如中国公元前2世纪之末汉武帝的出兵;公元 7世纪之初

街太宗的出乓‘15世纪初年明朝永乐帝的出兵;17世纪末和18

世纪时，满族皇帝康熙和乾隆的出兵等_在西方，情形也与之大

致相同，我们可以举阿拔斯王朝在8世纪向河中的膺惩性举兵布

萨曼王朝在10世纪向楚河和伊犁的出兵石帖木儿铸在14世纪时

候向荣占的出兵;17世纪和18世纪时候。阿拔斯沙和纳迪尔沙

的进攻乌兹别克等等。这些从南到西到北的出兵都具有十分鲜明

的防御性质9

    这种游牧民族本性引起的侵掠活动及被侵掠地区 民族 的反

  飞  以卜参见:格食赛 (暇占帝国史》，第3版。268一269页.北京 商务印

15价.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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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虽然确实存在一定的规律性特征，但是，我们认为，如果仅

仅把成吉思汗系蒙占族的活动列入这类 一般游牧民族特征的侵掠

活动之中，是过 于一般化了口

    笔者认为，蒙、元时代蒙占族的历史活动，包括其扩张型民

族新格局的形成，至少是与其前的游牧民族有很多不同之处的

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蒙古统治者并非 直仅仅受游牧民族的本性

所驭使，而是表现为。无论在组织民族流动方面，还是在民族新

结构的重塑方面，都有相当的自觉性，有较明确的治理中央集权

大帝网的目标性，所以，其结果与影响也与其他游牧民族政权大

不相1司。众所周知，业洲的历史卜，形成过不少强盛一时的游牧

民族国家，其活动的根据地，也多在大漠南北的广阔草原，其a

领的武力也均不可 世，往往都是拥有百万雄师的一代袅雄。如

匈奴单 于国、突厥汗国、回绝汗国等等。可它们多半充其最是对

中国边疆地区有过直接的影响，而对中原本土则影响不大。有的

游牧民族虽也曾进人长城以内建立国家，如鲜卑建北魏、契丹建

辽朝、女真建金朝。但这些占代民族既没能统一中国，更谈不上

对世界有多大作用。他们所建的 ’‘渗透工朝”、“征服王朝”后

来都销卢w迹，连同其本族都退出了历史舞台。惟有成吉思汗系

“征服工朝”却能使原来谁也不注意的、连固定名称也没有的蒙

占族突然崛起，震惊世界。蒙、元帝国其实不能算是迅起迅落，

而且由干成吉思汗赋子了拔古族以新的文明和生命力，因此在世

界文明史L烙下了特有的痕迹:在有的地方他们是被同化r，但

即使这样，其实也是意味着走向文明和 一种文化进步;以蒙占族

为成分组成了许多新民族。更是其独特的痕迹;另外，也止是其

民族格局与文化的重塑，才会至今在西北、百南、甚至国外的阿

富汗、俄罗斯等等都留有蒙古族系的后裔子孙，并使其至今仍是

蒙占草原的主人和 一个世界性的现代民族。它终于区别于许多销

声匿迹的游牧民族而与史长存。成了世界 “征服王朝”中的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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佼者，表现出特有的生命力。这使我们有理由去发掘成吉思汗系

的成功背后与前述 一代A雄们不同的思想文化内涵 ，包括吸收多

元文化进行民族结构重塑以及与之相关的蒙占游牧文化重塑这类

问题

    我们认为，蒙、元时代民族结构方面人为重塑特点表现得相

当明显，它至少体现在一个方面:一是实施具有明确 目标的人为

搬制措施 如 以武力从战败她 区成千 I一万她将西方下昨作虏傅

发 到中国西北 和漠北 ，以达到 吸收工 业文化 、发展

「」的;三是政策引导措施。如制定商法 、优待斡t

鼓励商队和贸易交往，吸引西域色月商人纷纷东来

在维护蒙、元帝国统治及其蒙古0室统治地位的 -

v古清上分封、驻守制 ，民族四等级制 ，与自愿降

通婚制，甚至蜂站制 、屯山制等等 ，均造成一种 自

民族结构性V塑的内涵。我们认为，即使成吉思汗

的分封制 .与一 般游牧 民族传 统 的领地分 封 、进行

“手I.}芝aDu
认等政策，案
三是推行旨 番
列制度。如

领主的政治

或不自觉地表
ktig子诸王藉
“分割性侵畏

掠有相当的继承性，但其白觉的治国目标和政策导向是有很大区

别的 如:强调以札撤维护大汗权力的大 一统目标导向，以原当

地税额为参照的税赋制和蜂站制，保障中央集权和中西交通的大

通畅等制度，都不仅是以单纯侵掠为目标的。而忽必烈建元以

后 ，在统 一税赋制 F实行削弱诸藩的诸子分封 、驻守制，更明确

具有安边洽国的目的。虽然由于无法彻底摆脱传统分封制而隐藏

了分裂危机 ，但也由于它不同干以往单纯侵掠性的地域分封，因

此后果也不尽相同乙以西北为例，诸王分封、驻守制使作为统治

民族的蒙古族及其签发的色目人等长期驻守某地，并在其他相关

政策促成 「，他们多与当地民族触合而形成西北新民族〕电田制

和四等级制下的汉族大量被迁往北方或西北屯田区，使农业经济

得到推广;蜂站制的完善更形成大范围的东西方民族大流动与大

傲布。当然，其中也包括封官、经商、战争等各种人为的与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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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杂因索，从而使各民族大量流动和重新组合，最终形成蒙、

兀时期的民族特色新格局。所以，我们认为，对蒙、元统治者来

说，游牧民族木性最多是其初期扩张的引发因素，而形成其民族

格局和结构的大重组 ，主要的是人为的结构重塑以及领袖人物和

国家政策导向的结果

    应该说，拔、元时期民族结构的重塑既不算 十分成功，也不

是完全自觉的，其没有完全摆脱传统游牧文化烙印的分封制，对

帝国的分裂埋下厂矛盾之种;强制移民虽然促进了经济发展，但

伤亡惨重;不过，总体而论。以大流动为特征的蒙、元时期民族

格局大变迁，却最终使蒙古族走出了封闭模式，并造成了欧亚多

元文化空前的交流互融和牢前的m化变迁这种特殊的时代景观

其中也就产生了许多值裕研讨的问题，特别是如何认识民族结构

重塑与文化发展的关系，如何认识蒙 、元时期这 方面有关的经验

教训等等，这类问题对当代有重大借鉴意义。众所周知，当代世

界许多民族问题都出于民族结构的不合理，或重塑得不合理。如

前苏联的人批迁徙某民族的人为重塑造成许多民族问题:如前南

斯拉夫的原塞族发祥地，后来阿族陆续迁人长期占科索沃人[]

