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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虽然民族关系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一体”趋势，但民族的多元现状将长期存在，成为不可回避的事实。费孝通先生对此有清醒的

认识，在别人可能会因为其单方面的历史的论证而强调民族融合为一体的单一历史过程之时，他

却在清楚地提示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即在 “一体”的 “大园圃”中，实际存在一种相互区

分且有差异的 “百花争艳”的 “多元”局面。① 各民族在展现多彩纷呈的 “多元”过程中，族际间

呈现的博弈也日趋显著。因此，在一个民族多元的国家，各民族如何相互和谐共存，是一个重大

的课题。罗尔斯的 “重叠共识”理论，为我们解决这类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一、族际冲突是 “重叠共识”思想的社会背景之一
“重叠共识”是罗尔斯在 《正义论》中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尽管公民从政治的视角对正义

的理解有许多差异，但这些不同的政治观念有可能导致相似的政治判断；当这种相互重叠的政治

判断具有很大相似性，甚至是同一个结论时，在不同群体之间通过判断所达成的共识就是 “重叠

共识”。其遵循的逻辑是 “不同的前提有可能导致同一个结论”②。在 《正义论》中罗尔斯并未就

这一概念展开讨论，在１９９２年出版的 《政治自由主义》里 “重叠共识”的理念得以充分阐述。
他将多元的现实社会解释为一种 “理性多元论事实”，它包含多种多样的道德、宗教、哲学学说，
而且这种多元是现代民主社会所拥有的一个永久特征。换句话说，非民主、非现代社会，多元可

能会暂时消失，但在现代民主社会 “多元”是永恒的。他认为这是在自由制度框架内人类理性实

践作出的正常选择。
罗尔斯经历了２０世纪以民族主义为号召的历次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毫无疑问民族主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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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的多元冲突应该是其理论的现实来源之一。正如以赛亚·柏林对民族主义的形象描述：有一

个控制了１９世纪欧洲的思想和社会运动……它是当今世界现有各种思想、社会运动中最强大的

运动之一，在有的地方则是唯一强大的运动；而那些没有预见到这一运动的人则为此付出了代

价，失去了他们的自由，事实上是丧失了自己的生命。这个运动就是民族主义。①

罗尔斯主要的学术活动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他是生活在民族主义浪潮背景下的一位思想

家，民族主义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发挥的积极推动力和给世界带来的冲突与灾难都是他思考的对

象。罗尔斯出生后，按照 《凡尔赛条约》，１　６００万人获得了独立。他思考世界的时候，雅尔塔

体系建立，更多的民族国家相继建立。一切似乎表明，民族主义推动了世界的脚步。但到２０世

纪８０～９０年代，民族主义以地方分离主义运动为主，民族问题和民族主义甚至表现为中东、西

亚和南部非洲的民族战争，世界范围内汹涌不止的难民浪潮，再度复苏的种族歧视和种族排外，
等等。② 这种运动连西北欧一些以和谐稳定著称的国家也不放过，如法国的科西嘉、西班牙的巴

斯克运动、英国的北爱尔兰问题、比利时的瓦隆族与佛兰芒族的语言之争、加拿大的魁北克，等

等，在发达国家出现的一些分离运动中，政府依然能够控制局势，因此，还未出现较大的人道主

义灾难。在发展中国家，情况就没有那么乐观：惨绝人寰的屠杀、充满血腥的自决，严重影响了

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③ 回到非洲人手中的非洲并未因此安定下来，族际冲突以多个维度呈现出

来，即使是曾被誉为非洲民族一体化典范的坦桑尼亚，也面临着以斯瓦希里族为主体的桑给巴尔

岛分离主义倾向的威胁。④ 在我国，国人在对民族主义浪潮给世界所带来的变化喝彩的同时，慢

慢意识到，民族主义这头 “怪兽”也开始侵蚀国内的民族关系，在新疆和西藏，分裂与反分裂的

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起，西藏和新疆发生的一系列暴力恐怖事件，使得关注

民族问题的学者开始为所谓的 “疆独”“藏独”忧心忡忡，研究新疆问题、西藏问题成为显学。
即便罗尔斯以政治自由为思考目标，对这样一个民族多元纷争的社会大背景，他不可能视而

不见。我们有理由说，族际关系应该是罗尔斯思考 “重叠共识”的现实背景。

二、我国民族多元化的现实和发展趋势
关于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先生从历史的维度和现实的广度予以了详尽的阐发，

“民族多元”可能会在历史长河中持续很长时间，而且可能会由于人为干预而出现反弹。之所以

如此，更多地与人类潜意识中存在着一种多样化的渴望有关，正如万明钢先生所言：从人类对多

样性的追求、对自身存在价值的思考角度来看……文化的多样性会让人类重新思考自身定位以及

对人类发展的种种可能性，在面对几乎无法逃脱的市场与工具理性的宰制命运中，激起人类对自

身反省与文化重建的希望。⑤

１．民族多元的历史性。在发现仰韶文化之前，大家都认为所谓中国人的文化就像传说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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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生下来就是一个白胡子老头。① 这实际上在各民族童年时期都有类似的说法，人类是源于

