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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民族发展论坛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学术报告第六讲举办

作者：肖超宇 日期：2021-04-09 

2021年4月7日上午，民族发展论坛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学术论坛2021年第六讲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

与人类学研究所成功举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郑大华研究员作

了题为“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学术报告。报告会由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王延中研究员主持。

郑大华研究员首先指出，清末民初是中华民族从自发走向自觉的发端。1902年梁启超首次提出“中华民族”很值得

研究，“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最早由梁启超提出，原因有三：第一，当时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促进了中华民族意识的

觉醒，1895年甲午战败极大刺激了国人；第二，西方民族理论开始在中国传播，梁启超也亲自参与了西方民族理论的介

绍和引进；第三，在进化论思想影响下，人们普遍萌生了“群”的观念。郑大华研究员认为在清末民初时期明确运用

“中华民族”概念有三人，他们分别是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前两者都是从文化角度使用“中华民族”来强调文化对

民族认同的意义，章则是从血缘角度谈中华民族。郑大华研究员继续指出，五四运动前后是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发

展时期，主要表现有：第一，“五族共和”观点的提出；第二，“中华民国”国名的使用；第三，“大中华民族”“大

中华民族主义”和“新中华民族”“新中华民族主义”等概念的出现，前者是国家主义派在接受威尔逊和列宁有关“民

族自觉”认识之后提出的主张，后者是李大钊在日本推行大亚细亚主义背景下进行的新表述，目的是实现民族自强。郑

大华研究员认为，五四时期还没有实现到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转变，原因在于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和“中华民

族”的混用情况仍较普遍，“中华民族”有时是各民族的统称，有时又成为汉族的同义词，与蒙古族、苗族等并称。郑

大华研究员强调，现代通行的“中华民族”概念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也有三个重要原因：其一是由于日本对中国

境内各民族人民进行无差别地残暴侵略奴役，促进了中国各民族人民对共同性的认知，进而自发要求各民族大联合、大

团结；其二是是“九一八”事变之后，国内兴起了研究中华民族历史的热潮，比如顾颉刚、傅斯年等学者纷纷著书立

说，驳斥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分裂中国的阴谋学说，产生了深远的是社会文化影响；其三，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进行了

深入系统的理论思考和阐述，并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实现了“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

的根本转变。

郑大华研究员重点就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根本转变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讲解。他指出，抗战时

期中国共产党抵达延安后，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杨松在马克思主义学院授课期间，就开始对“中华民族”这一概念进行深

入思考，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注意到界定和使用“中华民族”概念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他认为汉族和汉化民族共同

构成中华民族，这是他的重大贡献；但杨松受到斯大林民族概念的影响，对中华民族的认识存在局限。1938年9月，毛

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报告里使用了“中华国族”一词，提出了民族平等政策，并且批判了大汉族

主义。1939年冬，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明确阐释了“中华民族”的内涵和外延，这是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系统论述“中华民族”，超越了以往个人关于“中华民族”的认识，实现了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

报告结束后，与会学者就本次报告展开了积极讨论和深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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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王延中所长进行学术总结，并向郑大华研究员的精彩演讲表示衷心感谢。王所长强调，近代中国是思想转变的

重要时期，在中西思想交相影响下，“中华民族”概念经历了逐步发展的三个阶段，从早期酝酿到接触不同思潮，再到

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明确定义，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梳

理上述发展脉络，对新时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好民族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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