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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统一国民共同体论》

内容概要

《中华统一国民共同体论》旨在论证中国是一个拥有统一国民共同体的国家，是2000年度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课题（批准号为“00MZB001”）的最终研究成果，该课题原名全称为：《世纪之交世界民族问
题背景下中国民族问题研究──中华统一民族国家论》。现对副题略加修改为“中华统一国民共同体
论”，以更进一步彰显本项研究的核心主旨。书稿分为上篇“本论”和下篇“专论”两个部分。上篇
侧重于分析中华民族“一体”前提下的“多元”怎样在历史与现实中逐步实现整合，下篇侧重于探讨
国内各民族“多元”基础上的“一体”现在和未来如何继续得到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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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统一国民共同体论》

作者简介

王亚南，1956年出生，现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先后主持和独立完成
国家级和省级课题多项，出版著作10余部、发表论文130余篇。相关学界公认的主要学术贡献有：在国
内最先界定“口承文化”概念并完成系统研究；首次解析“亲长身份晋升仪式”；提出“现代中华民
族是由56个国内族群平等组成的统一国家民族”和“中国是国内多族群的统一民族国家”的修正表述
。

    主要研究方向：民俗学及文化人类学。

    在本书中承担编纂及第7章、第8章、第1章部分内容的研究和撰写。
    郑晓云，1961年生，现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处长、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长期
从事人类学与民族问题研究，著有《文化认同与文化变迁》、《最后的长房》、《全球化背景下的中
国及东南亚傣泰民族文化》、《全球化与民族文化——郑晓云研究文集》，并在《中国社会科学》等
国内外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郑凡，全国知名婚外情职业调查人、婚姻危机化解专家、婚姻家庭咨询师、心理咨询师,连续两届新
浪女性十大名博主,开设有婚姻侦探所。2000年8月因女友背叛愤而专攻婚外情调查,现已成功取证并化
解上千个家庭婚外情矛盾,劝退第三者成功率约97%,接受国内外媒体报道数百次!贵州卫视《婆婆吉祥
》特邀情感嘉宾,并多次在深圳卫视和云南卫视做客婚恋专题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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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统一国民共同体论》