一个人或者一对夫妇或兄妹，这实际上是简单的一元论表现，只有考古学出现以后，人类起源才

开始了科学的讨论。中国考古学起步比 较 晚，发 现 仰 韶 遗 址 之 后，中 国 文 化 西 来 说 被 学 界 所 认

可。随着中国大量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开展，大量的文化遗存集聚在中原，因此，许多人也持

有一元论的观点。费孝通先生指出，关于中华民族的起源过去长期存在着多元论和一元论、本土

说和外来说的争论，直到上世纪５０年代，特别是７０年代以来，由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我们才

有条件对中华民族的早期作出比较科学的认识。② 苏秉琦和殷玮璋先生指出：“在历史上，黄河

流域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
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考古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

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③ 近几年的考

古发现陆续对此予以佐证，新疆、西藏、内蒙等地发现的石器和古人类遗址证明中华文明的起源

肯定不是一个点。中华民族起源于中国大地，中华文化究其起源而言并非来自今日中国域外任何

一方，也不是从黄河中下游单源扩散至四方，而是呈多元区域性不平衡发展，又相互渗透的。④

２．地域的多样化是造就民族多元的物质基础。拉采尔 （Ｆ　Ｒａ－ｔｚｅｌ）———地理环境决定论

的集大成者，其随后的一些研究对自然环境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和交往方式造成影响的理论给予了

佐证。我国地形复杂多样，平原、高原、山地、丘陵、盆地五种地形齐备，这种地形地貌对人类

交流造成了一定障碍，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很难想象在这种原始时代，分布在四面八方的人

是出于同一来源，而且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长期分居在各地的人群必须各自发展其文化以适应不

同的自然环境。⑤同时，在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这种多元化的地形地貌促进了多元的生产生

活方式及各种不同的文化特征的出现。随着农牧业的分离，经营农业和依靠牧业的民族各自发展了

相适应的经济、文化体系。林耀华在其主编的 《民族学通论》一书中，从经济文化类型学的角度，
对整个中国文化做了详细划分，在这里环境对民族文化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重要作用。

３．民族如何为一体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列宁说过，民族差别 “就是在全世界无产阶

级专政实现以后，也还要保留一个很长很长的时期”⑥。１９５８年，毛泽东曾在成都会议上说：“首

先是阶级消亡，而后是国家消亡，而后是民族消亡，全世界都是如此。”在我国，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学界大都喜欢讨论民族融合的话 题，讨 论 同 化 和 融 合 的 关 系。同 化 的 内 涵 既 包 含 暴 力、不 平

等、民族压迫的一面，也包含民族界限的被破坏、民族差别的被消除、各民族同化的趋势，没有

必要把民族同化与民族融合区分得那么清楚。如果一定要强调民族同化词义中的强制因素与民族

融合中的自然因素，那两者之间也是对立统一的关系。⑦ 由此可见，民族消亡的过程是相当漫长

的，但却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很多国家如非洲各国、亚洲各国 ，原本都有自己

的文化传统和政治传统，全球化会不会把这些人最终都变成 “美国人”？实际上不可能。但是人

们的思维方式很难变 ，佛教徒成不了基督徒 ，穆斯林成不了基督徒 ，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⑧ 李

晓霞先生曾对新疆阿图什市民族关系开展调查，结论是：各民族间的关系是较好的，在公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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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内交往频繁，私人领域交往有限，民族界限清晰而又具有一定的层次性，不论从文化交融还

是结构交融来说，虽然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但多是表面的或个别的。① 不论热衷于 “一体”的我

们对这些结论多么讨厌，如果我们单单注意了从多元到一体的传统国家的历史成长过程，并以此

为基础分析当下的社会处境，我们就会像盲人摸象一般找错地方，因为在经历了现代社会的大转

变之后，社会构成的格局已经发生了带有根本性意义的转变。②

虽然我们强调一体性，但从历史和现实看，民族是人类存在的一种必然形式，在未来很长一

段时间，国家只能释放善意，与民族结伴同行。③ 对多样性的追求、对自身存在价值的思考、对

族群文化的重建，凡此种种，在民族层面上，与各民族所坚持的 “完备学说”有莫大的关系。

三、各民族已有的 “完备学说”
合乎理性的 “完备学说”是罗尔斯 《政治自由主义》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按照他的说法，这

