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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化，还是共同繁荣发展？ 

明浩 

2012-2-27 10:57:48  来源：《中国民族报》2012年2月24日

  近年来，在网络和一些报刊上，有关民族同化、民族融合的议论开始多起来。其实，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民

族同化或者说民族融合一直在发生，是一种社会常态。但将同化（融合，下同）提出来并作为现实的主流发展方向，进而提升到

现实的操作层面，却并不代表当今时代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也不符合中央提出的当前民族工作的主题。 

  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科技成果和现实案例正在证明，多彩民族文化在内的世界多样性，正呈现出越来越强的生命力，因

而，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未来理想社会不仅不排斥多样性，而将有可能以更强的多样性和包容性作为自己的重要标志。更重要

的是，我们不能以对未来的假设牺牲今天的公平正义，牺牲宝贵的民族文化多样性。 

  其次，对于历史上和当今世界曾经发生并正在进行中的各种同化现象，也要进行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关于中外古代发生

的民族同化现象，一是因为古代民族与其区域单元的联系还未完全确定，使有些民族尚处在流动或形成过程中，很容易导致不同

族裔之间的分化与整合；二是因为古代民族在族裔属性、认同架构等方面与现代民族比较，存在着本质差异，两者之间不能进行

简单的类比。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自近代以来的几百年间，也正是所谓“同化”获得强大的工业生产力的支持以后，真正因同化

而消失了的民族已很难找到。自西方殖民扩张以来，种族主义和同化主义横扫亚非拉，无数民族生灵涂炭，殖民者的枪炮和疾病

也确实让一些民族一些族群全族覆没，但也仅此而已。这几百年来，中外历史上的各个民族不管人口多少、发展水平高低，也不

管其生存环境多么恶劣，都在顽强地生活着，表现出非凡的生命力。 

  需要强调的是，不能将个体的和局部的同化现象与民族消亡混为一谈，更不能等同起来。首先，随着民族之间交往的不断密

切，个体或局部意义上的同化是伴随整个人类历史的，这种民族交往与民族之间的相互吸纳，向各民族及其文化注入新鲜血液，

强化了民族发展活力。然而，这种相互吸纳主要发生在个体和局部层面上，至少自近代以来的几百年间，还未曾出现成规模的因

这种同化而消失了的民族。其次，没有一个民族及其文化是固定不变的，构成民族的各个要素，在一定历史阶段中的地位和影响

也是不一样的。但不能因为某些因素的强弱变化而简单地将其归结为同化现象。当今世界，既有随全球化进程加速而出现的服饰

甚至语言等一些民族因素的趋同和接近，也有与这些趋同并行发生的内在和心理上的个性与差异的凸显。正如约翰·奈斯比特曾

经说过的：“如果我们深入一点，就会看到，表面上的文化融合越多，文化分裂的程度反而越大。”最后，民族的变化发展都是

在开放中进行的，其文化既可以输出给别的民族，本身又不断借鉴和吸纳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但这种对外来民族文化精华的接

纳和吸纳，都经历着特定过滤过程，到头来不仅不会削弱反而会强化本民族的个性与特点。曾经高喊“脱亚入欧”，希望全面西

化的日本，不仅未能实现真正的入欧（主要是指文化方面），反而骨子里日益东方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再说各国少数民族的命运。二战以后，特别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生命力及其价值重新得到承认和尊

重，那些濒临消亡的民族及其文化重新获得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和舞台，其中许多已经呈现出触底反弹的态势。在加拿大，曾经濒

临绝望的原住民语言，在儿童和青少年中已经开始复兴，其使用人口的比例已经超出老年人。在英国的威尔士，曾经日益萎缩的

威尔士语言也在恢复之中。仅在2001年到2004年间，在家庭和公共生活中能够使用威尔士语的人口比重，就由20.8%增加到

21.7%。在我国，尽管仍属发展中国家，但近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各民族的文化自我意识也正呈现

逐渐增强的态势。 



  而随着世界范围内广大少数民族对同化主义政策的日益不满和反对，也由于主流社会对少数民族文化理解的加深和包容，到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许多国家开始放弃同化主义政策。反映到国际社会上，就是逐渐形成为以联合国为舞台的整个国际社会的共

识。 

  其实，中国在对待同化问题上是走在世界前列的。早在上世纪40年代，同化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盛行的时候，张治中在新疆就

已经提出“防止民族同化”的观点。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尽管曾有过短暂的“融合风”，但从上世纪70年代末拨乱反正开始，中

国共产党人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将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问题作为一个战略性的方向提出来。到新世纪，更是将各民族共

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作为新世纪民族工作的主题。 

  由此可见，是同化，还是共同繁荣发展？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既要认真对待，更要旗帜鲜明地捍卫我们党和国家民族工

作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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