90%以上，这与引发分裂紧密相关;又如当代中亚某些闪家曾-

度以政策迫使俄罗斯族大量外迁而造成国家经济与科技人才的危

机He等等 。无不与民族结构重塑是否合fT有关。笔者 IJ重      n

结构重塑的功能，在 《中国西北跨国民族文化变异研究》一书

中，已经提出了关于构建 “中华现代文化社会结构”、地缘综合

安全保障体系的 “双翼结构”以及文化认同与文化构建重w的

基木沦点a)，这里不冉赘述。仅举案例予以深化。从历史1蒙、

兀民族分裂、斗争 .兴 「的种种中寒椒nl以看出 结构对劣2.)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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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 马受朋等:(，1，国西北跨国民族文化变异研究)

.第于K第 几节等，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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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必须认真对持的重大问题之

似

造

二、从蒙、元帝国急兴速衰看文化结构重塑

    至今，中外都有学者谈到9、元帝国急兴通灭之 “谜”，

认为成吉思汗及其子孙 的军事活动 ，“给后人w下 了许许多多

的谜”，特别是认为成吉思所开创的从东亚到西亚 以至欧洲的

魔大帝国 “在数 十年间便分崩离析。蒙古帝冈的兴起与衰落

是一个令人难解的谜‘’①。我们认为，成吉思汗帝国 ‘·数十年

问便分崩离析”之说其实不够确切，虽然帝国在几 于年后，

存在阿里不哥与忽必烈等人之间的不断争战，但蒙、元帝国并

未崩m。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包括其蒙裔小国在内，则统治世

界达L:六个世纪②。蒙、元王朝虽比中国历史上一些汉族大统

  L朝短暂.但与以征服工朝为特征的霸权帝国相比，却是当

之无愧的佼佼者

    沦扩张规模.在历 史上没有出砚讨能与成吉思汗帝国碑羊的

    ⑦ 巴拉吉尼玛等:‘世界名人眼中的成吉思汗— 千年风云第一人)，24贞，

北京.民族出版社，2a3

    ② 引自同t书，293页。认为蒙古崛兴于12世纪，至16堆纪以后始告衰落

在此k六百年之中.汁建大帝国五:成吉思汗裔国，忽必烈大元帝国、钻末儿帝国、

片班帝国,索兀几帝国。又建大汗国五:东钦察汗国、西钦票汗国、察合台汗国.

窝阔台汗因.伊儿汗国。此外，索裔各小汗国及策裔各部落，更多不胜计。迄今外
铁古虽自存 隅，颐人已分散下中、俄，印度.伊酬及世界各地，然其武烈，及儿

对推界书个形势之创造与改空。曾蔽砾欧亚，非住何民族所能及。而五族共和，欢
古族为中华国民五族中之一族 允宜编迷信史 以 ..儿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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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权国家，它远远超过了亚力山大大帝马其顿的铁蹄、罗马军的

利剑、拿破仑的大炮所达到的地域;论帝国的后继发展，成吉思

汗也比另一位与他可媲关的天才胜利者— 亚历山大马其顿更为

成功。马其顿曾以密集队形等飞速的军事行动侵人东方诸国，在

这里又使希腊文明广为发展。可是这位征服者死后的历史却难以

与成吉思汗相比了:亚历山大大帝一死，他的高官都奢望帝下宝

座而相互斗争，帝国立即分裂，这位大帝的儿子不得不落到了逃

丫的处境;而成吉思汗死后，没有任何高官、权甲背叛他或企图

谋害其儿孙以推翻帝国。后来只是由于其后代自身之间的相互争

斗，和文化底蕴未能彻底改变，才导致帝国元气大衰，但他的 -

个比一个精i的1=孙，至少也曾分别在不同地区前后直接统治过

半个世界达一个多世纪 〕这也启发我们去研究成吉思汗超越众多

世界征服者的成功背后所蕴藏的思想文化因未。显然，并不是所

有具有军事实力的人，都能达到成吉思汗这种成功的。史实证

明，成吉思汗在内政 、外交、治国、用人等不少方面所建树的突

出功业，有的即使现在看来，也是很不平凡的。这些首先都与他

的思想素质 、人生经历造成他的原游牧文化素质得到重塑有关

    忽必烈作为成吉思汗帝国的后继子孙 ，能作为中国大统一元

于朝的第 一位游牧民族皇帝 ，更是中国历 史上开大辟地的事情 ，

MI且无论在统 一中国与治理西藏边疆等方面，还是在发展多兀文

化 .天文地理方面，或者治水置蜂 .制汀民族政策和各种制度方

而，都留下r以往汉族帝 干未能达到的许多建树与伟业①。也与

他在汉地受到文化素质a塑有关口

    那么，为什么蒙、元帝国之兴，能统治欧亚，其衰，却远快

于汉族王朝呢?也即其 “0”在何处?我们 以为，这应从征服

1朝的特征、舔权的特征和游牧文化的底蕴和异文化的文化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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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7 详见杨艘新、’丢艘丽:《成吉思汗忽必烈评传》，北京，民族出版壮，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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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寻找解 “谜”的线索 、即可以通过成吉思汗 、忽必 烈 及其 文

帆性meal Cax， 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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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武将这此民族人物的史事。通过民族四等级制和其他各类 史料

