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2023年04月18日（星期二）                                                                                                                                                                                                  24

性影响和连续的相互
作用导致了社会几乎
所有方面的根本性变
化。可以说，政权分
裂和民族融汇是我们
统一多民族国家成长
中的过渡路径，大一
统则是它的升华趋势
和发展成果。前者凸
显经济、文化和民族
的多元或不平衡，后
者又显示中华文明在

多元融汇基础上的政
治总体走向。

中新社记者：历
史上各民族的融汇发
展，为中国成长为统
一多民族国家发挥了
哪些作用？

李治安：栖息在
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
下游的汉族，最初是
由中原不同族群融合
而 成 ， 相 沿 使 用 华

夏、秦人、汉人、唐
人等称谓。汉族人数
最多，农耕生产经验
最成熟，对北方等周
边民族似有着强烈的
吸 引 力 。 匈 奴 、 乌
桓、鲜卑、柔然、突
厥、回鹘、吐蕃、契
丹、党项、女真、蒙
古等先后栖息在塞外
大漠等高寒干燥或半
干燥地带，主要依赖
游牧及狩猎为生，皆
对边疆的开发、守护
和 中 华 文 明 多 元 繁
荣，做出了不可磨灭
的贡献。

历史上各民族之
间既有和平交往，也
有军事战争，彼此依
存、相互吸收，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血
脉交融，联系越来越
密切，逐渐形成强大
的 内 聚 倾 向 及 近 古
汉、蒙、满轮流为天
下主。

13世纪以后，这
个统一多民族国家曾
经历一场包括基本疆
域、族群成分、文化
基 因 及 政 策 机 制 等
内容的巨变——从秦
汉式郡县制一统迈向
元明清华夷一统。此
种巨变演进，实乃两
千年来长城内外农耕
文明与游牧文明碰撞
互动、族群文化博弈
整合等交互作用的结
果，同时也是中近古
汉族和各民族携手推
动统一多民族国家发
展的历史潮流。

由于元明清华夷

一 统 囊 括 中 土 和 塞
外 ， 中 国 版 图 由 “
小”变“大”，多民
族统一国家、中华文
明子文明结构和传统
王朝序列等皆在新时
空条件下相应地完善
升华。藉此在东亚大
陆自成独立地理文化
单元的特定环境下，
各民族携手缔造的统
一 多 民 族 国 家 从 黄
河，到长江，再到塞
外，不断发展壮大。

时至近代，向现
代多元一体中华民族
的历史性过渡得以顺
利实现。特别是抗日
战 争 前 后 ， 各 族 人
民共同抵抗帝国主义
列强的侵略，实现民
族独立和现代化发展
的共同命运，激发起
各民族汇聚成为多元
一体、休戚与共的现
代中华民族的自觉意

识，为中国成长为统
一多民族国家起到了
至 关 重 要 的 作 用 。 (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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