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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超民：为什么中华大地形成大一统国家
而欧洲大陆却多国林立？(上)

( 东 西 问 ) 林 超
民：为什么中华大地
形成大一统国家而欧
洲大陆却多国林立？

中新社昆明5月15
日电 题：为什么中华
大地形成大一统国家
而欧洲大陆却多国林
立？

— — 专 访 中 国 民
族史学会顾问林超民

中新社记者 胡远
航

区 域 面 积 相 当 的
古 代 欧 洲 大 陆 和 中 华
大 地 ， 一 个 发 展 为 多
个 小 国 而 治 的 格 局 ，
一 个 却 成 为 统 一 的 多
民 族 国 家 。 这 一 差 异
背 后 ， 有 着 怎 样 的 深

层 次 原 因 ？ 中 国 “ 大
一 统 ” 国 家 观 和 独 特
的 “ 天 下 观 ” ， 能 给
未 来 世 界 带 来 怎 样 的
想 象 ？ 中 新 社 “ 东 西
问 ” 专 栏 就 此 独 家 专
访 了 中 国 民 族 史 学 会
顾 问 、 云 南 国 学 研 究
会 会 长 、 首 位 中 国 民
族 史 博 士 、 历 史 学 民
族学教授林超民。

现 将 访 谈 实 录 摘
要如下：

中 新 社 记 者 ： 世
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
是多民族国家，但形
成“大一统”格局的
并不多，中国就是其
中一个。从历史脉络
来看，中国这一格局

是如何形成的？
林 超 民 ： 在 远

古 的 中 华 大 地 上 ， 除
华 夏 外 还 生 活 着 许 多
族 类 ， 先 秦 典 籍 将 其
统 称 为 戎 、 狄 、 夷 、
蛮 ， 即 “ 四 夷 ” 。 “
华 夏 ” 和 “ 四 夷 ” ，
形 成 “ 五 方 共 和 ” 的
格 局 ， “ 诸 夏 ” 和 “
四 夷 ” 共 同 构 成 中 华
民族共同体的祖先。

公 元 前 2 2 1 年 ，
秦 统 一 六 国 ， 建 立 起
中 国 历 史 上 第 一 个 统
一 的 多 民 族 国 家 ， 并
推 行 “ 书 同 文 、 车 同
轨 、 量 同 衡 、 行 同
伦 ” 。 这 一 系 列 政 策
奠定了中国2000多年封
建 社 会 制 度 的 基 础 ，
助 推 全 国 经 济 一 体 化
及 共 同 的 文 化 、 伦
理 、 精 神 的 形 成 ， 为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的 形
成打下坚实基础。

至 两 汉 时 期 ， 中
国 初 步 形 成 以 汉 族 为
主 体 的 中 华 民 族 ； 魏
晋 南 北 朝 时 的 民 族 大
融 合 ， 促 进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的 发 展 ； 隋 唐

时 期 ， 各 民 族 交 往 、
交 流 、 交 融 进 入 新 阶
段 ； 五 代 辽 宋 夏 金 元
时 期 ， 封 建 生 产 方 式
进 一 步 向 边 疆 地 区 扩
展 ， 形 成 中 华 民 族 大
融 合 的 高 潮 ； 明 清 时
期 ， 在 统 一 政 权 下 ，
各 族 人 民 之 间 的 经
济 、 文 化 联 系 加 强 ，
统 一 多 民 族 的 国 家 局
面进一步巩固。

从 时 间 上 来 看 ，
在 中 国 漫 长 的 历 史
中 ， 政 权 分 离 是 暂 时
的 ， 政 治 统 一 是 长 久
的 。 所 谓 “ 分 裂 ” 只
是 政 权 的 对 立 ， 而 中
华 的 经 济 结 构 、 社 会
体 制 、 文 化 传 承 依 旧
是 一 个 整 体 ； 中 原 和
边 疆 、 汉 族 与 各 少 数
民 族 、 历 史 和 现 实 仍
是 共 同 体 。 从 发 展 趋
势 来 看 ， 分 裂 的 时 间
越 来 越 短 、 规 模 越 来
越 小 ； 而 统 一 的 时 间
越 来 越 长 、 越 来 越 巩
固 。 可 以 说 ， 每 次 分
裂 都 是 走 向 更 高 层 次
统一的过渡。

中 新 社 记 者 ： 对

比古中国，古欧洲为
何没有成为大一统国
家？

林 超 民 ： 中 国
上 古 时 代 也 曾 经 有 过
万 邦 林 立 、 一 城 一 国
的 局 面 ， 类 似 于 希
腊 城 邦 世 界 。 但 慢 慢
地 ， 这 些 城 邦 在 交 融
中 逐 渐 形 成 地 区 性 王
国 ， 后 来 又 在 秦 朝 发
展 成 统 一 王 朝 。 古 代
欧 洲 其 实 一 直 处 于 类
似 中 国 春 秋 战 国 时 代
的 状 态 。 两 个 地 方 之
所 以 呈 现 出 统 与 分 的
不 同 ， 与 各 自 的 地 理
条 件 、 经 济 结 构 、 政
治 体 制 、 文 化 传 承 有
关。

中 国 地 处 亚 欧 大
陆 的 东 端 ， 东 面 是 烟
波 浩 渺 的 太 平 洋 ， 西
面 有 高 耸 云 端 的 帕 米
尔 高 原 、 阿 尔 泰 山 等
高 原 屏 障 ， 西 南 方 则
是 号 称 “ 世 界 屋 脊 ”
的 青 藏 高 原 ， 北 面 是
蒙 古 高 原 ， 再 北 就 是
冻 土 地 带 ， 形 成 一 个
半 封 闭 地 理 单 元 ， 使
得 中 华 民 族 的 先 人 有
一 个 相 对 稳 定 的 生 存
空 间 。 但 同 时 ， 作 为
一 个 相 对 独 立 的 地 理
单 元 ， 其 内 部 自 然 环
境 又 存 在 很 大 的 差 异
性 ， 形 成 农 耕 、 游 牧
等 不 同 的 经 济 类 型 ，
使 得 数 千 年 来 大 家 必
须 相 互 依 存 、 互 相 补
充 。 长 江 、 黄 河 、 珠
江 、 澜 沧 江 等 大 河 巨
川 ， 又 把 东 南 西 北 的
族类连在一起。

这 样 的 地 理 条
件 ， 使 得 生 活 于 斯 的
人 们 对 “ 合 ” 有 着 高
度 的 认 可 和 诉 求 。 在

以“秦始皇统一六国”为主题
的民间艺术品。中新社记者廖

文静 摄
意大利古罗马遗址。
中新社发 严向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