一学说是 “一种理论的实践”，是一种 “实 践 理 性 的 实 践”，同 时 也 是 一 种 来 源 于 某 种 学 说 或 思

想，并有所变化的。罗尔斯认为不同群体承认的 “完备性学说”往往会偏重某些价值而忽略其他

价值。④ 民族多元是不可避免的，民族之所以能够存在与各民族历史、文化、风俗习惯、民族传

统等多方面的 “完备学说”支撑有莫大的关系，在这种状态下，确保民族关系对国家的稳定与发

展有促进作用而不是阻碍，罗尔斯的 “重叠共识”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１．民族优越论是 “完备学说”的翻版。随着社会的发展，各民族间的界限并没有因为经济

社会的发展变模糊，而是更为清晰，许多人幻想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在历史某个阶段，民族

将会消失，事实上，经过历史长河的洗礼，各民族均有适合自身发展的架构，民族意识⑤反而增

强了，民族之间的界 限 更 加 明 显 了。新 中 国 成 立 后，各 民 族 普 遍 经 历 了 民 族 意 识 增 强 的 过 程，
“民族识别客观上使族群成员的族群认同具有了象征意义，这种象征意义以户籍登记中的 ‘民族

成分’而体现，它有意无意地提醒人们自己所具有的 ‘民族成分’与族群差别，而与 ‘民族成分’
相关的政府制定的优惠政策会在客观上固化人们的族群认同”⑥。民族意识一旦增强，任何一个

民族都会认为自己的民族文化是最优秀的，即便是否认自己的历史也不再乎，总觉得自己的民族

架构最完备，而支撑这种明显差异的基础就是各民族已有的 “完备学说”。
在我国，汉民族 “完备学说”的典型就是大汉族主义产生的基础，大汉族主义歧视汉族以外

的其他民族。陈天华称：“汉种是一个大姓，黄帝是一个大始祖，凡不同汉种，不是黄帝的子孙

的，统统都是外姓，断不可帮他的；若帮了他，是不要祖宗了。你不要祖宗的人，就是畜生。”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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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娥：《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述评》，《民族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５期。

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２３４页。

熊锡元对民族意识解释为：“第一，它是人民对于自己归属于某个民族共 同 体 的 意 识；第 二，在 与 不 同

民族交往的关系中，人们对本民族生存、发展、权利、荣辱、得失、安危、利害等认识的关切和维护。”这里的

第二方面是第一方面的自然延伸，同时也说明 在 日 常 生 活 中，人 们 的 民 族 意 识 并 不 是 抽 象 的，它 来 自 生 活 实 践

同时也表现在其行为之中，个体的民族意识和感情 汇 集 成 群 体 的 情 绪，而 群 体 的 情 绪 又 会 反 过 来 影 响 个 体 的 民

族意识和民族感情。从个人的感受来分析民族意识 的 产 生 及 其 变 化、从 心 理 学 和 个 体 与 群 体 心 态 及 其 互 动 的 角

度来研究民族意识与行为，更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

明跃玲：《也 论 族 群 认 同 的 现 代 含 义———瓦 乡 人 的 民 族 识 别 与 族 群 认 同 的 变 迁 兼 与 罗 树 杰 同 志 商 榷》，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６期。

陈天华：《猛回头·警世钟》，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其中虽有历史原因，但大汉族主义的表现极为露骨。列宁曾强调指出：“在我们大俄罗斯共产党

人当中，稍微有一点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表现，就应当极其严格地加以追究，因为这种表现根

本违背共产主义原则，会带来很大的害处。”① 毛泽东提出：“必须深刻批评我们党内在很多党员

和干部中存在着的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思想。”② 如果 “黄帝构建”仅仅是试图追溯汉人群体的祖

先，使大家通过对以往辉煌历史的重温来唤起民族自尊心和奋发图强的精神，事情就比较简单，
也具有正面意义；但是如果这一构建是要排斥汉人以外的其他国内族群，采取把多族群的传统帝

国撕裂为许多碎片，时时宣讲 “汉民族”“蒙古民族”“满清民族”“西藏民族”这些概念，并把

这些概念灌输到中国各族精英头脑里是西方帝国主义者所企望的。③ 由于汉族人口比重较大，在

民族政策和民族理论中，我们往往强调要反对大汉族主义，大汉族主义之所以出现就是这种主义

背后的所谓 “完备学说”在作祟。

２．各少数民族 “完备学说”往往是地方民族主义的基础。毛泽东曾指出：“在存在有地方民

族主义的少数 民 族 中 间，则 应 当 同 时 克 服 地 方 民 族 主 义。”④ 地 方 民 族 主 义 亦 称 “狭 隘 民 族 主

义”，这是一种以孤立、排外、保守为特征的思想。它往往只看到本民族暂时的、局部 的 利 益，
惧怕先进事物，甚至维护本民族中某些与社会主流价值相背离的东西，忽视其他民族的感受。在