的综合反映。形成一个侧面的独特视角，去研讨解寻这类谜底

当形形色色的史事融汇在残们脑海中时，残们不能不得出成占思

汗的成功奥秘，决H或军事大才、或时势造英雄、或个人品格等

单项因素的奇迹，而是这类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即我们主张蒙

占帝冈奇迹般崛起的合力论。合力源 F成吉思汗苦难的经历与实

践造就的个人天才素质、乱世的时势与机遇、猛将谋臣的和囊结

构、吸收多儿文化的纤济文化力、重构依靠阶级的阶级基础等

等，这此合力终 于造就 犷这位世界性历史巨人与震惊世界的蒙占

帝囚 这此成功因素多数w文化力，与对传统文化结构进行重勿

密切相 关.反之 ，史实也证明、尽管是各种复杂因素造就 了蒙古

帝国，然而就其特征而论，应属 般公认的征服上朝，或称场权

帝囚、成 占思什数代子孙的 上流追求与历史活动，无不证明这种

特 NE.即使忽必烈建兀朝。习汉法的人元统 1几朝、也没法彻底

47,脱蒙，1‘帝国留下的征服工朝的后遗症 kdf烙印，这种游牧民族文

化底蕴使其在忽必烈有生之年。在兄弟 家族、汗国间争v不

休，1为战不停 全多.兀朝也只能称为后靳权时期，即它希0习

汉法，安囚养N.然而元气已丧，其衰了、是霸权必衰的规律性表

现 关 于这种规律挫的表现 与成因。应特别指出，它不仅是因为

长期争战的巨大人 力物 力消耗，也因 为占领欧亚大片领 土的帝

囚，员引起 r积极的文化交流.有先进文化力促进其兴，但同

时，粉权囚必然遇到大伤其兀气的不同文化的剧烈冲突并引起文

化的涵化、变迁 例如不仅鞭长莫及的对异冈的统治，必然引起

异民k心理产生的无处不在的异文化力引发之种种反抗 ，而且兀

朝在国内实行民族四等级制，实质 卜是在原处 }汉族地主阶级深

重从迫 F “衣食常不足‘，的广大a人 .南人头 上，义压 卜厂

层异民族胀迫，因此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加速了元末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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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的爆发。全于文化内在结构的变迁，如蒙古族的逐步接受藏

传佛教，不仅佛事耗资极为巨大，动摇国家经济4石，而且这种

信仰厂‘一泛发展变迁，也从精神L逐渐削弱了蒙古族的尚武精神和

战斗力。这类文化结构变迁力量引发的消极文化力也是对蒙元帝

国杀伤 力极大的。如此等等复杂因素的作用力，导致霸权 的必

即不只取决 于军事实力.而是a权引起的种种复杂反伉因素

的们 用力 包括文化冲突和变迁 、游牧 文化底蕴的缺陷等等消极

文化 力造成的综合 国力的大衰 民心 的大 失 .反抗的 大增

这此具有规律意义的因素对当代不无思考价值。虽然、当代

欲权 文化的基础远 为雄 厚 有综合N力、强势文化结构等众多方

而的基础 因此 霸权稳 定论 、后 舫权 主义协作论之类 被某此网家

奉为璀灿的明珠①。然而 笔者认 为，这此理论存乐观之余 、似

浪

的
 
 文
 
 
 
 
 
 

欲
 
 面

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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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没有充分估计推行羁权要遇到的异文化传统与民族意识的矛后

冲突力之巨大，民族矛盾所蕴藏的异文化反抗力之巨大，即异文

化结构力之压大。场权必衰，也包括某种A权文化，无论它具有

何等强势优质文化特征，但在异文化、异民族聚集结构区，特别

是不同国家中，在汪洋大海的异文化传统结构包围 卜，多平会变

迁，或其文化力作用不能依靠A权于段实现.只能按照文化传

播、冲突、构建、变迁、整合等规律行事乏，除非进行长期的结

构重塑这些方面，如果深人研究蒙、兀帝国的衰亡史，也是可以

有所借鉴的。这应该片足以引起当代研究家，特别是政治家的

重构

2WI
赞昭明:《西方国际政治f̀济学》，64 一66 页，I海.1海人民出版刹

    沉    马曼朋、安检.艾买提等

北京 民族出版社。200]

Ph国西北跨国民族文化变异研究} 苏一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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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蒙古历史上社会文化演进速度较快

与涵化 变迁剧烈的特点看结构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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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般来说，森林渔猎民族从原始社会末期到封建社会的演

变，T要近千年时IA]的缓慢历程 然而卫拉特蒙占则只花了四百

多年的过程。我们认为，历史上 卫拉特蒙占是从森林 百姓转变为

其有游牧、畜牧经济形态的民族，因而其社会文化有游牧文化的

明显月放性，对他文化的易接受性。也因此，卫拉特敛古文化在

与他文化的交融巾，民族结构与文化结构变迁内容丰富，不仅涉

及经济文化类型、宗教、习俗、民族心理等各方面，而且其民族

过程除 了毛流 与东蒙古融合外 ，还有其分支向伊斯姑化 、突厥化

等民族与义化结构变迁的现象。我们认为，卫拉特蒙 亏社会的文

化 'i民族发展进程显示了快速跃进式发展的特点，主要原囚有以

卜两点;

    第 I!拉特蒙古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变化和41会环境得以与

共他族群广泛流动接触，是促使其快速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 13

世纪初，处7'#,始社会末期封闭的斡亦)RIf tM (P拉特 )因被成

古思门收服.流动出 了 “森林中 百姓” 的环境，而当时成 古思

汗时期的策古已经基本上步人了早期封建社会，与其交融，影响

f封I'L特蒙占多方面的发展，使卫拉特旱期蒙古社会文化出现了

第 次跳跃发展，融人了早期封建社会。例如，“森林a姓”斡

亦刺惕具有的狩猎为主的经济形态。较快发展成了游牧畜牧经济

形态的状况。随着这种发展演变，他们有 厂相 当规模的农、牧业

封建领主经济。特别是到了清代，并与清朝政府.俄国有着经常

的交往，手工业、冶金业、呢绒纺织业和制造兵器等比较发达的

行业被引人卫拉特蒙古地区。这也是他们与回族、维吾尔族、汉

族等民族以及与邻国、外国人 (包括瑞典俘虏)学习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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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与卫拉特蒙古游牧社会的开放性传统、远距离迁徙、区位空间

