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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民族观不是与生俱来的， 而是后天习得

的。 民族观是人们对民族特性的朴素理解， 用以解

释他们观察到的不同民族成员在外部 （身体） 和内

部特征 （人格和智力） 上的差异。 本质论民族观认

为民族是由不可变的、 根深蒂固的本质 （基因或生

物因素） 决定的。 研究表明， 较多的人对不同民族

群体持有本质论的信念， 这在不同文化背景中都存

在。

为什么公众会形成这样 “顽固” 的 民族 观 呢？

其中的原因十分复杂， 我们可以从每个国家民族关

系的发展历史中找到一些原因。 以美国为例， 黑人

是美国人数最 多 的 少 数 民 族 ， 长 期 受 到 种 族 歧

视 ， 处 于 社 会 最 底 层 。 虽 然 黑 人 和 白 人 都 是 法

理 上 平 等 的 人 ， 但 是 数 百 年 来 白 人 对 黑 人 的 偏

见 和 歧 视 从 来 就 没 有 结 束 ， 其 根 源 当 然 是 白 人

顽 固 的 种 族 主 义 观 念 。 在 白 人 种 族 主 义 者 眼 里 ，

世界上只有两类人， 白人和有色人种。 美国的不 少

生 物 学 家 包 括 一 些 研 究 种 族 问 题 的 专 家 ， 都 确

信 黑 人 是 低 等 种 族 。 1994年 ， 美 国 保 守 派 作 家

查 尔 斯·默 里 与 哈 佛 大 学 心 理 系 教 授 理 查 德·

J·赫 恩 斯 泰 因 合 作 出版了 《钟形曲线》 一书。 该

书一经面世即引起巨大争议， 书中提出 “种族与智

力有关” 的结论， 并且认为黑人的智力低于白人与

其种族有关， 而和社会经济背景没有关系。 作者辩

称， 智商测试分数是个人能否成功的良好指标， 在

很大程度上是由基因决定的。 这暗示着， 社会的不

平等是不可避免的， 也是公平的。

今天在文明社会中， 对少数民族公开歧视的法

律和制度已经没有存在的空间， 试图用 “科学” 来

证明民族之间的差异是本质或基因决定的， 也为人

们所不齿。 但我们仍然习惯于把民族看成一个固化

的事实， 好像民族自有人类以来就自然地存在着。

在许多领域， 制度化区隔存在于主体民族与少数民

族之间，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

相互接触、 交往的愿望和机会。

当前， 善意的区隔在政治、 经济、 文化等几乎

所有的社会生活中比比皆是， 比如特别强调民族身

份： 从我们出生开始， 个人所填的每一个表格， 到

人们持有的身份证， 都有 “民族” 这一栏。 在各级

“两会” 上， 最抢眼的是穿着少数民族盛装的代表，

尽管 “两会” 代表的职责是参政议政， 与本人的民

族身份并没有直接关系。 我们会在作家阿来的名字

前面加上 “著名藏族作家”， 而不会在莫言的名字

前面加上 “著名汉族作家”。

制度化的区隔虽然出自良好的愿望， 但是带来

的结果却常常出乎制度设计者的预料。 近年来， 社

会上发生的许多暴恐、 贩毒、 凶杀等社会事件， 如

果犯罪嫌疑人是少数民族， 媒体在报道时， 会特别

突出嫌疑人的民族身份。 当正面新闻和负面新闻都

突出当事人的民族身份时， 负面报道对公众的强化

作用更大， 人们会把负面的、 消极的事件与某个民

族联系起来。

民族平等是 “共同的公民身份” 和 “公民权利

与义务” 的平等。 当我们关注民族身份、 注重形式

的 平 等 时， 当 我 们 处 处 给 予 少 数 民 族 更 多 的 “礼

遇”， 欣赏少数民族的服饰、 歌舞和美食等文化风

情时， 更需要反省隐蔽在我们观念深处、 行为细节

中的， 甚至自己都意识不到的偏见。 问题的复杂性

还在于民族观的内隐性质， 人们心里怎么想和在大

庭广众之下怎么说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从这

个意义上讲， 时常反省自己的民族观应该成为每个

公民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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