书籍目录

引言一 本项研究的缘起二 研究目的和意义三 研究的基本思路四 所用若干概念界说上篇 本论第一章 社
会观念视角：“大一统”文明共识传统  一 “黄帝子孙”认同的久远传统  二 “天赋亲权”与天命正朔
追求  三 “天下国家”宗法礼制的形成  四 “大一统”天下观的发展演进  五 中土“文治教化”的扩散
传扬  六 中华文明历史的“五方”共识第二章 历史实践视角：“华夏”共同体整合沿革  一 胙土命氏
的宗亲“国民”化  二 郡县制度的属民“国家化”  三 “朝民”整合与属民一体治理  四 “华夏一统”
国家的历史承续  五 中华“民族国家”的自觉自为  六 国内多民族的“国民共同体”第三章 法理和逻
辑视角：国民共同体的建设  一 发掘中华共同体的珍贵历史资源  二 突出中华国民共同体的法理属性  
三 定位国民共同体与国内民族关系  四 校准中文“民族话语”规范表达  五 清理“家国子民”陈旧社
会遗产  六 消除“国野之分”城乡国民鸿沟下篇 专论第四章 现代化视角：“一体”如何包容“多元” 
一 标准的现代化理论有可能遗忘民族问题  二 社会阶层变动作为民族问题的同构证据  三 国内民族学
界涉及的现代化问题  四 社会整合的含义及长时段“想象力”  五 现代化意识形态中潜藏的思想方法  
六 现代化概念构成当前意识形态重要内容  七 意识形态与社会政治协商需要相互补充  八 若干简要的
概括第五章 全球化视角：现代化问题的延续及对策  一 全球化与民族问题及现代化的联系  二 全球化
空间所特有的国家民族认同  三 对民族国家的挑战和促进国际秩序的契机  四 维护民族国家利益要超越
二元逻辑陷阱  五 两种“民族”概念所包含的对内对外事务  六 透视种族、民族问题牵涉一定的研究方
法  七 本土化趋势与民族意识的持续存在  八 民族存在的当下性与国家公民的多重角色  九 借“民族文
化”问题引申几点结论第六章 国家凝聚力视角：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  一 民族族体及其认同的历史发
展  二 中华民族的历史主体和主导文化  三 当代中国的民族认同  四 当前中国民族认同的多维关系  五 
通过发展民族文化权巩固中华民族认同  六 中华民族认同与全球“炎黄子孙”  七 全球化时代的中华民
族文化认同结语  一 本书基本内容综合辑要  二 本项研究重要观点及价值  三 相关对策思路和修正建议
后记附：全书图表目录图1-1 五帝世系图1-2 五帝至夏、商、周三代世系图1-3 中国夏时期全图图1-4 中
国商时期全图图1-5 中国西周时期全图图1-6 中国春秋时期全图图1-7 中国战国时期全图图1-8 中国东晋
十六国时期(382年)全图图1-9 中国齐魏时期(497年)全图图1-10 中国陈齐周时期(572年)全图图1-11 中国
辽北宋时期(1111年)全图图1-12 中国金南宋时期(1142年)全图图2-1 中国秦王朝时期全图图2-2 中国西汉
王朝时期全图图2-3 中国唐王朝时期(669年)全图图2-4 中国元王朝时期(1330年)全图图2-5 中国清王朝时
期(1820年)全图图2-6 中华民国时期(1946年)全图图4-1 中国社会的阶层状况表4-1 近几次党代会报告核
心词语变化(一)表4-2 近几次党代会报告核心词语变化(二)表4-3 近几次党代会报告核心词语变化(三)
表4-4 近几次党代会报告核心词语变化(四)表5-1 近几次党代会报告“民族”主要提法及其频数图5-1 近
几次党代会报告“民族”概念的分布及趋势

Page 4



《中华统一国民共同体论》

章节摘录

　　在上面那段引文中，全球化首先等于“辩论的旋涡”，其次则是有待于“从全方位的角度去审视
”的当代现象，换言之，从现象的存在、变化到人们的感受和评价，全球化都还属于很不确定的事。
不过，出自中国学者的一种概括，显然侧重于国家民族问题，也就是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的问题，并且乐观地从中看到新的发展前景，说的是：“全球化作为描述未来发展趋势及其特征的基
本概念，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成为各门学科关注的热点。全球化进程在过去相当长时期是以资本主义
全球扩展为体现形式的，今后在较长时期内也依然会带有这种特点，但全球化并非仅仅意味着资本主
义的全球化，而其另一面则是各个国家、民族、地区等不同共同体的积极参与、平等对话和相互交融
。全球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充满内在矛盾的过程。世界经济越是全球化，经济中的民族利益就越突出
，民族化倾向问题就越严重。对于民族国家来说，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它既给民族国家带来机遇，
又使民族国家面临严峻挑战，但总的来说是机遇大于挑战。全球化进程不仅仅是世界走向一体或统一
的过程，更是民族文化多样性并存的过程。全球化的未来不应该是一元的、单一模式的普通化，而应
该是多元化并存、多种模式共生的局面。没有多样性就没有全球化。”①　　这里需要讨论的民族问
题，即大致由英文nation和ethnic groups所指的“国家民族”及“国内民族”问题，是理解当代全球化
现象的一条线索。这两方面问题又是密切关联的。例如针对全球化讨论中现代民族国家走向“终结”
的说法，西方著名左派人士、也是全球化的著名理论家阿里夫·德里克，在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
、前景及内在矛盾进行了深入阐述之后，明确说：“除了最天真幼稚的人外，再无人想指出民族国家
已成为过去的事件，或者它再也无法在抵消全球化的影响方面起任何作用了，但是同样，对民族国家
的任何重新概念化都必须考虑到超民族的和亚民族的力量，因为这二者已再度获得了决定民族形式的
关键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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