的变迁动因等有关。把卫拉特技占社会演进速度，跟我网原与其

类似的东北 山区民族或西藏游牧的社会演进相比较，后者由于封

闭性，直到解放前才刚刚进人阶级社会或较落后的农奴制利会

    第二，同时也不能忽视卫拉特蒙古文化结构变迁的内在动

因。如。其精英群体的作用和其自身文化认同过程变迁等等内部

动因。我们知道，文化变迁中作为负载文化的主休一一人，他对

文化的认同，可以影响文化变迁的速度与方向。如果 一种新的因

素与人们原有的认识不发生 冲突，那么也就易于被人们所接受

在 卫拉特蒙古社会文化发展时期，出现了人量的精英人物。他们

进行了w要的改革，促进了卫拉特蒙占人对新文化因素的认同，

推动了其社会文化变迁的较快发展。如:巴图尔理台吉时期他 认

识到准噶尔境内 “不乏泉甘土肥，性宜生植之地” 而着意倡 导

农业，农业才有了较大的变化。巴图尔拜台吉为首的各部封建

士，以强制 手段将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地的维吾尔人以及内地的

汉人、俄罗斯人俘虏迁移到白己牧地，重期 了民族与文化结构，

他们成了准噶尔地区农业的主要承担者。同时。向俄国西伯利亚

当局要求引进种鸡和种猪。发展了农业及相关的家庭副业。再

如，1640年在住拉特干公 (精英人物们)会议上通过制定的

《蒙古卫拉特法典》。在卫拉特故古地区领域被有效地实施 ，也

对卫拉特蒙古社会文化的塑建起到了推动柞用。由此我们认 为

卫拉特蒙古文化结构变迁证明 厂游牧民族的社会快速发展。是其

与外部文化交流的影响，结合其内部社会自身发展进行重构的规

律性发展

    历史上斡亦刺惕分支的大规模涵化，就是由 于与外部的文化

交流广泛，对族群的影响强烈而使其突厥化的例子。斡亦刺踢与

后来的新卫拉特西蒙古都 出现过儿次重大快速的政治文化反复变

迁。斡亦刺惕蒙古在成吉思汗时期，被东蒙系统 一，政治文化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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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了融人东V古 的趋 同态势 到忽必烈时则

r1399年，四7]拉特杀东蒙占宗主 与东

冶文化背叛性发展;到后来新四卫拉特中

及前苏联卡尔梅克民族心理的离心倾向又引

帅
十
.

与

戎

儿次A剧烈的文化变迁原因也很复杂。但至少 1分明显的是，

统治阶层以及国家的政策导向、文化底蕴有重大的关系。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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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思汗通过东、西蒙占之间的通婚 、分封，在结构 卜采取了一系

列使之走出封闭的 ‘·林木百姓 聚居区、随东蒙古人东征西讨

的优惠政策，从而心理与文化 1的重塑取得了斡亦刺惕对东蒙古

人的认卜小 而北元时期，东获古汗室本身腐败，且发生舫占卫拉

特浩海达裕妃子等失误事件，造成东、西蒙古政治文化的分裂;

直到近现代，沙俄封建帝国强烈的专制主义文化底蕴以及前苏联

的民族政策一度只重举族迁徙而且仍然聚居，轻文化重塑，也曾

使卫拉特后裔聚居的卡尔梅克人产生过整体离心倾向和政治认同

的一度变迁。这些政策与文化底蕴作用造成的政治文化变迁的史

例G 留给我们的启迪应该是十分探刻的，它反映出进行政治文

化 与民族关系科学地塑建，对m家统 有密切关系。它也教导我

们关注民族政治文化的易变性 ，审慎研究民族政策 ，重视边履聚

居民族地区文化传播与维系作用的培育 ，认真研究如何建设具有

凝聚力的现代中华文化结构。特别是当代，基于不同民族文化的

民族排斥、民族冲突、民族仇恨 、民族极端士义的狂热与偏执等

等，已经成了与国家稳定、世界和平相悖的逆流，应认真研究与

之相关的不利的民族与文化结构。因此，从历史民族学视角总结

]))史经验，结合当代问题 。重 视大政区、大聚居区的弊病 ，重

视、政笼导向以及不同价值观念碰撞的因次等等 .关注对民族 与

    ① 马曼丽:《关丁边组跨国民族地缘冲突的动因与和平跨居条件的思索》

(中国边.史地研究》.21X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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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现代重塑。不仅是关系我国长治久安，也是有益丁世界和

平的重大问题 ，值得深人研究

    按照 般文化变迁理论，“人是文化变迁的中介体，一切文

化的变迁都必须经过人的传达才能得以实现 ” “尽管人的认问

可以在 定程度上左右文化的变迁，但人类文化的很多因素也可

以强制性地或在人们不自觉的情况下引起文化的变迁。 但不

否认人的主动性，即人们的作用是巨大的。因此对于这种卞动

性，即人们的认同对i一文化变迁的影响的研究具有特殊意义”①

我们知道，文化认同是一个体系 ，是由对不问文化层面及构成要

素的认同而构成的，人类杜会除了文化在不断变迁外，也在不断

实现新的构建，所以，应特别重视精英人物在改变文化认同中的

作J日，培养各民族的骨十人物，使之具有 中华文化的凝聚观念、

统 一观念，对本国与本民族的统一的爱国爱乡观念。需要指出的

是 ，国家精神疆域这类文化认同的构建是在原有认同基础上通过

新的因素的注人进而使人们达到量变到质变、从局部到全面的新

认同。但不能要求完全放弃原民族 自己的文化认问。那就等 于文

化的丧失。已经丧失的文化进行恢m也可以被看作是 种文化构

建。而如果不吸收先进文化或拒绝新的构建，文化即会封闭或步

人狭隘民族主义误区。实现文化认同的最佳手段莫过于引导性新

文化和先进异文化的传播，以促进民族传统文化重构。而 个社

会越流动 、开放 ，通过社会文化的传播改变文化认同及其结构的

速度也越迅速。这也是东、西蒙占族历史发展特点从历史民族学

方面给当代的结构重塑理论的深刻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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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郑晓石: 《文化认同与文化变迁》 2日贞 北京.中国刹会科学出版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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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从中亚民族的跨[

      民族结构重塑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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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国家独立后民族跨 国迁徒的特点

    民族人I的迁徙是十分复杂的社会过程，对国家的影响深

If, 中业fi闰独立后。出现了人曰迁徙流动的高潮。井有其自q

的特汽  我们认为，值得 剖析的有三大特点;

    1 这次迁徙高潮主要表现为其少数民族人 曰跨闰向外迁徙

    在巾亚地区，虽然有 一定数量的人日迁人，但总的趋势还是

以跨国的外迁为毛，这 特点在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表现得

妓为突出。在1991一1997年间，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和塔占克斯坦 一国迁出的居民人数如 表 1所小:

表 趁 迁出哈、吉、增三国居民人数

年 一1994年 一1995年

  〔单位:千人}

1996年一1997年

。
卿
、竺
?

