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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新 社 记 者 ： 唐
太 宗 为 何 被 唐 代 西 北
各 族 君 长 尊 称 为 “ 天
可汗”？

王 朝 海 ： “ 天
可 汗 ” 是 唐 代 西 北 各
族 君 长 对 唐 太 宗 的 尊
称 ， 也 是 表 示 对 唐 太
宗 的 拥 戴 。 “ 可 汗 ”
本 是 突 厥 、 回 纥 、 柔
然 等 民 族 最 高 统 治 者
的 称 号 ， “ 天 可 汗 ”
就 等 于 是 给 予 各 民 族
共 同 拥 戴 的 最 高 统 治
者的尊称。贞观四年(
公元630年)唐王朝击败
东 突 厥 以 后 ， 唐 太 宗
接 受 诸 蕃 君 长 所 奉 “
天 可 汗 ” 称 号 。 “ 天
可 汗 ” 称 号 的 出 现 ，
表 明 中 华 文 化 在 继 承
中 原 传 统 的 同 时 ， 又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吸 收 借
鉴 了 北 方 草 原 民 族 的
政治文化。

中 新 社 记 者 ： 为
何 说 唐 太 宗 秉 持 着 “
各 民 族 如 一 ” 的 民 族
观念？

王 朝 海 ： 唐 太 宗
推 行 的 民 族 政 策 ， 根
源 于 他 对 民 族 及 民 族
问 题 的 看 法 ， 也 就 是
根 源 于 他 的 民 族 观 。
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
年)，唐太宗总结了自
己 能 使 四 夷 朝 服 归 化
的 五 条 经 验 ， 其 中 第
五 条 就 是 “ 自 古 皆 贵
中 华 ， 贱 夷 狄 ， 朕 独
爱 之 如 一 ， 故 其 种 落
皆 依 朕 如 父 母 ” 。 简
单 来 说 就 是 “ 爱 之 如
一 ” “ 各 民 族 如 一 ”
的 意 思 ， 也 就 是 对 汉
族 及 少 数 民 族 一 视 同
仁 、 同 等 看 待 。 唐 太
宗 这 一 民 族 观 的 形
成 ， 有 以 下 几 个 方 面

的原因：

善 纳 众 议 。 贞
观 四 年 ( 公 元 6 3 0 年 )
， 唐 太 宗 与 群 臣 讨 论
如 何 安 置 内 附 的 东 突
厥 。 多 数 朝 臣 主 张 对
于 这 些 归 附 的 少 数 民
族 ， 采 取 强 制 同 化 的
措 施 ， 中 书 令 温 彦 博
则 建 议 把 东 突 厥 迁 入
朔 方 之 地 ， 保 全 其 部
落 、 风 俗 。 唐 太 宗 反
复 权 衡 后 ， 采 纳 了 温
彦 博 的 主 张 。 后 来 的
事 实 证 明 ， 温 的 主 张
是正确的。

“ 华 夷 一 家 ”
是 唐 太 宗 “ 爱 之 如
一 ” 民 族 观 的 思 想 基
础 。 唐 太 宗 认 为 ， 夷
狄 与 汉 人 一 样 皆 可 感
化 ， “ 夷 狄 亦 人 耳 ，
其 情 与 中 夏 不 殊 。 人
主 患 德 泽 不 加 ， 不 必
猜 忌 异 类 。 盖 德 泽
洽 ， 则 四 夷 皆 可 使 如
一 家 ； 猜 忌 多 ， 则 骨
肉不免为仇敌”。

中 新 社 记 者 ： 唐
太 宗 的 民 族 观 念 、 民
族 政 策 ， 能 为 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带
来何种启示？

王 朝 海 ： 唐 王 朝
先 进 的 民 族 观 念 和 符
合 实 际 的 民 族 政 策 ，
提 高 了 统 一 多 民 族 国
家 政 权 的 稳 定 性 ， 增
强 了 中 央 对 民 族 地 方
的 凝 聚 力 ， 改 善 了 各
族 生 产 和 交 换 环 境 ，
拓 展 了 民 族 间 经 济 往
来 范 围 。 这 也 为 当 前
中 国 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带 来 了 一 些
启示：

第 一 ， 要 加 深 对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历 史
的 认 识 ， 使 全 国 各 族
人 民 认 识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的 历 史 是 由 各 民
族 共 同 创 造 ， 中 华 民
族 的 历 史 就 是 一 部 各
民 族 交 往 、 交 流 、 交
融 的 历 史 ， 要 用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历 史 营 建
共同历史记忆。

第 二 ， 要 巩 固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政
治 、 经 济 和 文 化 间 的
关 系 ， 巩 固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平 等 团 结 的 关
系 ， 巩 固 民 族 地 区 现
代 化 与 国 家 现 代 化 互
相离不开的关系。

第 三 ， 要 增 强 各
族 群 众 对 中 华 文 化 的
认 同 。 文 化 认 同 是 所
有 认 同 中 最 深 层 次 的
认 同 ， 是 一 个 民 族 的
魂 魄 ， 是 各 民 族 共 同
的 精 神 家 园 。 各 民 族
要 不 断 加 强 对 中 华 文
化 的 认 同 ， 增 强 中 华
民 族 凝 聚 力 、 铸 牢 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完)

唐太宗李世民
为何被称为“天可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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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河南安阳殷
墟遗址考察。

殷 墟 ， 我 国 历 史
上第一个文献可考、并
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
证实的商代晚期都城遗

址。殷墟和甲骨文发现
发掘使传统文献记载的
商代历史成为信史，在
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
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
义。2019年，习近平总
书记致信祝贺甲骨文发
现和研究120周年，他在

贺信中指出，甲骨文是
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根脉，值得
倍加珍视、更好传承发
展。

除 甲 骨 文 片 外 ， 殷
墟 还 发 掘 出 大 量 的 青 铜
器、玉器、陶器等，是中
国考古发掘时间最长、次
数最多、面积最大的古代
都城遗址。殷墟被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其发现
被评为20世纪中国“100项
重大考古发现”之首。（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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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三千年历史的传奇
——走进殷墟遗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