这里人们很容易把少数民族的民族感情、民族习俗、民族文化与地方民族主义思想混为一谈。实

际上，民族主义的作用机制是利用民众的情感力量，因此它在本质上是非理性的。我国某些少数

民族中有极少数人并不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有些人企图使本民族从中国独立出去，即

使付出再高代价也在所不惜；有些人甚至宁愿把自己同国外的一些民族联系在一起，这些人就是

想利用民族主义实现自己的目标。因此，民族主义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是明显的事实。⑤ 打着

民族主义大旗的那部分人大都有自己的政治目的，他们以自己民族文化高于一切的认识为外衣，
鼓吹地方民族主义，实际上对地区的安宁造成了很大冲击，对本民族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障碍。

四、多民族 “重叠共识”实现的路径
罗尔斯对于 “重叠共识”从三个方面引导我们去理解：“不同的人们在承认观点上存在分歧

的同时，在态度上却具有共识，即持不同观点的人们都愿意以合理的态度彼此相待。”“人们在承

认价值方面发生分歧的同时，在规范方面却具有共识———不同价值的人们认可和遵守同样的规

范。”“人们在承认现在的观念存在着分歧的同时，在未来的目标上却具有共识；或者说目前持有

不同观点和立场的人们，努力寻求通过和平共处、平等交往而形成或加深彼此理解，甚至追求 ‘视
域融合’。”⑥ 实际上就是在个体或者群体的 “完备学说”之上形成交集，建构出一个各方面都可以

接纳的共同区域，前提是不同的个体或者群体在态度上先行具有共识，有共同认可或者遵守的规

范，在未来的目标上才可能具有一致性。要形成 “重叠共识”需要遵守三个原则：其一，赞同宪政

原则；其二，理性至上原则；其三，遵守非政治价值原则。罗尔斯的 “重叠共识”理念为多民族国

家处理族际关系提供了一种思路，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这种理念有其适用的可能性。

·９５·

“重叠共识”视域下多元民族关系的正向生长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为战胜邓尼金告乌克兰工农书》，《列宁选集》第４卷，第１４６～１５２页。
《批判大汉族主义》，《毛泽东选集》第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第７５～７６页。

马戎：《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与 “黄帝崇拜”的族群狭隘性》，《西北民族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２期。
《毛泽东选集》第５卷，第３８６页。

马立诚：《为何不要民族主义》，《环球时报》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１９日。

童世骏：《关于 “重叠共识”的 “重叠共识”》，《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８年第６期。



按照 “重叠共识”的第一个原则，确保各族体获取自由必须遵守当前的宪政制度。新中国成

立以后，不论处于什么原因和目标，基于共同的政治理念，各民族均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选

择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个前提下，让各民族获得政治上的平等地位，《共同纲领》将各民族政

治上的平等予以了规定；在之后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２００４年）又做了明确规定：在全国

人民代表中要求各民族都有一定的代表参与国事，“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我国目前的宪政体制下，各民族享

有的基本自由权已经得以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

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

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国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

化的发展。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

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１９８４年出台的 《民族区域自治法》更是从各个方面诠释了各民族在当前政

治体制下所享有的基本的自由权利，这是可以形成 “重叠共识”的法律依据。
按照罗尔斯 “重叠共识”的第二个原则，要建立在 “类似于康德或密尔道德基础”之上，不同民族

对民族自身利益的重视程度很可能会在丧失道德原则的前提下扩大本民族的利益，最典型的就是大民族

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这两种主义会在很大程度上损害其他民族的利益。《宪法》（２００４年）中明确规定，
“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在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

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全国各民族的共同繁

荣”；《民族区域自治法》在总章中明确反对这两种倾向，“在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民族主义，
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在中国历史上，大汉族主义思想和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往往

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居住交接地区民族遭受灾难的主要原因。乌鲁木齐 “７·５”事件和昆明 “３·０１”事件

就是民族主义话语与 “康德或密尔道德基础”相背离的典型。
第三遵守非政治价值原则，“重叠共识”还包括一长串非政治的价值。“因为这类次要部分的

价值有其自身的解释，它们的解释均基于从其内部引申出来的各种理念，使所有价值在各种特殊

情况下都能达到相互平衡，无论是在群体中，还是在单个人身上。”①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自然

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不同，不同民族与不同地区特定的经济、社会、地理、人文环境孕育了

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不同民族文化带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按照第三原则的理解，我们认为，
在政治之外的一系列价值之间相互具有平衡性。

在我国，虽然民族特征、所处的自然地理气候环境条件、历史发展和历史进程的不同而各有

差异，但均符合 “重叠共识”的三原则，因此，“重叠共识”理念适合于处理民族关系。按照目

前情况，我国各民族虽然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还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但各民族之间不存在整

体对立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预设 “重叠共识”的主要内容应该包括：坚定的国家认同、平

等的公民身份以及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责任编辑：刘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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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第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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