吉克斯圳 E6 ’53 }26

资杆来派  哈萨445坦经济研究所编

斗少二
{tl，

二二兰
与前系》 阿拉术fl, 194年。蔡】63页

    同 一时期，这 5个民族迁人中亚地区的人数在迁人总人曰中

所占的比例分别为:哈萨克人为11.0%,吉尔吉斯人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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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蓄艾嚣二犷几曼人为20.6% ,乌、别克人。
10. I%_ A)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亚地区的儿个作为少

数族群的世居民族在回迁自己主体民族国家的人Fl数量方面出现

了明显的上升趋势 ，这不失为眷恋故上的民族性的 一种体现，也

意味着各国非主体少数民族的外流。但从迁移的绝对数量来看，

迁出.1，亚各N的居民数仍然多干迁人数，因而各国都面临着人曰

流失的威胁、这种不平衡在塔吉克斯坦表现得最为显著_中亚世

居民族 当中的外迁者，除迁往俄罗斯外 ， 卜要迁往 自已的主休 民

族国家

    2 人n迁移的主要国度为俄罗斯，比重也以俄罗斯 人为 卞

这一特点般著区别干20世纪90年代独立前，当时俄罗斯是中业

居民的丰要迁人国。而到1991年一1996年，共有250多万人从

-1 .,IF 0 X迁往俄罗斯，其中，从哈萨克斯坦迁出1269119人，从

吉尔吉斯斯坦迁出306594人，从塔吉克斯坦迁出 2890” 人，从

土库曼斯坦迁出107298人，从鸟兹别克斯坦迁出581707人 ②

可见，从哈萨克斯坦迁让俄岁斯的人口儿乎是中亚地区外迁人II

的平数，从「tf尔古斯斯坦迁出的居民数量应该说也是比较人的，

它Ak超过 r战乱中的塔吉克斯坦

    在迁出中亚地区的人口当中。俄罗斯人所占的比例高达

”%一70%，但还应指出。乌克兰人和鞋物人所占的比重也较

高。不过.据俄罗斯联邦统计委员会的资料，从1994年到1996

年上半年，中亚地区向俄罗斯的人口迁移已开始出现rF降的趋

势 。而 1995年从俄罗斯迁往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两国的

人数 与1994年相比则有所增长 ，但与此同时.总体从俄罗斯 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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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l 参见 L俄」《俄v斯联邦人II与移民统计简报- 1995年).42 -45贞 莫

斯科 1钓6
    I  参见r俄]独联体国际统计委员会编: (独联体国家统计年鉴 19%

年) 比 -17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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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中亚各国的人数仍然少十从中亚迁人俄罗斯的人数，在1995

年.共有36. 2万中亚人u迁往俄罗斯，另外还有相当 部分德

意志人、犹太人和巴什基尔人。除俄罗斯之外，德国和以色列则
                                                                                一

分别是中亚地区德意志人居民和犹太人居民跨国迁徙较多的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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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年，在从中亚地区迁往俄罗所的人曰当中，俄罗斯人

约占60%一74%、乌克兰人占4. 5%一8.4%,挞袒人占3% -

14.5%;另右3%一4%的德意志人来自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

斯坦 不到1%的德意志人来自中亚其他冈家口

表2  1990年一1卿7年俄罗斯人居民迁出中亚国康的比例忍

另“一人居KAY{ I kwmtm
一 〔干人，一‘”人，

俄族人移居俄罗}移居俄罗斯的
斯翻M'i 1989 f 3 AU.@R
年 当地 俄 族 人 一巾 各 国 所 占 比

哈萨克斯妇
                              一

                          ~ 一广

L专尔.+i斯斯扫

6227.5

q1人 6

塔

n Sa36rJd, 388.5川      207333.9      75-一 53.322.7                      牛
                                              一

乌兹别克斯州
_ _ 卜 一    一     一一+

16153.5 一 384.4 2飞 2

由于这种发展趋势，从 1989到 1999年以哈萨克斯坦为例

俄罗斯族外流严重。1989年其境内哈族人 u为 653. 5万.占个

    t  参见L俄_《俄v斯联邦人11 5Vtt统计简报 一1995年》，

斯科 1996
    ② 参见郑羽卞编 (独联体卜年— 现状 问题 前景 (1991

抢)，611负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

42 -43贞 草

2印1)矛 1

273



Comprehe 01即u朋1朋。盯
ITeoreueel Issue.讨TenenelinnelEthnv Gmup,

国急人曰的39.7%，到 1999年为798引 万人，即跨国流问

144.91万人，使哈族总人门比例增长到53.4%,已成为国内人

曰1半数以上第一位的主体民族。而同一时期内哈萨克斯坦内的

俄罗斯族人n却跨国流出62.52万人，由1989年的510.48力人

减少到1999年的447.96万人，由总人I.1占37. 8%减少591 30%

左 右

    3III亚民族人曰迁徙的另一个特点是，在迁出中亚地区的

人曰，中，受过高等教育或中等职业教育的人占大多数，其中尤

其以操俄语的俄罗斯人  乌克兰人、德意志人等民族的高素质人

才居多，他们 多是从事教 育和科研的骨 十。仅 哈萨克斯坦 在

1994年就有41329名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迁居别国① 当知识分了

阶层人士大址迁出他们 的原居件国时，就会形成所谓的 ‘4人脑

流失’现象，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人才流失 这种情况引起国家

民族素质结构的消极变化，也影响到中亚国家劳动力资源的发展

质址 I厂造成社会生产各部门专业技术人才的短缺，对科学技

术、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发展构成严重威胁。据笔者在.1.亚时所

知.这种 “上体民族化’倾向，使有的高校的 系、所和实验室

III的俄罗斯 人流失殆尽，尤以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最 为

突出

    这一切 又导致教学质M明显 卜降 ，采取缩短学制 、削减实习

和实验的办法 ，造成学生学习积极性 卜降等现象。而各囚主体民

族的蒯博士 、博士的数量却与教学科研水平 卜降成反比地大增 ，

要知道在前苏联 ，博 I_学位是很难取得的，现在高学位贬值成为

.1.亚各国近儿年较普遍的现象

    那么.造成这种特征的民族结构w塑和从数量到人才质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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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见格a尔基 0马科夫:〔哈萨克所坦人L」迁称及其形响》 暇月典 (中

亚》.1999 (10)(俄文网络版.网址:h即://ww. m - e. oq/ledea_eh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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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昵?即制约其发生这种结构变ff的

卞要因素是什么呢，找们认为，有必要剖析有关的折导思想与幸

客观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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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中亚国家独立后民族结构

      重塑的指导思想剖析

    原中业国家本是民族划分纷繁的多民族闰家。按一般认可的

说法，哈萨克斯坦有 131个 (有说 121个)民族 ;乌兹别 克斯

坦有 129个民族:十库曼斯坦有 】05个民族;塔吉克斯坦有86

个民族;民族最少的吉尔吉斯斯坦也有80个民族。但中亚独立

初期的种种迹象表明，有的执政阶层在社会整合与民族结构重塑

方而所表现的指 导思想 ，是 一种追求主体民族国家模式的倾向，

罕少是忽视非书体民族利益而专注谋求主体民族特殊的利益与优

越地位_虽然各国宪法中都有民族平等方面的条款，然而在执行

中和现实生活中实际 卜对少数民族的种种不平等待遇，无法不使

1卜土休民族强烈地感受到那种表现毛体民族 “今高无上”的大

民族 主义意识。这有多方而的表现。卜匕如:

      一种是在舆论导向 卜，大张旗鼓地引导宣传主体民族的优秀

文化传统，月以主体民族的英雄人物作为国家的象?IF ,如在吉尔

古斯斯坦由总统、位理及各界知名人士签名隆重发表 《玛纳斯》

宜言.大张旗鼓地育传这部史诗体现了主体民族吉尔吉斯族的优

秀文化传统;在乌兹别克斯坦也大张旗鼓突出树立帖木儿为民族

英雄，认为他14世纪建立的国家是乌兹别克国家的象征，以后

被沙俄侵 占。而哈萨克斯坦则树立 19世纪的抗俄英雄肯尼萨尔

为国家的象征。虽然对于新独立的国家来说 ，民族意识增长是可

以理解的，但对丁多民族国家，只顾一味提高主体民族的地位，

不强调各族共创国家 、共建国家优秀文化传统，忽视非主体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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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显然是有碍民族关系发展的。特别是有的著作中为突出

上体民族，甚至出现对)史进行9改，将他族或各族共创的文化

遗产写成主体民族 族自然继承的遗产，引起非主体民族的不满

和J悦抑心理.

      _是想方设法并制定法规。号召国外的本 国主体 民族返回

“机国”，未顾及因此造成的多方面后果。这在哈萨克斯坦最为

典型。哈萨克斯坦政府1 1998年9月16日制定的 《哈萨克人重

返历史的祖国的构想》 中说:“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境外生活着约

410万哈萨克人。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本土} 目前牛活着 813万哈

萨 克人。世界工共有哈萨克人 122。多万人。这就是说，约 扮分

之 的哈萨克人传话在境外。境外哈萨克人数量最多的国家是乌

放别克斯坦，达到150万人。其后依次为俄罗斯 (74万人)、土

库曼斯坦 (7万人)。在其他邻国中以中国为最多，大约有 150

万人。其后依次为蒙占 (10万人)、阿富汗 (3万人)、土耳其

(25万人)

    1哈萨克人返回历史祖国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移民政策最

卞要的优先方面之 -

    2 本构想的最主要目标是建立哈萨克人 回归历史祖国的实

施机制，其中包括对他们有组织地移民和为他们在居住地的H活

创造条件

    3哈萨克人1-1归时的鼓主要任务是有效地组织移民措施的

实施和 (给予)财政支持

    4哈萨克人回归历史祖国的结果是人数增长和人门自然增

长率的提高、使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人口形势健康化。不管同归时

间长短均给予国a ① 显然 .在哈萨克斯坦有一种支配思想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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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转引自郝文明主编:《中国周边国家民族状况与政策)，139-141页,北京

民族出版社.2田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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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如果一 平以 卜的居 民同时 又是他国公 民，不但 国体难保，

而且为外来十涉打开方便之门”，所以，其民族结构的重组首先

关注的是提高上体民族人曰数量。结果却导致 ‘中亚民族矛盾

突出地衷现为国家生活的卞体民族化与抵制这种趋向的矛盾11 Ji

而且据笔者在巾亚时的了解，哈萨克斯坦对返回的哈萨克族没有

高素质要求，因此均需安置生活，实际给国家经济带来负面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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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无

50

汰

响，I冶萨克斯坦 隐统纳札尔巴耶夫曾说 人 口的不 足

个
自
伦
民
旅
与
文
化
舫
构
且
吐

沦从哪个观点出发，这都是危险的。从 1992年开始

年期间我们的人门n次出现 了下降勺”② 但实际上，

在 战后 50

只依靠 书休

民族迁人增长人口，而 非主体民族却因不满而跨 国迁出，因此 ，

故终其总人门仍然在下降，因为中亚国家都是主体民族触强占多

数的多民族国家。而且这种做法理伏下士体与非主体民族之间的

矛后因素，同时，应该看到，把全世界跨居各国的有他国囚籍的

哈萨克族都看作哈萨克斯坦的民族，也潜伏着 与周边国家的国际

关系隐患

    特M应该指出，中亚各国的民族结构重塑在权力分配结构上

后果与影响更深重。其用人末能尊重人才的能力与才智标准用

人，ill是受卞体民族本位主义左右。甚至在官员任用与利益分配

方面，存在明显的以木民族部落、派系和裙带关系为准的现象

刁智与素质最高的俄罗斯人，均被排挤出政府.企、IY ,教育等管

理部门，而代之以占绝对多数的本主休民族官员。如哈萨克斯坦

V.法机构.1，，留给俄罗斯族的席位算最多的，也仅占总席位之

19%。另外，14个省长，哈萨克主休民族占12人，即使在俄罗

斯族多数的北哈萨克各省、上层权力管理人员也均被排挤了出

去，为主休民族取代。在吉尔吉斯斯扣的}r#flI构巾 Nll仅给俯

  犯  李占业:(中亚民族问题及儿趋势)，毅 《现代国际关系》，1995 (10)
    ② H. A 纳札尔巴耶失:(哈护克斯坦一2030),(冈家总统致哈萨克所坦人民

IS),俄文版 阿拉术图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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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4%的席位，而按俄罗斯族人 曰则是吉尔吉斯第二大

民族。在吉尔吉斯斯坦进行有关民族关系的社会调青中，其第一

大族乌兹别克族总体反映是影响民族关系的最突出问题为官员任

用，其次为边界冲突和与选举有关的政治问题。而吉尔吉斯斯坦

人口较少的塔吉克族，则总体反映最强烈的是边界同题和语言问

题。其他中亚国家的情况也大致相似。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人

和中亚各国的非土体民族自然呈跨国外徙的趋势。塔吉克斯坦的

俄罗斯族竟然从 1991年 38.85万的第 份大族 F降为 1998年只剩

1,94力人的第八位民族 fo ̂T见其民族结构的变化之人，影响

之 深 币

三、中亚民族结构重塑的主客观 因素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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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的发展足动态的，尤共足当今个球化时代，移民.迁徙

11益频繁.民族的结构也变迁迅速，新独立冈家对民族结构进行

a塑引起较大迁徙也属民族发展过程的 种现象」有的学者指

出，‘4从空间L讲，一个民族尽管在形成之时，总有一个相对I'M

定的地域，但就人类发展中的国家繁衍史来看.由1种种原囚，

民放无疑处]不断的移劝、N泊的过程之中。历史」人类至少有

四次大的迁徙，而侮次迁徙都意味着民族群体的大分解、民族分

布的大变动”1 中亚国家独立后，各国民族的迁徙、流动和民

族结构重塑所表现的特点，除了前述指导思想。当然也有客观土

的因素，即是其转型时期这一特殊发展阶段不可避免的现象 前

苏联的解体使中亚各国的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发牛了解体性变

化.导致各国社会的不稳定ft加剧，甚至有的发生动乱、前苏联

    ① 马圣w主编:《中国西北跨国民族文化变异研究》，24页 北京，民A出版
刹 2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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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尽管中业各闰的生活水平不如俄罗斯，然而各族生活水平

仍然比较高。解体后，生话质量迅速 F降，引发厂许多社会矛

后 原来封闭的社会结构受个球化时代移民政策较为宽松的影

响，也转向日益开放的异质性社会，在这种I*况下，一些有能力

去闲外追求更高生活水平的群休跨国徙去，一般也是与转型时期

客观环境有关的。但值得研究的是，为什么外徙数量如此之 大，

为什么大最流失的又是宝贵的高素质人才，如果将中亚近年的民

族结构变迁与其本地区历史」_的民族结构变迁事件进行纵向比

较，或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民族结构变迁进行横向比较，那么

不难扑出，在制约民族结构重w中有一些 I分位得重视的同家主

观导向性因素，正确把握这类制约因索，则是决定民族结构重塑

是优化还是劣化，是成还是败的关键

    比如.需v认识，民族结构不仅要受本国的、也要受他国的

囚家政策因素和对民族结构模式要求的制约，这里以巾亚的波、了

民族历史I被前苏联当局进行结构重塑及近年跨国迁徙问1'38为例

进行刘析 原鸟克兰西部居们着大量波匕人，因为历史士_鸟克枯

西部曾长期属波兰版图_鸟克兰成为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后，在

30郊代，苏联当局曾对当地波兰居民实行民族结构模式试验;

在波‘人族聚居区设4_以波兰革命家名字命名的自治区，如捷尔任

斯基夙等。还设'L波兰文学校，在w居区实行苏维埃式农业集体

化.准备将重塑后的波“人将来作返回波兰推广社会主义制度的

丹仁 试验未如所愿。但当时不允炸他们白由迁徙，当有相当

部分波兰人抵制集体化时，被前苏联 J一1936年前后进行结构重

塑，即成批遣送到哈萨克斯坦，这部分波兰人便成了中亚的民

族  现在40岁以下的巾亚年轻波匕人已不会讲波兰语了，多讲

俄语，但他们仍深记自己的波兰血统，有本民族意识。没被同

化，并始终不认同是苏联人。据1999年统汁，哈萨克斯坦波兰

人尚有12万，不过苏联解体前，他们与这里的德冈人一样，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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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J长、农庄主席，属 1流社会成员。居住心态稳定。但解体

后，哈萨克斯坦政府公布，在政府及管理机构中不使用非主体民

族展员，性十部必须操主体民族本国语。因此操俄语、德语、波

认语的 “异族”均被排挤出各级领导岗位。波11人希望去俄罗

斯，但俄方的移民规定只接受有真才实学的专家，以保障其本国

的民族素质结构与经济水平 波’走人又纷纷申请返间原 “祖

国",洲波1子现生活水平远比哈萨克斯坦高，似现在a 的政策

和民族结构模式 .也要求 “优质”，而不是只看是否土体民族 ，

因为他们曾接受 批波 1‘人问国，因义化程度差，每个家庭需提

供L5万一2. 2力美元，但他们却不会经肯私人庄园或不适应市

场经济 ，实际 I后来成 了 “难民”_因此后来要通过波达迁入t

试，所以能迁人的人寥寥尤儿，不过，即使这样，仍有大协有点

波 t 朋关系的人申请人迁波兰，而且。还有很多人花几百美兀

为搞到一张波 林 “假侨民证 可是 ，波达议会 于 1997年通过

的 《旅居国外的波鱿侨KrIJAE解决法》，再次明确了人员素质、

身份等多项严格规定 ，特别是明确指出绝对不可能让世界各地的

波资人大桂返回，而多是拒绝接受①。可见中亚民族结构性重勿

也受他国制约，即一囚的民族结构重塑也受他国制约。这类政策

也就说明了.波-认为     , LJ家推行单一主休民族结构是不可能

的。也可见，他们与哈萨克斯州那种号召全世界哈族返国的作法

是截然相反的 因此其民族素质结构、国家经济情况也大和

径赶

    如果看看近年关国的民族结构变迁特点。我们可以认识另一

种a塑民族结构的手段和方法，即作为移民国家的一种共融于关

Im卞流杆会 f国4仆girl活方式中的多元文化整合模式，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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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联体国家中的波井侨民》，级 《世界民族》，1999



              腼“‘一fro”Miidud H..鲤斗 旦
周知，美国是众多移 民的因家，但 移民迁人也有高素质要求。 ，

2100̀     AL1*ft4, fl'T镖    4%Kt        }j*AaA(KJf9'J#V>PubMFI)A$ 69.1%, i)t V5kf'd u,H4 It (人̀SANb 12.5%,一
”洲裔美国人占12.1%.印第安人及阿拉斯加原居民占50.7% 一
亚裔美国人及太平洋岛原居 民占36%，

以I'.种族的占1.6%、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日卜降，美N有邺地区，少数民族族裔人

利福尼 亚州.自人人 曰比例 已不 .片多数

33%Ti
业裔 12%，非洲裔7%。此外

衫城 市白人为少数族 _而所有这此 比例变化

础就 是 ‘’民族 流动” 机制

改x 过去受 “ 一滴黑血原则”的歧视

黑人数代 仍是黑人 .待 肤色改变后 m瞒」

子卜囚'U勋之一

莉、比竟选择 了

杰 斐逊总 统与其黑奴所咔 后裔

J化, rzc 护一 第

国卞流自人人鑫
慕  Yd  hn  A
最大城市中已牟
结构变化的基霍
这次普杏中，最
遍，不过有所 与

:与自人通婚，表
JN (r , AA国篇
成了自人的朱吕

黑 人” 族 裔 .她认 为 “时代 变 了” “不 再害 怕

身为黑人 ”① 美闪种族间通婚 呈上 升趋势.他们估计在第 一代

拉美裔和亚裔美国人中至少有50%与异族通婚。不过，黑自人

之间厢婚仍较少 其中口益增大的西班牙裔与自人通婚的比例最

大，1999年已达52%。可见，主休与非主体的界限在美国总体

足在融合中淡化。人们顾虑 ‘4少数族裔占多数”这种结构现象

足否会影响笑国的价值观和国家认同时，美国 一位拉美裔负责宫

员间答: “所有移民的价位观与所有 美国人 样。在这个国家

叹，移民被同化是有历史的。移民希望这样，想成为美国的一部

分「”② 当M.朱来发展还俏得研 31' 夫必 如 ff简鱿_们 W扮

工 Me New丫砒 Times. Dec. 17, 2001
O 《参考消点》2001年x月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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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构模式，也是与中亚国家追求主体民族多数结

                    实际 1他们重塑民族结构的制约手段，或叫

  招“，主要是种族上的通婚融合和文化上的涵化 、同化。

    综卜所述，同处某一时代，但人曰格局、民族结构的变迁重

塑及其产生的后果，却是大不相同的，其中主要是对民族结构模

式的要求、指导思想、政策法规、制度等不问造成的。而在我们

看来，蒙、元时期，流动于欧、亚间的东、西蒙古族的发展远远

超过了当时他们的文化老师 (藏传佛教等文化方面的老

师)- 4族;而当代哈萨克斯坦的主休民族结构扩大模式在

我们看来。是不如波竺的优化结构和美国的开放式涵化结构的

通过上述比较与研究 ，至少应该明确 ，民族结构的重塑应以人曰

素质的优化、有利于国家综合实力的提高，有利于国家统 一、民

族安居乐业和快速发展为主要目标，也即以这种原则制约民族结

构的重塑。为此。应反对形形色色的大民族主义和民族歧视与民

族偏 见，才能取得成功的、优化的结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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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为 C西北跨国民族丛书)第四部_这套由兰

州大学杨怒副校长和原新疆大学吴福环副校卡牵头，由

木人策划并主编的丛书，如 C丛书出版说明a  中所述，

原计划出十部，由兰州大学及新艘大学按一套丛书分别

操作，陆续出版，后因吴福环校长调离新稚大学及经费

等具体问题，新疆大学未能按原计XuI进行 不过，我与

兰大杨恕副校长商定，我方仍按原协议和原组成的编委

会出书 这样。本丛书从2001年名动，2003年开始出

第一部书，至今仅只出版了兰州大学操作的四部_即除

本卷《跨国民族理论问题综论》外。尚有 《中国西北

跨国民族文化变异研究》、《回族社会经济文化研究》、

《乌孜别克族社会经济文化研究》各书_不过，新楼大

学原定撰写木丛书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和俄罗斯族等

卷的学者，实际上也已按原丛书提纲完成了书稿。今后

即使由其他学者主编或以其他名目修改出版，执笔学者

们对这几个民族跨国历史和现状的研究贡欣，以及木丛

书原编委们对此项研究的促进，都功不可没_另外，曾

就读于我名下的博士文化 (苏依拉)著 《卫拉特—

西蒙古文化变迁)、冯瑞筹 《哈萨克民族过程研究》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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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vp份卜曰即叭n，u明.切，朋

已出版，虽不属干本丛书，但也是本人指导的，就其内容与视角

而言，都属西北跨国民族的同系专著。实际上可以补本人原策划

的蒙古族卷和哈萨克族卷未能出版之不足，由上可见，本丛书原

定各主要西北跨国民族的撰写任务，实际已经完成。遗憾的只廷

未能总成一套丛书而已，当然，如果能补一部东蒙古的跨国问题

研究专著，则更齐全    但总体而论，兰州大学今后应独立以更广

阔的视歼研究跨国民族的其他新问题

    关于本书，第二、六、七、八章为张树青作者执笔，他并提

供了不少资料 其余各章为本人执笔，全书由本人统稿、定稿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步及不少敏感问题。因未能与张树青同

志一一细论。观羲表迷若有不妥之处，概应由本人负责

跨
国
民
族
理
论
问
颐
综
论

兰州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  马受丽

            205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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